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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进

步迅猛，区域之间竞争越演越烈。地方经济实力和

核心竞争力的较量已成为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之间

的较量。而科技成果是科技活动的最终结果。加强

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分析研究，将对地区科学技术进

步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四川省地处我国西部，

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门户之一，已拥有一

大批覆盖国民经济行业、涵盖学科齐全、科技实力

雄厚的科研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和一支科研能力较

高的科技队伍。大量的科研机构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科技

成果的转化，推动了四川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本文将在对四川省科技活动机构和人员状况以及科

技人力资源与经费投入、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等方

面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四川省在科

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

应的对策和建议。

1 科技活动机构及人员状况

2007年，四川省科技活动机构1384个，从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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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活动人员96118人，科学家和工程师65775人 [1]；

截至2008年，四川省科技活动机构共有1640个，从

事科技活动人员101514人，科学家和工程师65081
人（表1）。与2007年相比，2008年在科技活动机构

和科技活动人员上有明显的增加，但科学家和工程

师数量有所减少，说明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流失。

表1显示，2008年四川省在主要科技活动机构

中，企业科技活动机构有1047个（其中，大中型企

业科技活动机构996个），占四川省科技活动机构总

数的63.8%；高等院校科技活动机构有305个，占

机构总数的18.6%；科研机构有165个，占机构总

数的10.1%；其他科技活动机构有123个，占机构

总数的7.5%。这些数据反映出企业在科研与开发方

面的主体地位，企业正在逐步成为科技进步与发展

的主导力量。

表1显示，四川省企业科技活动机构中从事科

技活动的人员56979人，占机构从事科技活动总人

数的56.1%；科研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35012
人，占总人数的34.5%；高等院校科技活动机构中

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6851人，占总人数的6.8%；其

他科技活动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2672人，

占总人数的2.6%。由此可见，四川省从事科技活动

的人员绝大多数分布在科研机构和企业科技活动机

构中。另外，高等院校科技活动机构占机构总数的

18.6%，可是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仅占6.8%；

而仅占机构总数10.1%的科研机构从事科技活动的人

员却有34.5%。由此可知，四川省的科技活动机构与

科技活动人员的配备比例的不均衡，可能造成资源

配置不合理，不能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科技才能。

2 科技人力资源与活动经费的投入

2.1 科技人力资源投入

就科技活动人员而言。2008年，我国从事科技

活动的人员496.7万人 [2]。四川省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224871人，占全国科技活动人员总数的4.5%（表

2）。由此可见，四川省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总量占

全国比例很少，可进行科技活动的主力较少，科技

研发动力不足。

表2显示，在有科技活动的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企业和其他有科技活动的单位中的科技活动

人员分别有35012人、29694人、148466人和11699
人，所占总人数比例分别为15.6%、13.2%、66.0%
和5.2%。在14465家企业中有1808家企业占据了四

川省66.02%的科技活动人员。由此可见，在推动四

川省科技进步与发展中，企业仍然担任着最主要的

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四川省科技成果转化

的主力军。

就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而言。2008
年，全国R&D人员196.5万人年 [3]。四川省R&D人

员87557人年，占全国R&D人员的4.46%[4]。由此

可见，四川省R&D人员总量较少。然而，8万多人

年的R&D人员数高于全国R&D人数的平均水平，

排名全国第七，其数量居于全国前列，领先于西部

其他省、直辖市，名列西部第一 [2]。虽然近来四川

省科技活动机构中有少数工程师和科学家流失，但

从总体上看，吸引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加

快了四川省R&D人员的发展。而与东部沿海部分

省、直辖市，尤其是广东、江苏、北京、山东、浙

江等省、直辖市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2.2 科技活动经费投入

2.2.1 科技活动经费的筹集

表3、表4显示，2008年四川省科技活动经费

共筹集3678729万元，比2007年的3080873万元增

加了597856万元，增长幅度达16.3%。科技活动经

费筹集的数额增加，有利于四川省科技活动的开

展，从而推动了科技成果的增加。从科技活动经费

表1  四川省2008年科技活动机构数及人员情况

 机构数（个）
机构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人） 

人员数 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

总   计 1640 101514 65081 

      科研机构 165 35012 22839 

      高等院校 305 6851 4823 

        企业 1047 56979 35779 

 其中：工业企业 996 53652 33809 

        其他 123 2672 1640 

资料来源：《四川科技统计年鉴（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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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的主要构成方面看，2008年各类资金保持着持

续增长的态势，政府资金、企业资金、事业单位资

金、金融机构贷款和国外资金的增长幅度分别达到

21.1%、14.8%、2.6%、10.5%和36.0%，其中引进

国外资金增长幅度加大，而其他资金较2007年有

所下滑。企业资金和政府资金分别占科技经费筹集

额的53.5%和37.6%，成为四川省科技活动经费筹

集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科技经费筹集已经形成

以企业自筹投入为主体、政府为后盾、全社会多渠

道、多形式投入的格局。这种格局有利于为全省科

技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也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了

必要的资金支持。

2.2.2 科技活动经费的使用

2007年四川省共筹集科技活动经费3080873
万元，用于科技活动支出的经费为3052505万

元 [1]，利用率达99.1%。而2008年四川省共筹集经

费3678729万元，科技活动经费支出达3468163万

元 [4]，科技活动经费利用率为94.3%，比上一年下

降了近5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表明四川省科技活动

经费后备资金充足，另一方面表明四川省科技活动

经费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在科技活动经费的支出中，占最大比例的是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经费）。R&D经费是进行

科技活动的重要保障和支撑，R&D经费的使用直

表2  四川省2008年科技活动人员情况

 单位数（个） 有科技活动的单位数
科技活动人员（人） 

人员数 科学家和工程师

总  计 15303 2455 224871 144024

    科研机构 165 165 35012 22839

    高等院校 77 77 29694 24566

    企业 14465 1808 148466 88771

其中：工业企业 14003 1608 132268 78848

    其他 596 405 11699 7848

资料来源：《四川科技统计年鉴（2009）》。

表3  四川省2007年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情况

　 科 技 经 费 筹 集 额

　 合计（万元） 政府资金 企业资金 事业单位资金 金融机构贷款 国外资金 其他资金

合计 3080873 1092402 1677342 99846 133824 3516 73942

   科研机构 1050219 905778 54700 71301 — 242 18198

   高等院校 270253 95719 155380 17925 — 354 876

   企业 1734993 80320 1464787 1059 132420 2617 53792

其中：工业企业 1579647 68160 1340547 680 118111 2586 49562

   其他 25408 10585 2476 9562 1404 304 1076

资料来源：《四川科技统计年鉴（2008）》。

表4  四川省2008年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情况

 
科 技 经 费 筹 集 额（万元）

合计 政府资金 企业资金 事业单位资金 金融机构贷款 国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计 3678729 1384866 1968522 102492 149602 5486 67761 

       科研机构 1232419 1119101 18303 70833 — 316 23866 

       高等院校 320986 116658 179246 20164 — 3880 1038 

       企业 2099161 138410 1768508 1059 148198 911 42075 

  其中：工业企业 1955707 127109 1655283 680 133890 880 37866 

       其他 26164 10696 2465 10437 1404 379 782 

资料来源：《四川科技统计年鉴（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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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反映了对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以及对科技成果的

开发和转化程度。2007年四川省R&D经费1391130
万元，2008年增长到1622607万元，增长幅度达

14.3%。其中经常费支出占经费总额的绝大部分，

2007年经常费支出占总量的91.5%，2008年经常费

支出占总量的94.8%，比2007年增加了3.3%（表

5、表6）。
从部门看，R&D经费主要用于科研机构、高

等院校、企业和其他科技活动机构，2008年四川省

各机构获得的经费分别是650937万元、224952万

元、737499万元和9219万元，在经费总额中所占

比重分别为40.1%、13.9%、45.5%和0.5%。由此可

见，R&D经费主要用于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技活

动。

3 科技成果的产出

从整体上看，四川省科技活动产出总量居西部

前列。2008年专利申请达2.4万件，专利授权1.3万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1086件，国际、国内科技

论文数均居西部第二。2009年，四川省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励25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
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20项；省科技进步奖242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四川省专利申请

量突破3万件，占全国的3.9%。获得授权专利首次

突破2万件，占全国的3.2%，在全国排名第七位。

四川省新增专利实施项目2993项、新增产值507.63
亿元、新增利税68.66亿元、创汇8.16亿美元，荣

获第十一届中国专利金奖1项。西南交通大学作为

主要单位参与的“青藏铁路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省农科院通过审定新品种38个，为四川省

新增100亿粮食生产能力提供了科技支撑。38家转

制院所实现工业总产值19.9亿元，销售收入17.3亿

元，保持稳定发展。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23价肺炎

多糖疫苗占国内50%以上市场份额。

2009年，四川省火炬计划和星火计划两类国家

级产业化科技计划共申请专利175项，其中发明专

利75项；授权专利97项，其中发明专利37项。实

现新增产值46.31亿元，净利润6.72亿元，缴纳税

金3.80亿元，出口创汇9652.1万美元 [5]。

从科技成果的指标上看，科技成果主要的表现

形式有专利发明、科技论文和科技著作。2007年，

四川省专利申请数5288件，发明专利1893件，拥

有发明专利数4147件，发表科技论文54548篇，

出版科技著作1452种。2008年四川省专利申请数

表5  四川省2007年R&D活动经费情况

　

　

R&D经费内部

总支出（万元）
经常费总支出 劳务费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合计 1391130 1273338 357263 81422 260937 930978

   科研机构 532841 428314 137590 29538 137958 260818

   高等院校 199362 198229 48908 47310 91303 59616

   企业 649519 637457 166099 4550 31354 601554

 其中：工业企业 621812 610504 157547 1444 19382 589678

   其他 9408 9338 4666 25 323 8990

资料来源：《四川科技统计年鉴（2008）》。

表6  四川省2008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情况

合计

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R&D经费

外部支出

（万元）

经常费

支出
人员劳务费

基础研究

支出

应用研究

支出

试验发展

支出

科研基建

总支出

固定资产

购建支出

设备购置

支出

总计 1622607 1537790 3778088 98550 356316 1082924 84817 342034 295166 74871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企业

其中：工业企业

其他

650937
224952
737499
710616
9219

582961
222854
722826
696385
9149

123143
61081
189171
180717
4693

39361
55570
3595
489
25

222301
105161
28536
16639
318

321299
62123
690696
679258
8806

67976
2098
14673
14231

70

91277
40170
208369
198324
2218

74238
17570
201188
191411
2171

8616
19484
46747
42348

24

资料来源：《四川科技统计年鉴（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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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8件，发明专利2438件，拥有发明专利数5503
件，发表科技论文57278篇，出版科技著作1673种

（表7、表8）。其中，专利申请数下降了1.34%，而

发明专利、拥有发明专利数、科技论文和科技著作

分别增加了22.4%、24.6%、4.8%、13.2%。其中发

明专利和拥有的发明专业数增长较快，科研论文和

著作数增长相对较慢。

从科技成果创造的部门来看，科技成果主要来

源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表8显示，2008
年企业专利申请数3684件，占总量的70.6%，但是

与上一年相比（表7），专利申请减少了406件，其

他科技成果保持持续增加的态势。由此说明，尽管

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较少，但专利发明的主体地位仍

然没变。2008年高等院校发表科技论文、出版科技

著作分别是48721和1373，分别占总量的85.1%和

82.1%，是科技论文和科技著作的主要产出单位。

科研机构的各科技成果基本保持持续增长，但增长

幅度不大，科技论文数量比上一年有所下降。

2009年，四川省省级科技成果登记526项，较

上年减少25.5%。其中，计划内项目158项，计划

外项目368项，分别占登记成果的30.0%和70.0%。

登记成果中，有基础理论成果18项、应用技术成果

493项、软科学成果15项，分别占登记成果总数的

3.4%、93.7%和2.9%。其中，应用技术类成果份额

较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比2000年提高7.0个百分

点。在493项应用技术类成果中，已得到实际应用

的项目有479项，占97.2%，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

点；创造经济效益的项目220项，占已应用成果的

45.9%，较上年下降3.1个百分点。2009年，在科技

成果应用中共获得净利润244.5亿元，是上年的2.15
倍；实交税金40.9亿元，出口创汇16.1亿元，节约

资金110.1亿元，经济效益显著。在登记成果中，

有8.7%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7.6%达到国际先进，

43.5%国内领先，16.2%国内先进。即有36.3%的成

果达到国际水平，较上年提高5.0个百分点。登记

成果总体保持了较高水平 [6]。

4 科技成果转化成效

技术交易活动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途

径。就全国技术市场来看，2008年全国技术市场交

易总量继续稳步上升，共签订技术合同22.6万项，

同比增长2.48%，成交技术合同总金额2665.2亿

元，同比增长19.71%，高于1996-2008年全国技术

市场成交总金额19.37%的平均增速。平均每项技术

合同成交金额由上年的101万元上升到118万元。

成交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0.89%，较上

表7  四川省2007年科技成果情况

 
专利申请数

（件）

 发明专利申请数

（件）

拥有发明专利数

（件）

发表科技论文

（篇）

出版科技著作

（种）

合计 5288 1893 4147 54548 1452

       科研机构 346 244 530 5679 116

       高等院校 828 661 1700 45868 1201

       企业 4090 972 1895 510 7

      其中：工业企业 3996 945 1855 185 5

       其他 24 16 22 2491 128

资料来源：《四川科技统计年鉴（2008）》。

表8 四川省2008年科技成果情况

 
专利申请数

（件）

 发明专利申请数

（件）

拥有发明专利数

（件）

发表科技论文

（篇）

出版科技著作

（种）

总  计 5218 2438 5503 57278 1673 

       科研机构 383 303 538 5393 208 

       高等院校 1127 910 2713 48721 1373 

       企业 3684 1209 2230 623 6 

      其中：工业企业 3595 1177 2189 320 3 

       其他 24 16 22 2541 86 

资料来源：《四川科技统计年鉴（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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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0.02个百分点。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和技术服务四类合同中，技术开发合同成交

金额居首位，为1075.5亿元，增幅22.8%，其中，

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开发明显增加，成交金额990亿

元，占技术开发合同成交金额的92.1%和全国成

交总金额的37.1%。技术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快，

技术转让合同增长达532.6亿元，增幅居首位，为

26.7%。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较上年也有不同

程度的增长。

就四川省来看，2008年成交金额是四川省历史

上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四川省技术交易合同9143
份，交易总额85.9亿元，技术转让税收优惠近2亿

元。2008年度，四川省技术交易在全国排名11位，

比2007年上升2位，在西部地区排名第二位。这表

明四川省技术创新能力比较优势得到了进一步提

高，企业成果转化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如表9所示，2008年共签订技术开发合同3339
项，占签订合同总数的51.37%，合同成交金额

244547.73万元，占合同成交金额的总数47.62%。

与2007年 相 比， 签 订 技 术 开 发 合 同 数 增 加 了

28.37%，合同成交金额增加了47.44%。说明四川省

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自主开发意识逐步成为

技术交易的主体行为。

2008年共签订技术转让合同513项，占签订合

同总数的7.89%，合同成交金额208739.45万元，占

合同成交金额总数的40.65%。与2007年相比，今

年签订技术转让合同数增加了43.30%，合同成交金

额增加了88.91%，说明四川省成果转化水平得到了

较大提高。技术转让合同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国外技

术的引进，四川省从国外引进的技术有26项，成交

金额为78185.76万元，占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金额的

37.46%。平均每份合同3007.14万元，是四川省技

术合同平均交易额的38倍。说明技术合同的工程化

程度大大增加，成套技术和工艺装备的整体引进以

及国际产业和技术的大转移，是增长份额的主要来

源。另外，也从中体现出四川灾后恢复重建对技术

需求的旺盛程度明显增强。

2008年共签订技术咨询合同842项，占签订

合同总数的12.96%，比上年增加了3.18%；合同

成交金额为7353.34万元，占合同成交金额总数的

1.43%，比上年增加了1.46%。这说明四川省咨询业

的作用逐年显现。

2008年共签订技术服务合同1805项，占签

订合同总数的27.78%，与2007年相比，减少了

7.63%；合同成交金额为52858.58万元，占合同成

交金额总数的10.30%，比上年增加了5.11%。这说

明四川省技术服务的作用正日益加强。

2008年各类技术合同的构成与2007年基本一

致，技术开发合同占整个技术合同的主导地位，与

2007年相比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成交金额均有大幅度增长。2009年实现技术合

同交易额56.3亿元，大中型工业企业国内技术成交

额居全国第三位。

5 问题与对策

5.1 存在的问题

根据对四川省科技成果转化现状分析，在科技

成果转化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科技活动机构与科技活动人员方面。四川

省科技活动机构与科技活动人员的配备比例失衡，

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科技人员不能充分发挥科技

才能。

（2）科技人力资源投入方面。四川省从事科技

活动的人员总量虽然位居全国前列，名列西部第

一。但是，占据全国比例很少，可进行科技活动的

主力有限，科技研发动力不足。

表9  四川省2007-2008四川省技术交易情况

　 合同数（项） 合同成交额（万元） 技术交易额（万元）

　 2007年 2008年 2007年 2008年 2007年 2008年

合计 5729 6499 333900 513499 302202 421380 

  技术开发 2601 3339 165864 244548 156331 228285 

  技术转让 358 513 110498 208740 95398 144424 

  技术咨询 816 842 7248 7353 6757 7107 

  技术服务 1954 1805 50290 52859 43716 41564 

资料来源：《四川科技统计年鉴（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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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方面。2008年全国科技

活动经费筹集额为9123.8亿元，其中，R&D经费为

4616亿元，同年四川省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和R&D
经费分别占全国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的4.03%和全

国R&D经费的3.5%。虽然四川省科技经费筹集已

经形成了以企业自筹投入为主体、政府为后盾、全

社会多渠道、多形式投入的格局，但是科技活动经

费和用于R&D的活动经费占全国比例仍然较小，

对科技活动，尤其是科技研发活动和科技成果转化

的资金支撑力度不够。另外，四川省科技活动经费

的使用近两年有所提高，还仍未到达充分使用的效

果。

（4）科技成果产出方面。四川省科技机构数量

庞大，人员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科技活动经费近万

亿。但是，四川省科技成果近几年增长趋势微弱，

其中，2009年四川省科技成果登记数还出现负增

长。由此可见，四川省科技资源丰富，但科技成果

产出与之不相适应。

（5）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四川省科技成果转化

水平较低，省内技术交易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科技

中介服务市场难成气候，技术创新缺乏市场导向。

转化过程中资本支持力度不够，确有需求的买方却

难为无米之炊。缺乏大规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

新技术产业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支持手

段和公共服务平台，科技创新价值链还没有得到充

分体现。

5.2 对策与建议

针对四川省在科技活动机构与科技活动人员、

科技人力资源、科技活动经费、科技成果产出和科

技成果转化方面出现的问题，结合四川省科技成果

的投入产出情况、科技成果转化的发展现状以及科

技成果转化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提出以下几方面的

对策和建议。

（1）调整四川省科技活动机构与科技活动人

员的配备失衡比例。占四川省科技活动机构总数

18.6%的高等院校科技活动机构，从事科技活动的

人员仅占6.8%；而仅占机构总数10.1%的科研机构

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却有34.5%。针对这一问题，

应出台高校科研活动人员引进政策，在高等院校增

加科研活动人员数量，或者增加科研机构的数量，

使科技活动机构与科技活动人员配比适当，或者将

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独立出来，将科研机构剩余科

技活动人员转移至科研机构。

（2）加强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针对四川

省科技活动主力有限，科技人力资源开发不足，科

研活动动力乏力等问题，可以从自我培养创新型科

技人才，积极引进外国高级人才，引导我国海外人

才回流，组建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通过专门化教

育 , 培养专业素养高、业务操作熟练的专门科技人

才；通过创新性教育 , 灌输创新观念、激发创新意

识、培养创新技能；通过系统化教育 , 一体化、连

续性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和适合产学研合作的科技

人才；通过继续教育 , 持续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灵

感 , 传播最新科技资源与信息。在培养本国创新型

科技人才的同时 , 积极创造条件、营造优越环境引

进外来创新型科技人才 ,鼓励海外人才回流。在此

基础上 , 合理配置创新型科技人才 , 建立结构合理、

知识互补、业务熟练和素质结构均衡的高素质人才

队伍 [7]。

（3）加大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投入。针对科技

活动经费不足，经费利用率不充分等问题，要发挥

财政资金对激励企业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作

用，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从科技资源、科

技人才、科技经费等方面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科

技投入体系。鼓励科技担保、风险投资、银行、保

险、产权交易等方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设立用于

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产业化前

景明朗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并带动风险投资和社

会资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全方位投入。

（4）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针对四川省

科技成果转化水平较低、技术交易市场发育不成

熟、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市场薄弱等问题，一要加快

建立若干平台型技术转移中心，面向省内外开放，

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一批重点高新技术成果来

四川转化和产业化；二要积极推进各类高新区、特

色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建设，形成具有

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增长高地；三要以西博会、中

医药会等大型展会为载体，建立有规模和影响的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服务平台；四要以成都为中心在四

川省统一建立“科技成果数据库和科技创新中介机

构数据库”，积极与其他省辖市科技成果相关部门

和科技创新中介服务机构联网，逐渐形成功能综合

化、结构网络化、手段现代化、服务社会化的四川

省科技成果交流和科技创新中介服务系统 [8]，为四

川省科技成果提供一个巨大的转化平台和技术交流

（下转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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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角度来说都需要借助现代网络技术来对相关的信

息和业务进行传输和共享，因此交换信息网络的构

建对国与国交换的顺利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交换合

作创新模式的构建必然需要加强交换信息网络的构

建，通过对国际交换合作信息网络即交换基础设施

的建设等进行相应的模拟，把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

空间技术运用到交换合作之中，构建一个交换合作

信息资源共享、参与成员开发式的交换网络信息系

统，使交换单位之间的信息传递由以往的间接性传

递模式向当前的直接性传递模式转变，从而大幅提

升交换合作之间的信息传递的效率 [5]。一是交换集

成信息系统。信息集成化是通过统一的数字化信息

平台去管理交换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把交换内

部的信息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交换集成信

息系统不仅要开发交换各部门信息共享的内部集成

化的信息系统，还要实现交换与业务伙伴或用户间

的信息自动交换。二是易扩展的业务框架。网络环

境下的交换信息系统在实现时应当具有一个易于扩

展的业务框架结构和标准的对外接口，从而使交换

信息系统的扩展和二次开发变得容易，满足其电子

交换环境下的特点。

5 结语

国际文献交换共生内外部都处于一个不确定

的状态中，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必须通过各

种机制进行控制，从而建立相对稳定的交换共生合

作。要引导共生交换单位向互惠共生的模式发展，

这就涉及共生环境的优化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制度

等设计，高瞻远瞩，综观全局，兼顾方方面面，以

约束和调节共生之间的关系，进而形成自律性的和

谐共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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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加强科技创新中介服务体系的网络化发展，

组建一个结构合理、门类齐全、机制灵活、功能完

备的科技创新中介服务网络体系 [9]。改变多年来形

成的行业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状况，在更大的范

围内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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