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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初探

黄可宁等唐青青 

（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广西南宁 530022）

摘要：本文以广西科宝网为例，通过分析研究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思维融合的效果及不足，发现运用互联网思维

对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广西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思维融合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亟需改进，实现

广西科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联合推进，即宏观上需要政府引导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微观上

需运用互联网思维探索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商业运作模式并加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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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Fusion Development between Gu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Enterprise and Internet 
——Take Guangxi Kebaowang for Example
Huang Kening, Tang Qingqing

(Guangxi Productivity Promotion Center, Nanning Guangxi 530022)

Abstract: Taking the Guangxi Kebaowang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s and problems of the 

fusion between Guangx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s industry and the thinking of internet. The study 

finds that using the thinking of internet has an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s 

industry development. But there are many shortage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of the two fusions. So it must 

be from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to speed up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uangx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s industry. On the macro level, it demands the government to build a favorable policy environment. On 

the micro level, using the Internet thinking to explore and promote the commercial operating mo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s industry is necessary.

Keywords: the thinking of Interne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s industry, new formats, Guangxi 

Kebaowang, Guangxi

1 引言

目前，学术界对科技服务业内涵的界定尚不

统一 [1-5]。 但是，他们大体上认为科技服务业是

指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一个双边的互动学习过程。

本文所研究的科技服务业则是特指运用技术和知

识服务社会各行业发展的科技中介服务，包括营

利和非营利的科技服务机构。互联网思维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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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各领域影响不断深入的时代背

景下，企业对用户、产品、营销和创新，乃至整

个价值链和生态系统重新审视的思维方式。互联

网思维不是技术思维，不是营销思维，也不是电

商思维，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商业思维。在互联网

思维模式影响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

以互联网思维去构建广西科技服务业新业态、新

模式已迫在眉睫。下面以广西科宝网为例，对构

建科技服务业新业态进行初步探索。

2 广西科技服务业现状

近年来，广西集成联动汇聚创新资源、推

动产业创新、优化创新环境，促进广西科技服务

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和扩大广西经济社会良

好发展势头等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截

至2012年底，广西全区县及县级以上政府部门

属独立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包括转制机

构）共有202个，从业人员15972人（比上年增加

2.1%），其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9152人；拥有9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125家自治区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3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8家广西

重点实验室，2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4家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和23个千亿元产业研发中心等一批科

技创新平台；拥有103家生产力促进中心，从业

人员1087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913人，

高级职称224人，中级职称439人；全区专利申请

总量首次突破万件大关，达到13605件，同比增

长67.84%，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7个百分

点，居全国首位；全区科技成果登记共583项 [6]。

但是，广西科技服务业发展还存在许多不

足。第一，缺乏集成化服务。由于缺乏统一布局

和整体规划，导致广西科技资源分散且重复投

入，服务机构较单一。因此，急需将科技服务机

构的核心资源和业务进行整合集成。第二，缺乏

系统化服务。为满足业务需要和项目实施，科技

服务机构搭建了广西专利技术展示交易网、广西

技术转移平台、广西千亿元产业专题专利数据库

等信息系统和数据库，但各系统和服务机构的服

务功能相互独立，缺乏协同和系统化。第三，缺

乏高效化服务。由于缺少科技服务机构和企业供

需有效对接的平台以及科技创新服务的区域局限

性，导致企业需要亲自到科技服务机构办理业务

和企业的部分个性化需求在区内得不到有效满

足，成本大效率低。

3 科宝网工作流程与服务模式

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运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理念，采用全新的O2O和互联网思维模式，在

充分调研企业科技创新需求和科技服务业务流程

的基础上，按照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原则，集成

研发了“科技资源协同配置服务平台”门户网站

（科宝网http://strp.gxstd.com/eshop/），搭建了一个

科技服务产品介绍、供需对接、线上交易平台，

让供需双方在平台上快速便捷地达成交易，实现

科技服务现代化、产业化。目前，平台借鉴深圳

南山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的组织机构进行运作管

理，平台的组织机构分为平台理事会（领导和决

策管理机构）、平台专家委员会（咨询与研究机

构）、理事会办公室、平台服务中心、专业服务

机构。平台的组织管理结构如图1所示。

在平台组织管理机构的统筹协调下，平台主

要按以下流程提供科技服务，如图2所示。

在这个工作流程中，首先客户通过注册用

户名和密码登录平台发布服务需求，当用户提出

服务诉求后，通过平台进入服务流程，平台服务

中心（流程执行中心）根据服务诉求内容确认高

水平服务方报名参加，客户可选择合适的服务机

构开始工作。在提供服务期间，服务机构将结果

反馈给平台，如有问题，可以通过平台与用户沟

通，最后由平台将结果发送给用户。

为实现广西科宝网的可持续运营，课题组结

合科技部在全国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开展“服务

产业集群、服务基层科技”的两服务行动要求，

积极开展“基于科技创新的第三方服务运营模式

研究”。在这个模式中，生产力促进中心作为第

三方服务提供商，以契约的形式为企业、科研院

所、高校、科技管理部门、园区管委会、工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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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专业的、独立的科技创新服

务，企业等通过第三方服务向政府申请科技创新

支持，政府有关部门通过有选择地购买第三方服

务支持科技创新活动，生产力促进中心通过提供

第三方服务获取收益。基于科技创新服务的第三

方服务运营模式如图3所示。

4 科宝网服务效果

4.1 实现了科技服务产品化

科宝网通过将政府、科技服务机构、企业等

资源集成到平台门户下，并按照互联网思维“服

务产品化”的理念，将科技发展战略咨询、项目

策划、科技查新、科技金融等63项线下服务产品

化，通过信息化应用开发变成网上服务，让专业

化、个性化、综合性的科技创新服务变成琳琅满目

的产品供客户自主选择，实现了科技服务产品化。

4.2 实现了服务功能多样化

通过对用户需求的调查分析，科宝网对其平

台功能进行了科学和准确的定位。科宝网通过资

源集成、主体集成、服务集成和技术集成实现了

科技服务机构在线开店、客户在线发布需求和购

买服务、客户个性化服务需求定制、在线提供参

考咨询、信息资源和服务统计及时更新等服务功

能的多样化。

图2  广西科宝网协同配置服务系统工作流程图

图1

资料来源：基于产业联盟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机制与建设对策，深圳南山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等。

平台理事会

专业服务机构

平台服务中心

平台专家委员会

理事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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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现了科技服务平台建设集成化

基于集成化的服务理念搭建的广西科宝网，

其集成化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集成、主体集成、

服务集成和技术集成4个层面。通过资源集成，

将资源分散、功能单一的多个平台集成整合，在

技术水平和数据信息量方面，都达到了国内先进

水平；通过主体集成，将提供科技创新服务的科

技中介服务机构进行有效集成，满足了用户差异

化和个性化的需求；通过服务集成，充分整合现

代各种网络信息服务模式、方法和手段，实现平

台服务功能多样化、信息资源利用最大化和高效

化；通过技术集成，对数据仓库技术、数据挖掘

技术和数据融合技术、现代信息技术、高速传输

网络技术以及支持分布式跨越平台异构的软件系

统等进行技术集成，为平台实现功能的多样化，

促使信息资源的互补、沟通和共享以及供需双方

的无缝对接提供了集成化的技术保障。

4.4 实现了科技服务平台运行市场化

广西科宝网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

面向产业、服务企业、资源共享的原则，科技中

介服务机构以契约的形式为企业、科研院所、高

校、科技管理部门、园区管委会、工信委等政府

有关部门提供专业的、独立的科技创新服务，企

业等通过第三方服务向政府申请科技创新支持，

政府有关部门通过有选择地购买第三方服务支持

科技创新活动，平台通过提供第三方服务获取收

益。科技服务平台的市场化运作既提高了创新资

源的利用效能，形成了需求的有效对接，又获得

了平台可持续运营的资金来源，创造了科技服务

平台和企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政府等多边

“共赢”的良好格局。

5 科技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存在问题 

虽然广西科宝网采用现代服务业理念和市场

化运作机制，通过信息资源配置协同、创新载体

联动协同和网上网下服务协同，为广西企业创新

创业创富提供基于平台的科技咨询、知识产权、

科技外包、培训、公共检测等服务，使相关服务

平台资源物化、市场化，实现资源集成化、功能

多样化和服务品牌化，推动了广西自主创新能力

的提升。但广西科宝网的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

广西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思维融合还存在许多不

足的地方，急需改进。

（1）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的

理念还不到位。虽然广西科宝网是基于互联网思

维搭建的，但就平台目前的运作而言，其实际还

停留在互联网为一种辅助工具的层面上，尚未真

正把互联网思维贯穿到科技服务平台的用户、平

图3  广西科宝网的可持续运营服务模式

支持创新

委托 委托

产品
（专业科技创新服务）

第三方服务机构
生产力促进中心

企业创新数据库
企业创新需求数据库
企业创新项目储备库

科技金融服务
知识产权托管服务

……

专利创造服务
融资服务

项目申报策划服务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服务

培训服务
公共检测服务

……

企业
科研院所

高校
……

科技管理部门
园区管委会（基于第三方服务）申请创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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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服务、平台营销和推广的全过程。

（2）科技服务资源和服务机构全面整合和高

效协同还不到位。虽然通过广西科宝网将广西区

域的科技服务机构和服务资源进行了整合集成，

但目前整合集成的科技服务机构主要是全区生产

力促进中心，服务主体过于单一，服务资源和功

能趋同化，还不能有效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同时，各服务机构之间的分工协调工作机制尚未

建立。

（3）科技服务业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有待进一

步建立健全。虽然通过搭建广西科宝网初步实现

了科技服务机构的市场化运作，但目前科宝网的

运作主要依靠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自身的技术和

力量，尚未与大的互联网企业携手合作，在互联

网开发利用上的局限性导致科技服务业的市场化

运作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4）科技服务业的可持续运营模式有待进一

步深入探索。在前期建设基础上，虽然广西科宝

网开展了基于科技创新的第三方服务运营模式研

究，但从技术层面如何体现协调、如何实现科技

服务业的可持续运营仍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

6 结语与对策建议

构建科技服务业新业态，推动科技服务业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未来科技服务工作的一项重点

工作。实践表明，实现科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必

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联合推进 [7]，即宏观上

需要政府引导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微观上需运用

互联网思维探索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商业运作模式

并加以推广应用。基于当前背景下构建科技服务

业新业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对广西科技服

务业与互联网思维融合的广西科宝网进行了研究

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运用互联网思维对推动

科技服务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如可以实

现科技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利用，为供需双方

提供良好的对接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等，并创

新性地提出了基于科技创新的第三方服务运营模

式。但由于广西科宝网目前仍处于探索实践中，

在运营模式、协同服务机制等方面尚不成熟，今

后将继续在招标任务流程、在线服务的运行机

制、服务评价的运行模式、现金悬赏模式、盈利

模式等方面加大研究探索力度，完善平台服务体

系和工作流程，提高服务效率。

现从互联网思维的角度，从微观层面对构建

科技服务业新业态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1）摒弃仅视互联网为工具的传统理念，将

互联网思维嵌入到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全过程。一

是转变对互联网的认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

统科技服务业要在新格局里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核

心价值，不仅需要互联网技术，更重要的是运用

互联网思维 [8]。二是正确运用互联网思维。要进

一步拓展互联网思维的应用，把互联网思维全面

深入移植到科技服务产品研发设计、销售、营销

等不同环节乃至整个价值链上，通过互联网将科

技服务的核心价值，直接与最终用户对接，使得

服务方便、迅捷和高效。

（2）运用互联网思维的开放合作分享理念，

建立科技服务业多主体共赢互利的生态圈。一是

加强各类科技服务机构核心资源的整合集成。从

技术手段方面，继续开发包括信息资源整合工具

在内的多套系统软件，实现跨区域、跨部门、差

异化科技创新服务资源的整合集成。二是建立

各类服务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要从业务定位、

业务系统、盈利模式等方面，建立科技资源共享

利益分配机制，做好各类服务机构的分工协作，

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共享，提高各方整合的积极

性。三是建立平台与用户和合作方多主体共赢互

利的生态圈。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会

员奖励机制和员工激励机制等制度，使平台、员

工、用户和合作方之间由博弈关系变成合作共赢

的生态圈 [9]。

（3）加强与成熟完善的互联网企业合作，实

现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互动发展。一是加强

与互联网企业的深度合作。充分发挥互联网企业

在销售和服务、资源配置、在线支付清算、拓展

客户规模、精准客户匹配、提高风控能力、降低

运营成本和科技服务业在人才、资源、知识和

创新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二者取长补短，各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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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实现互联网和科技服务业双向渗透、互相促

进和融合互动发展 [10]。二是积极探索与互联网企

业多种合作方式。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可以与成

熟完善的互联网企业共同成立科宝网运营实体公

司，互联网企业主要负责线上技术服务，广西生

产力促进中心负责线下提供科技创新服务，双方

共同确定科宝网的具体运作事宜。同时，也可以

采取全权委托方式，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只负责

线下提供科技创新服务，委托互联网企业对平台

资源开发利用、用户管理、平台宣传推广、在线

支付清算等进行全权负责。

（4）运用互联网思维的营销理念，探索科技

服务业的可持续运营模式。一是追求用户的贴合

度，让用户有归属感。在科宝网增加互动平台，

通过创建QQ群、微信和微博等方式及时了解客

户需求，收集客户对提供服务的反馈意见建议；

在提供科技创新服务中，可以让客户参与进来，

根据客户的意见提供个性化服务；采用积分制的

运作模式，对在平台购买产品的客户进行积分并

进行排行，根据积分和排行情况，对优质会员进

行打折优惠，积分越高，可享受服务优惠和服务

产品便更多。二是采取多元化的营销策略，提升

产品服务收益。可在淘宝、天猫等大型购物网站

上开店，并在营销中关注服务客户的长尾效应，

针对不同的服务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如对一些

有时间限制的科技服务（如客户申报科技项目需

要科技服务机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或项目策划包

装服务），平台可采取预售和抢购的营销策略。

三是采取多种支付方式，营造良好交易环境。采

用现金支付、第三方支付、申请政府后补助等多

种支付方式，通过收取交易服务费、特色服务费

及广告费等实现持续盈利，营造买卖双方彼此信

任的交易环境，不断探索科技服务业可持续运营

的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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