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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资源建设是促进科技进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运用SWOT分析原理，结合淄博市科技

资源实际建设情况，从内部优势、劣势，外部机遇、威胁4个方面对淄博市科技资源建设整合现状进行了分析，建立了

SWOT分析矩阵模型，找出合理的实施战略，并提出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资源管理体制，大力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等相应策略，以期对淄博市的科技资源建设整合工作带来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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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resources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nhanc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text use SWOT analysis principle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technology resources constructing of Zibo city, from the inside strengths, weaknesses, external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four aspects to analysis the technology resources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situation in Zibo City, 

established a SWOT analysis matrix model, find out the reasonabl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and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echnology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innovativ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other relevant policies, in order to bring some reference to the technology resources constructing integration 

work of Zib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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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淄博市作为山东省及国内重要的工业城市，

是全国工业经济过万亿的16个城市之一，我国首

批科技兴市试点市和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拥

有百余家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院士工作站等研发机构。2012年全市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236.28亿元，境内财政总收入完成

518亿元，其中境内税收收入完成441亿元。地

方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完成162.11亿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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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17.98%；非税收入完成74.17亿元，比上

年增长12.07%[1]。具备了一定的科研创新能力和

科技资源建设投入能力。随着淄博市经济转型、

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其科技资源在建设、

整合、利用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因

此，加快淄博市科技资源的统筹建设、整合与利

用，对于促进淄博市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提升经济发展原动力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本文则对淄博市科技资源现状进行SWOT

（内部优势、劣势，外部机遇和威胁）分析，提出

了加快科技资源建设整合的策略。

1 SWOT分析

1.1 优势分析（s）
S1：科技人力资源进一步增强

2012年全市科技活动人员为3.99万人，与

2011年的3.81万人相比增长4.93%，比2010年

的3.36万人增长18.75%，其中：R&D人员合计

3.12万人，比2011年2.82万人增长10.63％，比

2010年2.51万人增长24.30%，增幅比2011年科

技活动人员高出5.7个百分点；R&D人员中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1.66万人，比2011年增

长11.4%，增幅比科技活动人员高出6.47个百分

点。目前，全市拥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中青年专

家2人，省级中青年专家28人，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144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4人；院士工作站进站院士增加10人，

达44人 [2]。以上数据充分显示了全市科技活动人

员整体素质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科技人力资源

得到进一步增强。

S2：科技经费投入逐年加大

（1）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投入。淄

博市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投入呈逐年增

长的态势，2012年全市R&D经费投入74.42万

元，居全省第5位，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投入69.17万元，居全省第4位，分别

比上年增长了17.22%和14.79%；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R&D经费占全市R&D经费的比重由2010年

的92.55%增长到2012年的92.94%，提高了0.37

个百分点，企业科技投入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提

升（图1、图2）。

（2）市财政科技经费投入。近3年，在淄博

市财政收入不断稳定增长的情况下，科技经费投

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全年科技经费投入稳定在

全市财政支出的3%左右，逐步建立了稳定的市

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机制。2010年全市财政科技

经费投入1.57亿元，占全市财政支出的3.17%；

2011年市科技经费投入近2亿元，占全市财政支

出的3.28%；2012年投入科技经费1.333亿元，

占全市财政支出的2.87%。

S3：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

（1）科研创新平台进一步强化。一是重点实验

室建设。目前，全省共有86家省企业重点实验室

获批组建，淄博市有8家实验室位列其中（另建有

2家省重点实验室），占已批准建设数量的1/10，

总量居全省17地市第五位。二是山东省院士工作

站建设。截止到目前，全省已建设256个院士工作

站，淄博市建设有54家，总量居全省第一位。共

引进院士44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6位，中

国工程院院士38位，吸引院士工作团队417人参

与企业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院士工作站已经成

为淄博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淄博市共拥有国家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1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32

家，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数量位居全省第

一。自2006年起，启动市级工程中心建设工作以

来，共批准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02家。

（2）科技基地园区建设进一步加强。淄博目

前共建有5个国家级特色产业基地、一个省级自主

创新示范园区，分别是淄博国家新材料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国家火炬计划淄博博山泵类产业基

地、国家火炬计划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基地、国家

火炬计划功能玻璃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

先进陶瓷特色产业基地以及淄博高新区新能源汽

车电机自主创新示范园区。通过特色产业基地的

建设，提高了企业之间的聚合程度和集聚效应，

带动基地内企业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基地内

企业累积建设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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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近3 年淄博市企业R&D经费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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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近3 年淄博市R&D经费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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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2家、省企业重点实验室2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77家、省院士工作站29家、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5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市级企业技

术中心160家、市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5家、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17家、产业技术检测检验平台

3家，实现工业总产值2163.91亿元。

S4：科技成果产出及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快速

增长

（1）科技成果。2010年至2012年全市科技

成果总量显著增长。2012年，全市共取得科技成

果207项，比2010年增长4.55%，其中增长最快

的为工业领域与医疗卫生领域，分别比2010年

增长3.13%和27.45%；2012年国际领域先进水平

与国内领先水平成果数量分别占总数的29.47%

与70.53%，其中，国际领域先进水平的成果数比

2010年高出7.25个百分点（图3）。

（2）知识产权。2012年，全市专利申请达到

1万多件，比2010年增长42.03%，其中，发明专

利申请2253件，比2010年增长53.68%，占全年

专利申请总量的22.26%。专利授权总量为4401

件，比2010年增长26.18%。其中，发明专利授

权541件，比2010年增长92.53%，占专利授权总

量的12.29%。由此看出，知识产权创造及应用能

力显著提高（表1）。

（3）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012年，全市规模

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983.83亿元，同比

增长21.31%，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28.33%，同比提高1.23个百分点，产值和占比分

别位居全省第四位和第七位，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继续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势头（表2）。

1.2 劣势分析（W）

W1：科技创新资源相对匮乏，内在动力不足

一是高校、科研院所比较少，缺乏高层次人

才，特别是科技领军人物。淄博目前拥有普通高

校（包括职业院校）8所。其中，大多建设为职业

院校，本科招生院校1所，建设总数占山东地区

普通高校数量的5.8%。相比济南、青岛等省内先

进城市，高校数量及科技成果产出数量明显偏少

且层次较低。二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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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偏重、产业层次偏低，大多数企业处于竞争

弱势地位。近年来，虽然淄博市由企业组建的院

士工作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

科研平台数量有所突破，但拥有高科技、高附加

值产品，处于行业领军地位的龙头企业仍然较少。

W2：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没有明显改善

企业投入的科研资金主要用于新技术研发、

技术升级改造、技术引进与转化，财政科技资金

绝大部分投入到产业化开发领域中，全市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活动投入明显不足。2012年，淄博

市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人员投入所占比重

为6.3%，尚没有明显改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能够解决知识的产生和全社会公用关键技术问

题，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和源泉，但因投入周

期长、成功的风险性大和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发

展受到影响 [3]。

W3：产学研合作不够深入，创新体系不完善

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仍然比较

肤浅，结合度不够深入，大多数企业仍然停留在

纯粹的“技术合作”这一单一模式上，政府、企

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各大主体之间也没有形成良

好的互动和协同创新机制，没有与高校、科研院

所捆绑在一起共同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技

术服务、相关科研项目的承担、人才培养培训、

表1  全市知识产权情况汇总表

年份

专利申请/件 专利授权/件

专刊申请

总数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专利

专利授权

总数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专利

2010 7125 1466 1963 3696 3488 281 1663 1544

2011 9836 2087 3613 4136 3822 437 2401 984

2012 10120 2253 3932 3935 4401 541 3273 587

表2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情况汇总表

年份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亿元 同比增长/%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2010 3024.48 36.41 38.18

2011 2544.90 27.03 26.60

2012 2983.83 21.31 28.33

合计 8553.21

图3  2010—2012年重要科技成果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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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研究生基地建设等全方位的合作。另

外，信息交流与获取渠道建设仍然不足。一般而

言，在技术本身及其相关信息方面，高校和科研

机构比企业具有优势，而在技术的市场前景、企

业的管理水平、技术的实践应用等信息方面，企

业比高校更具优势。由于各自立场及信息交流、

沟通渠道不健全，导致信息资源的交流共享上存

在着不对称的现象 [4-5]。

1.3 机遇分析（O）

O1：环境机会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都为加快实施《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陆续出台了旨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

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以及科技金融相配套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淄博

市先后实施“6535”工程、“151”产学研合作推

进计划，建设6大特色产业创新园、5个产业示

范基地，优化完善服务、政策、人才、生态和社

会5大创新创业环境，在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与国内外100所高等院校和重点研发机构建立

以项目为载体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6]，把淄博市科

技资源的整合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O2：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21世纪是信息时代，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技术

使得国家以及地方在科技资源建设、整合时摆脱

了过去单纯“物理”层面上的配置，跨入了“物

理+逻辑”层面的整合配置时代。通过建设基于

网络的科技资源整合系统，汇集高校院所、军工

单位、科技企业、服务机构在人才、设备、技

术、成果、资金等方面的科技资源，为提高区域

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可利用”的平台和方法，

从而让“一批人才”“一批高校院所”“一批先进

的设备和仪器”高速、超常运转，服务地方中小

企业，形成产业链、产业群 [7]。

O3：科技资源利用率逐步提高

政府引导下的科技资源建设、整合其服务

主体主要是广大中小企业，随着自主创新能力在

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步上升到战略层面，企业对科

技资源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承建工程中心、院士工作

站，积极参与到技术创新联盟、行业联盟建设以

及技术转移、大型仪器、科技资源文献、高科技

人才、科技金融等各类创新平台建设过程中，逐

步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资源建设模

式，通过引进“共建+共享”服务机制，逐步提

高科技资源利用率。

1.4 威胁分析（T）
T1：国内经济压力加大带来的挑战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国内经济建

设环境越来越恶劣，由于淄博市的多数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偏重、产业层次偏

低，产品核心竞争力不强，因此企业生存压力

越来越大，给地方税收带来了困难，也造成淄

博市科技财政支出受到影响，同时，由于企业

经营状况不佳，企业科技活动以及R&D投入也

受到了影响，给淄博市的科技资源建设整合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T2：各地区对科技资源争夺加剧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对科技信息资

源、科技财力资源、科技物力资源以及科技人力

资源的大力建设与配置整合。自入世以来，随着

市场竞争逐步加剧，地方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针对科技资源各创新要素的争夺越来越激

烈，为此，各地区之间均出台了针对地方科技建

设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大力增加科技投入，实施

优厚政策积极引进、培养高端科技人才，重视科

技研发、创新平台建设等。

T3：产业结构特点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淄博市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工业城市，其产

业结构呈现以下特点：第一产业基础地位不强，

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大，偏向重工业

发展；第三产业有所发展，不能满足城市经济发

展的需要 [8]。近年来，虽然淄博市政府大力实施

工业转型、产业机构调整，但淄博市资源型城市

产业结构的特性仍然存在，仍然是当地经济发展

的最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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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SWOT分析，构建SWOT分析矩阵

（表3）。按照SWOT分析原理，分别提出SO策

略、WO策略、ST策略、WT策略。SO策略属于

增长型战略，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利用。因此，一

要建设合理的科技资源管理机制，促进资源有效

利用；二要充分发挥先进信息技术优势，强化科

技资源要素的整合利用；三要加快科技成果本地

转化。WO策略属于扭转型战略，要利用机会，

回避弱点。因此，一要加强科技投入，形成稳定

的科技投入增长机制；二要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利用全国先进资源服务本地；三要进一步加强产

学研联盟建设。ST策略属于多元化战略，要利用

优势，减低威胁。因此，要建立有效的人才引进

机制与创新激励机制，加快实施企业创新战略，

提升经济发展原动力。WT策略属于防御性战

略，要消除不利与威胁。因此，要强化政策倾斜

扶持力度，加强本地科技资源合理配置利用。

3 策略探讨

根据淄博实际情况，结合以上分析，淄博

市应该发挥优势，充分抓住机遇，加快资源的整

合、利用，推动由工业大市向工业强市的转变。

（1）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资源管理体制，促

进资源有效利用。一是加强本地科技资源有效管

理。通过出台一系列地方政策、规章制度对科技

人力资源、科技物力资源、科技财力资源和科技

信息资源四要素进行规范和界定，强化政府在各

类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统筹

协调本地科技资源的均衡发展，提高使用效率。

二是建立有效的人才引进机制与创新激励机制。

在加强本地人才培养的同时研究制定区域外人才

的引进、培养、管理等一系列政策体系，加强对

高科技人才、海归人才尤其是行业领军人才的引

进，把招商与引人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实施“科

技强市”“人才强市”战略，不断优化人才结构，

同时建设良好的创业环境，鼓励广大人才来我市

创业投资；建立以政府为导向、企业奖励与社会

奖励为主体的人才奖励机制，鼓励和调动人才的

创造积极性，对在技术发明、成果创新方面有突

出贡献的给予重奖，同时建立合理的人才引进保

障机制，让人才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得到满足。三

是加大科技投入，逐步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财

政资金投入是科技资源建设与配置的物质基础和

保障，对全社会的科技资源配置整合具有导向作

用，政府应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政策，在现有科

技经费投入基础上，加大对R&D研发、科技活

表3  SWOT分析矩阵

优势（S）
S1：科技人力资源进一步增强

S2：科技经费投入逐年加大

S3：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

S4：科技成果产出及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快

速增长

劣势（W）

W1：科技创新资源相对匮乏

W2：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没有明显

改善

W3：产学研合作不够深入，创新体系不

够完善

机会（O） 
O1：政策环境机会

O2：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O3：科技资源利用率逐步提高

SO策略

1．建设合理的科技资源管理机制

2．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强化资源整合力

度

3．加强科技成果本地转化

WO策略

1．加强经费投入，形成稳定的科技投入

增长机制

2．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利用全国科技资

源

3．加强产学研联盟建设

威胁（T）
T1：经济压力加大带来的挑战

T2：对科技资源争夺加剧

T3：产业结构特点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ST策略

1．建立有效的人才引进机制与创新激励

机制

2．加快实施企业自主创新战略

WT策略

1．强化政策倾斜扶持力度

2．加强本地科技资源合理配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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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财政倾斜，努力保障经费支出的稳定增长。

同时广辟途径，拓宽科技投入资金的筹资渠道，

逐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实现资金来源多源化。

四是加快科技成果向本地转化。积极破除影响科

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企业在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中的主体地位，深入做好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的“桥梁”角色，提高政府服务意

识，推动先进成果、技术在淄博落地生根，增强

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努力促进我市的产业结构调

整和经济转型升级。

（2）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力

度，强化服务能力。突出抓好“一基地”“一中

心”建设（即开放式创新中试基地、齐鲁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畅通创新市场与资本市场有效对

接的渠道，为科技成果快速产业化和创新型企业

快速成长提供最适宜的体制机制和资本土壤。一

方面，结合淄博行业特色，从淄博市最具有比较

优势的新材料等产业入手，依托高新区现有基

础，瞄准高分子新材料、先进陶瓷材料、新能

源、新环保、新医药等优势领域，加快规划建设

国内一流、国际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性科技创新

服务平台和开放式中试基地，加快对淄博官方国

际科技合作渠道、民间合作组织的有效整合，迅

速搭建起“国际-全国-淄博”三级体系的创新

资源流动渠道，越过初始研发阶段，直接把国内

外相对成熟的成果拿到淄博来中试，实现就地产

业化。另一方面，把齐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这个

重大资本创新平台培育好、建设好，使大批中试

成功的产业化项目、创新成长型企业，通过股权

中心挂牌交易，融的产业化初期最宝贵的资金，

还可以转到主板市场实现二次融资。通过科技成

果转化平台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把一批优秀科

技成果引进来，把一批创新型企业扶起来，真正

使“一基地”“一中心”成为带动全市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的“发动机”、“加速器”。

（3）进一步加强产学研联盟建设，创新产学

研合作模式。产学研联盟是由行业龙头企业、

国内优势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中介机构通过政

府的宏观引导，围绕特定的产业、行业，以攻克

行业共性关键性技术问题，实现产业优化升级为

目标组建的新型创新合作组织，是我国科技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9]。加强产学研联盟建设，

一是要积极联合政府、广大企业、高校以及科研

院所、金融机构组建政产学研资五位一体的合作

联盟，形成科学研究—研发中心—企业孵化器—

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园区协调发展、无缝衔接

的“产学研”模式。二是充分利用特色产业园区

入住企业行业相近的特点，采取科技成果集中发

布与“一对一”对接相结合的服务模式，组织召

开针对各个行业的项目发布会、洽谈会。三是采

取“进与出”相结合的方式，有针对性地邀请有

关院校、院所专家携带先进的研发技术、科技成

果与对应领域或行业的企业进行项目接洽。或

者，带领企业深入高校、院所项目实验基地实地

验证、考察项目，与成果拥有方面对面洽谈、交

流，充分搭建起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桥

梁，提高科技项目转化的成功率。

（4）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区域

发展原动力。提高淄博市的自主创新能力，关键

要大胆革除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

碍，通过深化改革增活力、强动力。积极探索创

新驱动的有效途径，集聚实施创新驱动的各方面

力量，破解阻碍创新驱动的各种难题，为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提供有效支撑 [10]。一是加快构建富有

活力的技术创新体系，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将科技与经济、金融紧密结合，加快建设以企业

为研发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结合模式，逐

步完善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措施，支持和鼓励一批

企业大力建设技术研发中心、院士工作站、技术

联盟等研发基地，同时，以“创新发展500强”

企业为重点，加快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群体。组

织举办“创新大讲堂”，邀请国内外一流专家学

者以及行业领军人物来淄授课，让广大企业家跟

踪了解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最新动态和走向，

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努力实现由要求企业创新

向企业自主创新的转变，切实增强企业创新能

力。二是积极发展特色园区建设，形成特色产业

集群发展。针对淄博市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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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创新和研发，对高新技术成果进行转化，加快

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提升产业比较优势，加速扩

大氯碱离子膜、高效无毒脱销催化剂、非对称大

动力电容电池等一批革命性成果的产业化应用规

模，加快打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汽车及机电装

备、新能源与节能环保装备、电子信息等千亿级

产业集群，同时大力发展产业链经济，拉长产业

链条，深入推进石化、机电、陶瓷等主导产业向

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快速提升，在不增加或较

少增加资源消耗和排放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产

业的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形成独具特色的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和产业研发高地，加快实现淄博产

业发展由资源依赖型到创新驱动型的转变。

4 结语

通过对淄博市科技资源建设的SWOT分析，

可以发现淄博市科技资源建设的机遇与威胁、优

势与劣势并存。目前，淄博市科技资源建设的关

键在于坚持发挥自身优势，抓住外部机遇，以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为原则，着力推动由工

业大市向工业强市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卜德兰 .关于淄博市201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3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 [R].2012.
[2] 淄博市统计局 .淄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R].2012.
[3] 淄博市统计局 .科技投入强度提高创新体制不断完善

[R].2012.
[4] 毕强 ,周浩 ,王雨 .面向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信息资源配

置研究 [J].情报科学 ,2013(6):20-27.
[5] 李祖 ,超聂飒 .产学研协同创新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J].中国高校科技 ,2012(8):24-25.
[6] 郑祥军 .山东淄博 :以产业链打造人才链 [N].中国组

织人事报 ,2012-06-15(3).
[7] 史俊斌 .让科技资源向中小企业集聚 [N].科技日报 , 

2011-04-06(1).
[8] 宫本高 .淄博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策略研究[D].天津:

天津大学 ,2012.
[9] 张明 ,蒋兴华 .广东产学研战略联盟建设的特色及其

实践探讨 [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2010(8):92-95.
[10] 让自主创新成为创新驱动原动力 [N].新华日报 , 

2011-02-27(A2).

（上接第86页）

将是采集大量的数据，用实证调研的方法将理论

模型的结果与实证研究进行比较，进一步判断该

模型的适用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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