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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科技服务管理系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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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信息技术构建相应管理系统，可对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各类科技服务活动进行信息跟踪和有效管理，

有助于科技服务能力与水平的提升。在对云南省科技服务管理系统的服务流程、服务方式、用户对象等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从总体架构、功能设计、数据库设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实践应用表明，云南科技服务管理系统能满足面

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服务活动信息的网络化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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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iciently track the in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T) activities  and manage 
the various services in public S&T platform, the S&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TIMS) is developed. 
Firstly, we analyses the service process, approaches and users of STIMS in Yunnan province. And then, 
introduce the general framework, function and database design from a technology perspectiv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STIMS can offer services to the S&T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es and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management of S&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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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快速发展，具有

人才智力密集、科技含量高、产业附加值大、辐

射带动作用强等特征的科技服务业日益受到社会

各方关注，这对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

化、实现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前存

在的科技服务分散、集成化程度不高、服务效率

低下等现象，不少省市十分重视科技服务集成平

台的建设 [1-2]，在满足各类创新主体的科技资源

需求、促进科技服务机构聚集、加快科技服务业



·专题研究：科技服务业研究与发展·余东波等：云南省科技服务管理系统探究

─ 33 ─

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当前，国内许多机构实现了对科技信息、科

技查新、仪器共享、技术交易等方面的网络化管

理 [3-7]。一些学者也对相关科技服务管理系统进

行了有益探索。韩秀梅 [8]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实

现对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的科技创新需求的采集、

展示、跟踪、统计和管理；潘桢栋 [9]设计并实现

了青浦科技综合服务平台信息发布与管理系统，

主要包括科技动态、服务公告、项目申报、科技

政策查询、服务企业通道、提交受理网上咨询等

功能模块；严潇然 [10]研究了以农业科技服务超

市总店—分店—便利店为体系架构的综合信息化

服务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和具体实现，包括总店

动态展示子系统、分店便利店信息服务管理子系

统、远程视频培训及会议子系统以及数据库子系

统等；朱海 [11]对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科

学数据、科技文献、科技仪器等应用服务的系统

框架、逻辑结构、工作流程、模块结构等进行研

究，从而为研发人员提供快速、便捷、网络化、

电子化的服务；李伟诚 [12]采用数据交换、数据

标签、多线程技术等设计了科技服务信息推送系

统，满足科技服务信息推送中的推送对象多、数

据来源集中、推送管理中个性化推送分类以及高

并发大数据量信息推送等要求。然而，总的来

看，国内科技服务活动信息的管理尚处于发展阶

段，尤其是基于科技服务全过程的网络化管理系

统的实践应用还不够成熟。

自 2012 年以来，云南省科技厅依托云南省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云南省科学技术发展研究

院、云南省农村科技服务中心等直属单位组建了

云南省科技厅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简称

“服务中心”），组织编制了《云南省科技厅科技

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运行管理规程（试行）》（简

称“《管理规程》”），并启动实施了云南省科技型

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项目。面对大量的科

技服务活动需要有统一规范的网络化支撑环境，

设计开发符合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服务活

动实际需求的科技服务管理系统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本文从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服

务平台的科技服务流程、服务方式、服务对象等

方面进行分析，提出科技服务管理系统的总体架

构、功能设计、数据库设计等关键内容，以期实

现对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各类科技服务的信息跟踪

和有效管理，从而为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和

把握科技服务过程信息和促进面向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科技服务水平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管理系统需求

2.1 科技服务流程

各类科技服务流程主要包括企业服务需求登

记、服务机构服务响应、服务结果反馈、服务质

量跟踪等环节。其状态变迁见图 1，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状态。填写状态：企业和受理人选择某种

服务类型进行服务需求的填报。委派状态：服务

机构响应企业和受理人提交的服务需求并进行委

派对不是服务范围的事项直接拒绝，服务状态终

图 1 服务过程状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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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经办状态：具体经办人对服务机构委派，人

分配的服务需求进行办理并反馈完成情况。满

意度测评状态：服务完成后由具体经办人填写服

务结果，并提交企业开展满意度测评。服务审核

状态：满意度填写完成后，提交进入服务审核状

态。服务结束状态：完成服务。

2.2 服务方式

根据服务中心职责和《管理规程》要求，各

类科技服务均提供窗口服务和网络服务两类服务

方式。

窗口服务各环节处理要求如下：（1）需求登

记，窗口受理人现场记录科技型中小企业提出的

需求，包括选择服务类别、录入企业需求、打印

服务受理单、传递企业需求等工作内容。（2）服

务响应，窗口服务人员现场解答企业需求，并记

录解答情况，对于现场一时无法解答的企业需

求，开具需求受理单并按照服务机构职责分工将

企业需求传递给相关服务机构负责人进行识别并

响应企业需求。（3）专业服务，服务机构负责人

委派具体经办人员主动与企业沟通交流、了解掌

握企业需求，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服务，并将服务

结果提交企业，完成服务结果记录和服务记录表

打印备查。（4）满意度测评，由具体经办人提请

企业进行满意度测评。

网络服务各环节处理要求如下：（1）需求

申请，科技型中小企业基于互联网进入系统，按

服务类别填写需求信息，根据服务类别网络自动

将企业需求提交给相关服务机构负责人。（2）服

务响应，服务机构负责人对企业需求分析识别和

响应，并指派具体经办人对接企业需求；如果不

能响应企业需求，应说明理由，并反馈给企业。

（3）专业服务，服务机构负责人委派的具体经办

人主动与企业沟通交流、了解掌握企业需求，在

规定时限内完成服务工作，并将服务结果提交企

业，完成服务结果记录和服务记录表打印备查。

（4）满意度测评，由具体经办人提请企业进行满

意度测评。

2.3 用户对象分析

系统用户对象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企业用

户，二是服务机构用户，三是系统管理用户。

（1）企业用户主要涉及企业需求和满意度评

价。初始企业用户采用已建成的云南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认定管理系统的企业用户信息，在服务需

求录入时通过动态视图方式共享认定系统中的企

业账户信息和企业基本信息，已认定企业不需要

另外开设系统账号。此外，对于没有认定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可以在进行服务需求填写时直接进

行人工添加。

（2）服务机构用户主要是服务中心组成单

位，包括负责人、受理人、委派人、经办人等。

此外，还涉及根据《管理规程》整合的社会化服

务资源，包括分析检测、工程中心、重点实验

室、融资担保等机构。

（3）系统管理用户包括服务中心主要负责

人，主要负责服务机构设置、服务管理、科技服

务活动记录监督和评价等工作。

3 系统框架设计

3.1 总体架构

系统基于 J2EE架构，采用B/A/S（浏览器

层、应用层、数据库服务器层）三层结构，采用

JSP、JQuery、Ajax等技术实现交互界面。通过

“面向方面编程”（AOP）框架支持各层的声明式

安全和运行管理，通过“反转控制”（IOC）容器

注入符合各层接口的不同程序实现第三方组件耦

合，并利用数据缓存、分页加载和前端校验等机

制提高系统的处理性能。系统架构如图 2 所示。

3.2 功能设计

系统主要包括面向企业用户的功能、面向服

务机构用户的功能、面向系统管理用户的功能、

通用功能模块等，主要功能结构如图 3 所示。

针对企业用户，系统提供科技咨询、技术研

发、技术转移、科技金融、宣传培训、知识产权

等 6 个领域的科技政策、科技项目咨询、科技文

献、竞争情报、专利分析、科技查新、研发设计、

分析检测、技术难题咨询、科技成果中介、科技

合作交流、专家推介、科技人才引进、银行贷款、

融资担保、风险投资、知识产权质押、科技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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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架构框图

图 3 系统主要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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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宣传、科技培训、专利申请、知识产权维权

援助、专利实务咨询等 23 项具体服务的需求申

请、处理过程跟踪、服务记录查询等模块。

针对服务机构用户，系统提供服务受理、服

务委派、服务经办、满意度测评信息录入、服务

审核等功能，还提供受理单打印、服务记录表打

印、服务查询、待办事项等模块。

针对系统管理用户，提供团队管理、团队成

员管理、服务类型管理、字典代码管理、菜单管

理、日志管理等模块。

针对不同角色用户都有可能用到的常规操作

开发通用功能模块，主要包括系统登录、角色切

换、密码修改等以及提交、保存、上移、下移、

删除、查看详情等。

此外，通过开发的菜单定制及用户角色服务

类型动态分配，可以方便快捷地满足新增科技服

务类型的管理需要。

3.3 数据库设计

系统数据库主要包括服务记录表、服务类

型表、服务团队表、团队服务类型表、用户操作

日志表、用户角色表、用户—服务类型表、字典

表、企业基本信息表等数据表，详见表 1。

服务记录表是整个云南省科技服务管理系统

的核心，主要数据表间关系如图 4 所示。

此外，为确保数据库运行安全，采取按第三

范式设计数据库结构，实现关键字、主键和外键

自动检查，保障数据的一致性。同时，采用数据

库自动调度机制，配置自动备份策略，实现数据

库定期向硬盘和移动存储设备的双向自动备份。

4 系统应用

目前，云南省科技服务管理系统已经完成开

发（图 5），并利用云南省科技厅电子政务网络

系统基础设施进行部署。同时，正着手准备在已

建成开通的云南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网（www.
ynste.com）上实现云南省科技服务管理系统的集

成应用，这将进一步方便用户的使用，也有利于

省内外社会各界相关人士进行访问体验。

云南省科技服务管理系统通过企业用户、受

理人、委派人、经办人、服务团队负责人、系统

管理员等。实现了对服务机构开展的各类科技服

务活动全过程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其应用效果明

显。一是有效满足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线填报科

技服务需求，企业通过系统能方便快捷地选取各

表 1 系统数据表基本情况

序号 数据表名称 描述

1 服务记录表

服务记录表用于记录科技服务整个数据流程信息，主要包括企业基本信息、服务需求信息、服务机构活

动情况、服务满意度测评信息等。同时，针对不同类别科技服务，服务记录表在需求信息和服务信息方

面存在个性化和特殊性

2 服务类别表

包括科技咨询、技术研发、技术转移、科技金融、宣传培训、知识产权等6大类23项服务。服务类别编

码规则为2位数字，第一位数字代表大类编号，第二位数字代表具体服务编号。根据《管理规程》，可

根据服务机构职责制定相应服务类别，还可根据社会化服务机构需要进行服务职责设定

3 服务团队表
服务团队编号规则为3位数字，最大满足999个服务团队需求。随着服务工作的推进，将整合社会服务机

构组建更多服务团队

4 团队服务类型表 一个团队所承担的一种服务类型，只能由一个委派人进行委派，由本表存放相应的信息

5 用户操作日志表 记录用户在系统中的操作过程

6 用户角色表
企业用户信息主要是通过视图方式从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系统获取，服务团队用户由本系统

进行维护管理。一个服务类型的用户可以同时具备多种角色（负责人、委派人、受理人、经办人等）

7 用户—服务类型表 记录服务类型的用户所能经办的服务类型

8 字典表 系统字典，包括服务质量、填报方式、角色、服务效率、服务态度、服务状态等系统基础信息

9 企业基本信息表
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系统中已构建，反映企业基本信息、注册登录信息及认定状况等信息，

可以与系统实现数据集成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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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服务机构及相应科技服务项目；二是有助于服

务机构快速获得企业需求信息和开展线下服务，

也能满足服务机构在科技服务活动完成后进行服

务数据和信息处理；三是通过科技服务过程网络

管理，为政府管理部门掌握相关科技服务活动开

展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和证明材料。截至目前，

系统已完整记录科技咨询、技术研发、技术转

移、科技金融、宣传培训、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各

类科技服务过程信息超千条。

云南省科技服务业管理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为实现面向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网

络化集成服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有力支

撑了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项

目的顺利实施。云南省的做法为其他省市在面向

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系统建设过程中在实现科技

创新资源有效聚集、促进科技服务机构规范运

行、网络化管理服务活动信息等方面提供一定的

经验借鉴，从而实现区域科技服务质量和服务水

平的有效提升。

5 结语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国内科技服务活动从线下服务向线上服务转变趋

势越来越明显，科技服务活动信息成为政府管理

部门了解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状况、科技服务机

构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科技型中小企业比选科

技资源的重要途径。立足于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发展的科技服务活动全过程的信息跟踪和管

理，开发应用的云南省科技服务管理系统具有界

面简洁美观、操作简便易学、功能模块设计清晰

合理、具备较好的功能扩展性等特点，在云南省

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项目实施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开展全省重点科技服务研

究、增加科技服务机构资源聚集、企业需求特点

分析等方面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持。然而，由于受

到时间、人力、财力等限制，系统在科技服务供

需匹配、新型服务产品打造、服务过程数据研究

应用、系统与政府扶持政策相结合等方面工作，

还有待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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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系统登录界面

图 4 科技服务数据表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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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和能力水平，扩大人才培养规模；积极探索

淄博区域内具备条件的高校建立科技服务业学科

体系，充分发挥“英才计划”、“千人计划”、“泰

山学者”等人才计划，引进和培养一批懂技术、

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科技服务高端人才，并

为人才提供提升和发展渠道，调动人才在科技服

务领域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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