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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安徽省公共研发平台是提升安徽省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重大举措，有利于提高区域自主研发水平，实

现科技资源的社会化共享。文章分析了安徽省公共研发平台建设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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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nhui public R&D platform is a key step to enh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nhui Province, it is useful to improve regional independent R&D level, and sha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ll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status and problems of Anhui Province 
public R&D platform, and proposed the building of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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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安徽省是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地

区的纵深和腹地，同时也是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

试验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及皖江城市带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2006 年以来，安徽省科技

创新工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科技创新

能力迅速提高。表 1 分别从技术市场交易额和授予

专利数量两方面比较了安徽省和全国的科技创新能

力 [1]。与 2005 年相比，2010 年安徽技术市场交易

额从 14.3 亿元增加至 46.2 亿元，占全国技术市场

成交额的比重也从 0.92%提高到 1.18%。但 2008-

2009 年的成交额比重呈现短期回落之势，从 1.22%
下 降 到 1.17%。 此 外， 从 2005-2010 年， 安 徽

省授予专利数量呈倍数增长，表明安徽省的科技

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同

时，安徽省的专利授予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也呈现

稳中有增之势，对全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贡献力度加大。

在全国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的形势下，安徽省

也不失时机地创新了发展方式，积极构建公共研

发平台推进企业与科研院所共建科研平台，建设

专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和具有地域特色的科技创

新公共服务平台。公共研发平台是科技创新平台

的重要构成部分，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提供基

础条件和资源保障，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的重要

体现。安徽省公共研究平台的建设，实现了科技

资源的共享、集成，推进了安徽科技创新的进一

步发展。

本文首先阐述安徽省公共戌平台建设现状，然

后分析平台建设面临的问题，最后对建设和发展公

共研发平台提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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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徽省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建设现状

近几年，安徽省积极采取了措施，推进公共研

发服务平台的建设。

（1）明确公共服务平台的重要作用。安徽省政

府于 2011 年修订了《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明确了政府在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

设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要素交易、成果转化、资

源共享等服务平台，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技术服

务和支撑。2011 年，省财政厅和科技厅共同下发的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创新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 》（皖政

办 37 号）中强调，要以贯通中介服务、互通资源共

享为保障，努力形成具有安徽特色的立体化、网络

化、一体化区域创新大平台。

（2）出台促进公共服务平台的相关制度。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安徽省人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

关科技进步、促进成果转化、专利保护、科技普

及、技术市场管理、科学技术奖励、省级开发区的

科技法律、法规和规章。安徽省财政厅制定《安徽

省财政厅关于财政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若干意见》

（财教〔2008〕144 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对

公共研发平台财政支持政策。《意见》明确提出，

省级财政科技投入要重点支持提升创新能力的应用

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公共平台建设、科研条

件建设等公共科技活动，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公共

服务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科学

仪器设备、科技信息、研究试验基地等科技资源的

共建共享。2010 年，安徽省颁布了《安徽省专利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财教〔2010〕1142
号），全面说明了资助资金的使用范围、标准、对

象、申报程序等内容，加强了资金管理。

（3）创办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

心、试验基地，用于研究开发基础技术、高新技术

和社会公益性技术，推动研究成果的开发和应用，

成立了大学科技园、创业园、创业服务中心等科技

企业孵化器。在多方面共同努力下，安徽省现有国

家实验室 2 个，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 9 个，省级（含

重点）实验室 92 个，部属（含院属）实验室 35 个；

有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5 家，其中国家级

6 家。截止到 2011 年 10 月，安徽省 138 个资源调

查单位拥有仪器设备 2493 万台（套），大型设备仪

器 588 台（套），各类省（部）级研究实验基地 154
个，目前安徽省共有孵化器 43 家，省级以上科技

平台 673 个 [1]。

（4）建立仪器和资源的共享协作网。各级人民

政府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注重

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5）人才队伍壮大，安徽省拥有多个高等学

校、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联合建立的实习、实

验基地，引入了众多高层次人才从事科研工作。

2011 年，从事研发活动人员 9 万人，其中科学家

和工程师 7.4 万人，高层次科技人员 12396 人，23
人入选“千人计划”，新建“115”产业创新团队 27
个，并新聘科技外交官特聘员 23 名，帮助企业开

展技术创新、引进技术人才 [1]。

3 安徽省公共研发平台建设面临的问题

3.1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健全

目前，各地的公共研发服务平台建设还处于起

表 1  2005-2009 年安徽省和上海市技术市场成交额、授予专利及与全国的比较

指标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1551.4 1818.2 2226.5 2665.2 3039.0 3906.6
安徽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14.3 18.5 26.5 32.5 35.6 46.2
安徽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的比重 0.92% 1.02% 1.19% 1.22% 1.17% 1.18%
上海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231.7 309.5 354.9 386.2 435.4 525.5
上海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的比重 14.93% 17.02% 15.94% 14.49% 14.33% 13.45%
全国授予专利（件） 171619 223860 301632 352406 501786 740620
安徽授予专利（件） 1939 2235 3413 4346 8594 16012
安徽授予专利占全国的比重 1.13% 1.00% 1.13% 1.23% 1.71% 2.16%
上海授予专利（件） 12603 16602 24481 24468 34913 48215
上海授予专利占全国的比重 7.34% 7.42% 8.12% 6.94% 6.96% 6.51%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2005-2010年统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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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阶段。纵观各地以及安徽的研发平台运行实践，

不难发现，对现有平台的管理多为国外经验借鉴和

尝试探索，缺乏对平台管理运行机制的系统性研

究，而管理机制是决定研发平台是否发挥作用的关

键所在。如果没有科学性和标准化的管理体制，平

台建设就只是流于形式，难以真正发挥公共研发平

台在区域发展中的公共服务功能和协同带动效应。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公共研发平台属于“虚拟组织”管理

模式，组织化程度较低。所谓虚拟组织模式，主

要是指平台在保留各创建单位的核心专长和相应

功能的前提下，以科研项目和科技服务为纽带，

通过资源整合和共享，形成面向行业的科技创新

活动的动态联盟网络 [2]。它不具有法人资格，也

没有固定的组织层次和内部命令系统，而是一种

开放的、动态的组织结构 [3]。这样的管理模式不

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条块分割可能造成管理分

散、部门分工不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重复建

设等问题。

第二，人员管理机制特别是激励机制尚不完

善。在平台的建设与运营中，只有充分重视人的

价值，才能使作为科技创新资源核心的人才资源

高度整合。提供公共服务是公共研发平台建立的

基本职能，由于研发平台涉及政府、高等院校、

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公众等众多利益群体，且

缺乏科技资源共享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激励约束

机制，国有科技资源单位和个人没有积极性承担

共享的责任和义务，难以确保科技资源的保值、

增值 [4]。

第三，未建立严格的绩效考核和评估机制，无

法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公共研发平台是一个

复杂的大系统，需要建立相应的绩效考核机制，以

便对平台项目投入效果进行追踪和考核，引入竞争

机制，对单位和机构进行定期的淘汰和更新，评估

结果可作为政府日后投入的依据之一。

3.2 科技资源共享程度低，集聚能力弱

从现实情况看，安徽的科技资源存在着中央与

地方、军用与民用、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矛

盾，条块分割、分散重复的现象比较严重，科技资

源整合缺乏强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和必要的调控手

段。安徽的科技资源布局主要集中在合肥，而其他

地区的科技资源十分稀缺；合肥的科技资源优势主

要集中在中央驻皖单位，而地方高校、科研机构、

企业的科技实力相对较弱；中央驻皖单位的科技资

源优势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和军工研究领域，但应

用开发能力不强。

从制度侧面看，省政府还没有出台专门的促进

科技资源共享的法规和规章，明确资源提供方和受

益人各自的权责。在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管理方面，

政府投入的科技基础资源成为部门、单位甚至个人

所有，不能为社会共享 [4]。另外，科技资源的共享

是一个制度上的创新，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资源共享氛围需要一个相对较长

的时期。现阶段，平台建设起步不久，科技资源相

对还比较分散，暂时无法形成强大的科技合力。已

经建立的一些专业性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其资源的

共享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形式上，还没有进入实质性

的操作阶段。

3.3 产学研合作机制还不健全

安徽省于 2009 年建立了“安徽省产学研网上

对接和交易平台”，为促进产学研有机结合提供了

便利。但总体而言，安徽省的产学研合作还处于十

分松散的状态，一方面，由于产学研三方的主体不

同，分属不同的行业和系统，因而在产业链各环节

和生产要素对接合作存在障碍，缺乏风险共担、利

益共享的良性机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后，虽然企业对高校的科研成果还存在一定需求，

但不少经营者只关注企业眼前的发展，只要生产能

够维持，就不愿投入资金引入新技术、开发新产

品，产学研合作的动力不足。此外，现有的高、

新、尖技术和成果或是考虑到国家的战略整体规

划，或是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现状，现

阶段可能无法立即转化为生产力，由此造成成果转

化率不高、研发和生产脱节等现象，影响了产学研

的合作。

3.4 高层次人才缺乏，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不多

近年来，安徽省高层次人才总量有了大幅度

增加，这主要得益于政府人才政策的调节和推动，

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理位置不优越等一些

原因，安徽省对高层次人才的凝聚力不足，每年都

有大批优秀人才流向东部沿海，给本省经济发展带

来重大损失。另外，科学研究领域的多元化、人才

分散和结构不合理等客观原因都制约了创新性团队

的形成。安徽省高水平的科研创新团队数量严重缺

乏，未能形成强大的地区人才竞争优势，现有的科

研团队研发实力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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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策建议

安徽省科教资源丰富，创新文化和创新氛围

十分浓厚，建设公共研发平台，安徽拥有独特的优

势。笔者认为，要建立和完善安徽公共研发平台，

必须充分发挥安徽三大政策优势，即统筹推动国家

技术创新试点省、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合芜

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的建设，在此基础上完善科

技资源的共享机制，逐步形成辐射四方的科技资源

服务体系网络。发挥政府在财政资金、人才队伍建

设和法律法规建设方面的主导作用，如通过多元化

的筹资方式筹集发展资金，通过重大计划项目引进

高层次人才，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中介服

务机构“四位一体”的人才合作计划。制定和实施

具有针对性的专门化法律法规。具体地说，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4.1 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明确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在公共研发平台建设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平台的职能实现具有较强的政策性，通过组织专人

开展专题探索制定共享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明晰

研发平台相关主体的责、权、利；通过统一规划、

宏观部署、层层分解，确定研发平台的发展方向和

长期及短期目标；通过科学的绩效评价方法，监督

研发平台相关单位和机构的项目进展情况，为后续

各方面的支持提供依据；通过政府权威和影响力，

吸纳投入资金和技术等。同时，加强国家平台与地

方平台的交流，积极争取国家、地方政策和资金的

支持，合理定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根据企业的经

济需求，在研发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市场化

运作和企业化管理的建设思路，鼓励企业参与自由

竞争，提高基础科技资源和资金的使用效率。比

如，上海研发平台在文献全文服务中，按“自由竞

争、按劳计酬”的市场化竞争机制核算服务补贴，

在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方面实施评估与奖励政

策，逐步建立了激励考核机制，从以“项目建设

型”向“建设、评估和补贴”相结合的资金投入方

式转变。

4.2 完善体制建设，提高运行效率

公共研发平台建设需要三大基本要素：科技资

源、服务系统和保障措施，涉及高校、科研机构、

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多个利益主

体，必须以利益协调机制为后盾。因而有必要理顺

平台的运行机制，从各利益主体的公共利益出发，

掌握平台的运作链条，在此基础上完善体制建设，

这也是研发平台不同于政府的公共管理和企业公司

治理的难点和关键所在。在体制建设上，首先，密

切平台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实现信息需求的共享

和协作服务，这样的协作模式不仅表现为内部研发

平台的配合，还包括地区之间、各大研发平台、科

技创新平台之间的协同关系。其次，完善人才评价

机制，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吸引人才入驻平台；通过

股权分配制度、奖惩制度等的改革，切实提高平台

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并形成一支有层次、多领

域、专业化的研发人才梯队。最后，建立相应的绩

效考核机制，就协同效应进行评价，对平台运行形

成反馈 [5]。

4.3 发挥区域辐射作用，整合现有科技资源

针对安徽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科技创新需求，

我们可以多多参考成果转化率较高的欧盟组织、兄

弟省市的有关做法，打破常规，比如改变以往先有

科技成果供方，再去寻求需方的做法，把着眼点放

在成果的需求上，提高成果的转化率。另外，我国

现在已形成了三大科技创新极，即长三角、珠三

角、京津地区，形成了几个跨省的区域性科研条件

平台，如京津冀科研条件协作网、东北科研条件信

息网、长三角科学设备协作共用网 [1]。借助将合肥

打造成为区域性特大城市的战略规划，安徽省可与

上述区域性研发平台建立广泛合作，实现跨省统筹

规划和资源共享，吸纳外来技术和资金，拓宽投融

资渠道，促进合作的双赢，在科技创新领域率先实

现区域性影响。

此外，由于科技资源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

公众需求，在“科教兴市”战略为主的今天，政府

财政支持的以知识利用和创新为目的的仪器设施的

建设和共享管理，更是平台建设与政府强化宏观管

理和公众服务意识的具体体现。但安徽省现有科技

资源地区分布较为分散，功能布局还不合理，要打

破部门和行业的封闭、垄断、分割的局面，将重点

实验室、试验基地、企业研发中心和中介服务机构

资源进行优化，以项目形式组织大平台和子系统，

特别是仪器设备资源的高效整合，这不仅有利于帮

助打破各种行政弊病，还有利于科技成果迅速转化

为生产力，提高技术的应用性。

4.4 发挥平台对高层次人才的集聚作用

安徽省公共研发平台是各类高层次人才施展才

（下转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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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平台，它为人才资源知识技能互补从而发挥集

聚效应提供了机会。依托公共研发平台，高层次人

才可以及时了解到企业的需求，将技术与市场相结

合，实际上也就是将研发成果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当然，这也有利于研究成果的共享，在此基础上形

成一支高水平的具有创新意识的科研队伍。因此，

政府应竭力为这些高水平的创新人才营造一个人才

脱颖而出的环境，形成人才引进、评价、鼓励和留

住人才的机制，鼓励技术、管理要素参与分配，完

善科技创新奖励制度 [6]，增强科研成果研发、应用

与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合肥仿效中关村已经开始了

股权分配的试点改革，在大力引入高层次人才的同

时，有效吸引了现有人才，优化有利于留住人才的

政策环境、法制环境、服务环境和人文环境，成效

十分明显。

5  结语

安徽省公共研发平台起步较晚，体制建设还不

十分完善。要想建设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信息共享

平台，需要借鉴别的地区的成功经验，发挥地区联

动效应，将几大地区之间的科教优势整合，转化成

为安徽省的经济发展整体优势。政府应不断创新体

制和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主体的积极性。除此之

外，为了促进公共服务平台的持续发展，应建立多

元化的融资体制，畅通投融资渠道。在公共研发平

台完善的全过程中，还需要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

能动作用和示范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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