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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淄博市科技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现状的基础上，针对淄博市科技资源配置和共享中存在的不足，提出

可行的改进方案和建议。淄博市应从强化意识、政府引导、人才建设和经济调节几方面重点改进，同时把握好“科技

资源共享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和运行，是一段时期内区域科技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最有效模式。

关键词：科技资源；共享；综合服务平台；第一资源；公益性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17.02.003

Discussion on Rational Allocatio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in Zibo City
XU Xiaojun
(Zib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Zibo 25504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utilization in Zibo city, put forward the feasible suggestion for the deficiencies. It is the most effective mode of 
rational allocation and efficient use of regional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in a period of time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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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位于山东省中部，是一座独具特色

的组群式城市，建国以来，一直是山东省重要的

老工业基地，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在现

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以最新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科

技资源是一个国家和区域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基

础资源 [1]。近年来，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实践中，科技资源的配

置和利用水平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本文将全

面和深入论述淄博市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

利用。

1 科技资源配置和利用状况

（1）科技人员的数量与组成

“十二五”期间，淄博市平均每年接收引进

硕士研究生 1000 余人，博士研究生 200 人左右，

无论从科技人员总量上还是高端人才数量和水平

上均位于全省前列。截至 2015 年底，淄博市工

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总数为 31197 人，其中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 18562 人，科技活动机构人

员 18113 人；全市拥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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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万人计划专家 4 人、泰山学者 22 人、泰山

产业领军人才 16 人、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中青年

专家 3 人、省级中青年专家 42 人、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49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 5 人，共有 4 名人才入选创新人才

推进计划，淄博英才计划评选出首批 19 位淄博

创新创业英才；53 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

士在淄博创办了 71 家院士工作站，总量居全省

第一位，吸引院士工作团队 500 余人参与合作企

业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同时大力支持有条件的

企业千方百计引进国外高端人才，加快与国际接

轨的进程。

图 1 是 2010—2015 年淄博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情况折线图。从图 1 中可以看

出，近几年科技活动人员和R&D人员数量基本

稳定，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则逐年增

长，到 2015 年其在科技活动人员总数中的占比

由 2010 年的 34.4%上升到 59.5%。这说明淄博市

在科技人员规模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人员素质有

了大幅提升，人员结构更加合理。

（2）研究发展（R&D）投入

在科技财力资源方面，“十二五”期间，淄

博市每年通过各级各类科技发展计划等形式获得

财政扶持资金总量居全省前列；在政府的积极引

导下，2015 年，淄博市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投入 88.2 亿元，总量居山东省第 6 位，R&D 
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 2.14，居山东省第 10 位；

全市本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 2.38 亿元，占本级财

政支出的 2.55%；争取省级及以上各类科技计划

94 项，当年扶持资金 5912 万元，市科技发展计

划项目财政扶持资金 1500 万元。此外，政府还

大力推动科技金融服务，加强了对科技型企业的

信贷优惠扶持，如贷款贴息、发明专利质押、股

权质押、商标质押等科技金融产品，鼓励符合条

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挂牌上市，帮助企业拓宽融

资渠道。

图 2 显示的是 2010—2015 年淄博市及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的变化情况，很明

显，二者变化的轨迹几乎一致，历年的差额也

非常接近。2010—2013 年连年增长，在经历了

2014 年的小幅回落后，2015 年重新恢复了快速

增长的势头。这样的变化趋势表明，淄博市越来

越重视科技创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R&D活

动中十分活跃，贡献巨大，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

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3）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山东省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共享服务起步

较晚，直至 2014 年由山东省科技厅主办的“山

图 1 2010—2015 年淄博市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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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公用网”才上线运

行，淄博市科技局积极响应、主动配合，至 2014
年底，淄博市共有 128 家单位在“山东省大型科

学仪器设备协作公用网”上进行了注册，共录入

仪器设备 531 台（套），至 2015 年底，共有 311
家单位注册，录入仪器设备 467 台（套）。可以

看出，入网单位数增幅明显，但由于标准的调整

和企业重组转型等原因，录入设备数略有下降。

目前，相关规范等正在逐步完善中。图 3 显示出

企业对科研仪器设备持续投入，在 2015 年投入

明显加大。

另外，各高校、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设

备也占有不小的比重，如：山东理工大学有省重

点实验室 2 个，省重点学科 11 个，省高校科研

创新平台 5 个；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

鲁分公司研究院现有中型试验装置 10 余套、小

型实验装置 60 余套、大型分析测试仪器 80 余台

（套）。随着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相关大型科学仪

器设备共享管理办法的陆续出台，督促各单位根

据仪器设备购买和淘汰情况，及时更新信息。目

前，各单位均已建立仪器设备共享服务机制，由

专门管理机构、专职人员负责，保障高效高质对

外开放服务。

（4）网络、平台、数据库

目前，淄博市市级官办科技类网站主要有

“淄博市科技局”政务网、“淄博市知识产权局”

网站、“淄博科技港”网站等。其中，由淄博市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承建的“淄博科技港”是面

向全市提供科技综合信息服务的专业网站，建有

“科技文献数据库”“科技成果数据库”“科技人才

数据库”“科研机构”等各类信息数据库，是淄博

市主要的科技信息资源集散中心，其丰富的信息

资源保证了用户的需求，提升了自身的科技服务

能力。由图 4 可以看出，在 2013 年以前，查新项

目数持续增长，之后便开始迅速下滑，产生这一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各级科技部门在成果鉴定、

项目申报等提交的材料中对查新报告不再做硬性

要求，是国家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带来的积极

变化；此外，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逐步深入，科

研人员对检索查新的需求却有增无减，这得益于

现代互联网科技的高度发达以及依托互联网技术

的各类专业型、综合型共享平台、数据库的大量

涌现，正是这些资源的存在使得科研人员得以更

加自主、便捷、多渠道地获得查新结果。

截至 2015 年底，淄博市拥有山东省院士工

作站 71 家；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35
家，其中国家级 1 家；2 家省重点实验室、8 家省

企业重点实验室获批组建，总量居全省第 17 位、 

图 2 2010—2015 年淄博市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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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第 7 位；2015 年新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40 家，目前已批准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456 家；积极推动产业研究院建设，全市产业

研究院达到 9 家。这些企业内设的研发机构也蕴

藏着极为丰富的科技信息资源。此外，山东理工

大学、淄博职业学院、淄博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淄博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淄博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齐鲁石化研究院、淄博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等实力雄厚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一直是淄博

市科技信息资源的重要支柱。

（5）科技产出

一个区域内科技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是否合理

和高效的重要体现之一是科技产出情况。表 1 列

出了 2010—2015 年淄博市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几

项主要科技产出指标数量明细，其中“全市重要

成果数量”、工业企业“发表科技论文”和“科技

项目课题数”三项指标有小幅波动，全市“国内

发明专利申请量”“技术合同成交额”和企业“有

效发明专利数”则增长明显。这说明淄博市近年

来的科技产出总体上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在保

持基础理论研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逐步向应用

研究倾斜，更加注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市场化，

图 3 2010—2015 年淄博市工业企业科研用仪器设备原价对比图

图 4 2010—2015 年淄博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科技查新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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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与我国的“双创”理念相契合。

2 存在的问题

（1）在实际工作中对科技资源是“第一资

源”的重视还远远不够，例如人才培养和引进政

策力度不够、数据库和服务平台建设滞后等，尤

其是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人均经费偏低，这

是困扰科技资源合理配置的核心问题。

（2）在资源的获取上仍处于目标模糊的被动

状态，缺乏对创新活动主体的企事业单位需求的

了解，缺乏根据地方产业结构特点的合理调配，

常常出现“现有的资源用不上，想用的资源又不

足”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科技资源的利用率。

（3）科技资源的宏观管理与规划工作缺乏自

上而下的层级整体规划，各区县之间、各级部门

之间沟通协作少，资源的重复建设现象、资源闲

置损耗现象严重，使得经费投入更加分散，造成

了极大的浪费。

（4）资源共享意识淡薄，资源管理、使用办

法不科学。受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许多单位对

科技资源共享的意识十分淡薄，也就不会去制定

科学、开放的资源管理、使用办法，从而人为地

造成了科技资源的贬值和投入的浪费。

（5）对资源的宣传与推广力度不足，用户不

知道全市拥有什么资源，或者不知道从什么渠道

获取、如何获取所需资源，因而一方面是大量资

源闲置、无人问津，一方面是用户舍近求远甚至

劳民伤财去寻找所需，资源的高效利用自是无从

谈起。

（6）缺少专业的人才体系支撑。科技资源共

享需要一定数量的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

才投身其中，其有序、高效、广泛的推进才能将

科技资源共享的创新支撑作用真正发挥出来。

3 结语与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淄博市的科技资源配置情况与我

国许多地级市相似，在科技资源的配置方面均有

较为完备的架构和一定规模的储备，各级政府、

社会各界对科技资源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主

要的区别则是各地经济实力和环境因素等的不

同所带来的总体规模、层次和增速的差异 [2]。淄

博市近年来尤其是“十二五”期间在科技资源的

配置和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比如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培养、不断加大

科技投入、加强各类平台建设等，各项主要指标

均位于山东省前列，科技产出稳步增长，但仍不

同程度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比如政策

制度的不够健全、部门机构间的沟通不畅、管理

松散、重复建设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需求，为进一步完善淄博

市科技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加强全社会对科技资源的重视和共享意

识。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要有计划

地向全社会宣传，让尽可能多的人认识、了解和

利用科技资源，同时，牢固树立科技资源共建共

享观念 [3]。

（2）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和完善科技

资源共享机制，打造权威资源平台 [4]。第一，统

表 1 2010—2015 年淄博市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科技产出数量表

类别 指标名称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全市

重要成果数量/项 198 196 207 224 242 262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件 1466 2087 2253 3148 3864 3928

技术合同成交额/万元 60800 61800 135000 148223 169000 210300

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有效发明专利数/件 1039 1476 1788 2072 3020 3366

发表科技论文/篇 722 744 868 900 795 742

科技项目课题数/项 2239 2260 2634 2553 2500 2823

数据来源：《淄博统计年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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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规划，建立长效管理运行机制；第二，加强前

期投入，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尚不充分、

企业创新主体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条件下，政府有

必要保持连续和稳定的支持；第三，探索科技资

源共享服务与科技创新专业服务的市场化运行机

制，促进科技资源的共享、整合和利用。

（3）建设资源容量大、集成度高、功能齐

全、服务优良的公益性“科技资源共享综合服务

平台”。针对该平台的建设，建议重点把握好 4
个方面。

一是政策环境建设方面。首先，政府出台

公益性科技资源开发和共享服务的扶持和补贴政

策。针对一些应用范围广、使用频率高、需求延

续性强、建设投入大的基础性资源建设项目（如

科技文献数据库、专利发明成果库等），政府提

供初建投入资金、更新维护专项经费、运行绩效

补贴等形式的支持，给公益性科技资源建设一个

宽松、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其次，建立共享服务

规章制度。制定《公益性科技资源使用管理办

法》《科技资源有偿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和《科

技资源共享综合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明确“平

台”作为区域内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的主导地位，

使平台的发展与投入、机构设置与人才队伍建设

等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在相应制度和规范的约

束下整合各部门、各专业机构特有的、分散的资

源，实行“公益”与“有偿”相结合的服务模

式，营造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的环境，推动共享

服务平台规范化管理。同时，可设立“年度科技

资源共享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奖”，政府每年拿

出一定的资金对在科技资源建设和共享工作中表

现优异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以激发并保持全

社会的参与热情。

二是资源聚集整合方面。首先，打造共享专

业服务中心。选取具有较好基础、专业设备比较

齐全、综合技术力量强、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和服务体系的单位为依托，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的基础上，补强团队实力，建立起比较系统、完

善的共享专业服务中心。其次，加强宏观调控，

充分发挥平台功能。由上级主管部门制定《重要

科技资源建设登记和使用管理办法》，对建设投

入达到一定金额的科技资源（如科技文献数据

库、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等）在“科技资源共享综

合服务平台”进行登记备案，通过平台工作人员

的主动搜集和各单位的汇总提报相结合的方式，

将区域内归属不同、零散分布的各类科技资源进

行科学有序的整合、分类储存，结合相应的使用

管理办法提供共享服务，既可避免高价值资源的

重复建设带来的巨大浪费，又可降低使用门槛，

大幅提高其利用率。该平台的另一大重要功能就

是充分利用平台的技术优势，加强与国家级、省

级及其他地市相关平台的对接、合作和交流，形

成上下贯通、横向联合的平台网络体系，将其他

省市乃至国外的科技资源引入平台，为使用者提

供更广泛、更贴合的选择，同时也为本地的优质

资源找寻更多出口，成为地方科技、经济与社会

发展的有力支撑 [5]。

三是共享管理服务方面。调动社会各界积极

性，尤其是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向全

社会大力推广和宣传科技资源及其使用方法，并

在权威机构的监管、协调下，按照相关政策和管

理办法的要求，让公益性服务惠及大众，探索创

新有偿服务的商业模式，力争政策的落实不留死

角，资源的利用便捷高效。

四是自我完善发展方面。“科技资源共享综

合服务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应采取“政府主导”

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方式，政府设立的专项

经费作为基本保障，鼓励民间资本的注入，扶持

高端资源的市场运作，使平台的发展进入良性

循环的轨道。平台应注重引进先进、科学的管理

模式，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严谨、务实的管理制

度，本着“兼收并蓄，吐故纳新，责权明晰，务

实诚信”的方针，持续进行自我完善。

（4）以人为本，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科技

资源开发和共享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

的综合业务素养较高的专业人才。地方政府应提

供优厚宽松的人才引进政策支持，相关机构和用

人单位提供相对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开展形

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在岗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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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或继续教育培训，扩充从业人员队伍，提升专

业技能和服务水平；可根据资金情况设立“科技

资源开发和共享服务”专项奖励扶持基金，用于

对工作表现优异的人员进行表彰奖励，资助业务

能力强、服务业绩优的工作人员参与国际国内交

流协作，从而进一步维护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热

情，提升从业者的荣誉感、自豪感。

（5）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科技资源共享。在明

确的政策引导下，运用经济杠杆，使科技资源拥

有者能够在较为宽松的经济条件下全力、高质地

完成其职责范围内的资源库建设、运行和维护，

减少部门把持资源，避免重复投入，从而在整体

上提高科技资源质量，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综

合各地实际情况，相关专家概括为以下 3 种主要

模式。

一是公益型模式，即国家和地方财政提供基

础科技资源生产和维护的全部费用，所有科技资

源均免费（仅收取少量材料费和加工费）提供给

公众。

二是市场型模式，即政府财政不负担科技

资源生产和维护所需的资金，资源生产者、拥有

者通过向用户出售资源使用许可证的形式回收

成本。

三是公益型与市场型结合模式，即政府财政

提供基础科技资源生产和维护的部分资金，差额

部分由科技资源收入弥补。科技资源生产者、拥

有者向政府部门和公益性用户不收或仅少量收取

费用，而向盈利性用户收取成本费，以维持收支

平衡。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应在良好的监督机

制下，由政府对基础科技资源生产部门投入全部

经费，政府部门和各公益性用户可以免费获得该

类资源，而向盈利性企业用户收取的使用成本费

一部分上交财政部门，一部分则留作资源维护之

用。从利益驱动的角度，只有做到对绝大多数用

户来说，资源使用权的获取费用远远低于重新购

置、采集的支出，才会使大家在主观上去寻求使

用已有的权威部门的资源，而不是去重复购置、

采集，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 [6]。

通过对淄博市科技资源配置和利用现状的了

解和分析，我们发现，任何一个区域试图在科技

资源配置上追求“大而全”都是不现实的，明智

的做法是针对地方发展特点建设专业的、优势的

特色资源，同时在各级政府的引导和社会各界的

积极配合下，谋求与其他区域的资源“大共享”

将是最经济、高效、可行的选择。因此，如何实

现最大程度的资源共享是我们今后要长期探讨的

课题。

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是一个崭

新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在当今的经济、科

技、信息全球化时代，各类新事物、新问题不断

涌现，同时各类资源属性的不同决定了我们没有

成熟的模式可以照搬，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可以

沿用。面对新形势，科技资源共享工作应本着公

益性和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依托现有模式和基

础，与大数据经济深入融合，紧跟国际先进的经

营管理理念，以开放的心态和姿态不断学习、大

胆探索、勇于创新，才能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共

享服务模式，才能真正成为支撑区域科技事业腾

飞的基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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