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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相融合能够引导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构建可复制的商业模

式和加速科技投资主体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基于互联网与科技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背景及定义，分析山东省科技服务

业现状，在剖析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制约因素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针对山东省“互联网+”科技服务

业融合发展需求提出畅通科技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机制、强化行业监督管理、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发展“全方

位”科技咨询服务、新型孵化器和众包创新中心等多种服务模式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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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and Internet can help enterprises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to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to build the reusable business 
model an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subje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and definitions of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and 
Internet, we introduc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in Shandong, analyzed 
existing problems, restraining factor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Internet, and we made suggestions on smoothing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Internet,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data resource sharing and developing multi service modes included “all-
rou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isory services, new type of incubators and the crowd sourcing innovation 
center, aiming at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Internet+ in 
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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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学术界对“科技服务业”的含义引用较

多的是蒋永康、梅强、李文远 [1]提出的“科技服

务业是在一定区域内，为促进科技进步和提升科

技管理水平，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技术手段和分

析方法，为科学技术产生、传播和应用提供智力

服务，并独立核算的所有组织或机构的总和”[1]。

科技服务业是围绕创新的全链条发展的新兴业

态，服务对象涉及工业、农业、建筑业、商业等

行业；服务主体是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

等；提供科学研究、技术孵化、科技评估、知识

产权等科技服务。

而“互联网+”的理念，是 2012 年由易观

国际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于扬在“易观第五届移动

博览会”上首次提出，“互联网+”公式是我们所

在行业的产品和服务，是与我们未来看到的多屏

全网跨平台用户场景结合之后产生的化学公式。

2015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是

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相融合，

促进技术、效率提升，推动组织变革，全面提升

实体经济的创新力、生产力，并形成更广泛的以

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

形态 [2]。

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提出和信息网络技

术的不断发展，科技服务业迫切需要与互联网深

度融合以有效推动创新和技术变革，这也是科技

服务业在新常态下的发展趋势。借助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新技术，政府系统、高校

和科研院所、高新区等创新推进机构和其他服

务机构可以跨界融合，通过政府联合办公、资金

支持、数据共享、行业监督等方式，为企业提供

“全方位”科技咨询、新型孵化器、众包创新等

专业化服务（图 1）。
本文拟介绍山东省“互联网+”与科技服务

业的融合发展，分析存在问题、挑战和机遇，为

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发展“全方位”科技咨

询服务、新型孵化器和众包创新中心等多种服务

模式，提出对策建议。

2 融合发展优势

山东已具备互联网与科技服务融合发展的环

境。第一是经济基础雄厚。“十二五”以来，山

东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据 2015 年山东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 年年底全省

实现生产总值（GDP）63002.3 亿元，比上年增

长 8.0%；省公共财政收入 5529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0%，仅次于广东和江苏，为全省科技服务业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第二是人才资源丰富。

截至 2015 年年底，山东人才数量达到 1477 万

人，其中包括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208.4 万人，专

业技术人才 513.7 万人，技能人才 504.3 万人 [4]，

高技能人才 24 万人 [5]。第三是建立了健全的科技

服务政策体系。2015 年 6 月山东出台了《关于加

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山东省“互

联网+”发展意见》，分别提出进一步建设省级大

图 1 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逻辑关系图



·专题研究：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史筱飞：山东省“互联网+”科技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

─ 23 ─

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络平台和加快发展基

于互联网的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等服

务。2016 年 6 月，发布了《山东省“互联网＋”

行动计划》，提出建设“互联网+”创新联盟，开

展“互联网+”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培育行动等 [6]。

2016 年 7 月出台的《山东省科技服务业转型升级

实施方案》提出“互联网+科技服务业”到 2020
年实现深入融合发展，包括科技服务平台、众创

空间、科技金融和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 [7]。2016
年 9 月出台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

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建立“互联网+科技服务”

新模式，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方便快捷的公共服

务。

现今，山东省已建立 400 多个公共服务和技

术服务平台，科技服务机构已有 3000 多家 [8]，提

供技术孵化、科技金融、成果转化等服务，发挥

了科技中介服务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扶持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

（1）创业孵化服务。据统计，目前山东省

各级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180 多家，经认定

（备案）的国家级孵化器 66 家（该数量列全国第

二）；经认定的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累计孵

化企业超过 1.2 万家；自 2014 年以来，全省科

技企业孵化器对各类专业技术和公共创新服务平

台累计投资超过 6 亿元 [9]。2016 年 9 月，科技部

公布了第三批国家众创空间认定结果，其中山东

省 106 家，居全国首位。至此，山东省经国家备

案的众创空间有 162 家，省备案众创空间有 220
家 [10]。济南市打造了“创客身份可漫游、比特席

位能共享、技术平台免费用、高端导师助发展”

的济南创客发展模式；青岛市将国家级孵化器与

创客空间相结合，打造了虚拟孵化与实体孵化相

结合的新型孵化模式。

（2）科技金融服务。山东省科技厅建设了山

东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信息库，对入库的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进行重点支持，包括落实税收优惠政

策、鼓励基金投资等，并推动符合条件的入库企

业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融资，将科技金融服

务与互联网相融合。此外，科技厅还与深交所合

作，重点面向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融资信息对接服务：目前已完成百余家企

业的路演推介，助推 10 多家科技型小微企业实

现融资，在新三板挂牌的高新区企业已有 90 多

家 [11]。

（3）研究开发服务。山东省构建了“山东省

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将相关仪器信

息通过互联网广泛发布、提供服务，实现大型科

学仪器向中小企业、社会单位和个人开放共享。

此外，截至 2015 年年底，山东省信息通信研究

院建设了六大公共研发服务平台，包括数字媒

体技术平台、通信测试平台、量子通信研发平台

等，共计为 300 余项目和产品提供了超过 100 万

小时的技术服务 [12]。

（4）技术转移服务。山东省搭建了“山东

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提供技术合同认定

登记、科技型小微企业项目评价和信用评级等

服务。据科技部火炬中心《2015 年度全国技术

市场合同交易情况》显示，2015 年山东省共登

记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合同 13515 项，同比增长

14.36%；成交金额 257.93 亿元（图 2），同比增

长 28.35%[13]。

3 存在问题与制约因素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

助推了山东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大量涌现。截

至 2015 年，山东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数量约有 2
万家 [14]，科技服务需求迅速增长。随着云计算、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科技服务的模式和手

段更加多样，涌现了一批新型的第三方科技服务

机构和新兴的科技服务模式，但整体上，全省科

技服务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科技服务行业的体制机制较为落后，缺

乏有效的管理和竞争机制，各类创新资源整合度

较低，没有充分发挥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作

用。据调查显示，山东省接受政府拨款的中介机

构为 56%，政府拨款占其收入 50%以上的中介机

构达 57%[15]。这些科技服务机构以政府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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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难以根据市场需求整

合资源与业务。二是科技服务机构的社会认同度

较低，行业协会所发挥的作用尚显薄弱，缺乏有

效的行业监管、监测机制。我国多个省份和直辖

市均成立了科技服务业协会，如天津市在 2009
年成立了科技服务业协会、黑龙江科技服务业协

会于 2014 年成立，而山东省至今尚未建立行业

协会。三是科技服务数据资源市场化和产业化程

度较低，数据的互通共享度不高，科技服务机构

的工作较难全面铺开，科技服务能力未得到充分

发挥。山东已建立的 400 多个公共服务和技术服

务平台仍处在平台独立运行、数据不够公开、数

据重复采集等较为封闭的状态。四是与互联网相

融合的科技服务模式尚不明确，科技服务业还处

在搭建信息供需平台的阶段，没有充分利用互联

网的网络组织特性和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

术，服务范围和影响力都较小。

从当前山东省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的情况来看，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制约因素。

（1）机制层面

要加快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的融合，首先要

营造有利于其发展的良好环境。山东省科技服务

业中的服务主体大多由政府部门创办或者由高校

和科研院所创办。这些单位由于存在官办、半官

办背景，运营经费为“大锅饭”性质，对政府依

赖思想较强，工作中存在一定惰性。此外，大部

分科技服务机构没有形成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

作机制，协同创新思想较为薄弱，从而造成产业

链、创新链、资金链之间相互脱节，产生了信息

孤岛、创新孤岛等现象。理念和体制问题，无形

中限制了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的有效融合。

（2）市场层面

行业与互联网实现有效融合，通常需要具

备两个条件：充足的市场空间以及分散的市场主

体。山东省科技服务业多年来市场化程度较低，

导致很多在互联网领域通行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理

念在科技服务领域中却无法施行。例如，第三方

服务机构在协助高校或科研院所将技术或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后，在现行的财务管理制度和流程

规定下，很难获得相应的转化佣金。所以，尽管

山东省科技服务业领域市场巨大，但这种市场化

程度较低的现实极大地影响了山东省科技服务业

与互联网的有效融合。

（3）技术层面

开放共享的数据是提升科技服务业效能的重

要途径，也是实现数据资源增值利用和价值最大

图 2 2014—2015 年山东四类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对照图

资料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2015 年度全国技术市场合同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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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重要渠道。目前，山东省大部分的服务平台

系统分别由各主管部门主导搭建，由于前期对于

数据的开放共享与合作协同考虑不足，不同服务

主体之间、平台与平台之间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数

据接口，使得政府部门掌握的数据难以向社会服

务机构和企业公开，业务部门与信息化部门间的

数据交流不畅。信息资源无法被有效利用，造成

了数据资源的浪费，进而限制了科技服务业整体

效能的提升。

4 机遇与挑战

（1）加快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已成为山东省的战略发展重点之一。《山东省

“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具

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科技服务业。《山东

省“互联网+”发展意见》更加明确地指出要培

育网络化的生产服务新模式，加快基于互联网的

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等服务向“智慧

服务”发展。

（2）从长期战略发展来看，山东省“互联网+”
科技服务业二者融合发展具有极大的潜力和市场

空间，“互联网+”战略的提出、巨大的人口资源

和由此形成的庞大的服务市场规模，为山东省科

技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驱

动力，有利于山东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

一定规模的科技服务机构。

（3）山东省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已具备一定规

模和水平，互联网普及率达 50%以上，为山东省

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

（4）科技服务业和互联网行业二者相融合，

可以充分发挥山东省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将

山东省人才资源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5）通过互联网和科技服务业的融合，可以

打破地域条件限制，有利于推动全省科技服务业

与互联网融合标准与体系的建立。

（6）互联网技术体系的特点在于应用性、系

统性和集成性，将其与科技服务业融合，使山东

省有可能通过面向应用的模式创新带动技术的系

统集成创新，从而实现科技服务技术体系的整体

跨越式发展，摆脱只是简单搭建平台的单一局

面。

（7）开放的互联网思维促进科技服务业的发

展。现阶段，山东省科技服务业的主体是以政府

下属单位、政府主导建立的机构、高校科研院所

等内设机构为主，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尚未完全

发挥，通过使用互联网，引入开放的思维和灵活

的市场因素，将科技服务业改造为竞争性行业，

实现科技服务业从经营主体到服务模式的全面升

级。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山东省在提升、改变

现有的科技服务业机制、体制；建立科技服务业

与互联网相融合的机制；通过科技服务业和互联

网融合的手段，实现数据共享，提升产业国际竞

争力；根据自己的产业特点发掘重点领域和特色

业态，依托互联网推动山东省优质资源向科技服

务业集聚等方面都面临着挑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与探索。

5 结语与对策建议

当前，互联网与科技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理

论、融合方法与实践都处于探索阶段。近几年，

山东省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经济基础

愈加雄厚、人才储备日益丰富、鼓励政策逐步

出台，在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研究开发等方面

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体制尚不完

善、缺乏有效的行业监管机制、科技服务数据资

源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较低、与互联网融合的科

技服务模式尚不明确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

要原因是科技服务机构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观念有待更新，科技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不高，没

有实现数据的开放共享和合作协同等。

针对山东省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存

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为促进科技服务业与互联

网有序、稳步融合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畅通科技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机制

一是改变科技服务机构之间的闭环运营模

式，建立联合办公机制。要改变科技服务主体相

对独立的局面，可以学习借鉴国家的大部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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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参考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市已实施的联席办

公机制，在政府层面成立山东省科技、经济和信

息化创新委员会，合力解决融合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政策落地、资源整合等问题，搭建跨部门、跨

地区、跨行业的科技服务发展协同推进机制，形

成开放、共享、协作的工作机制。

二是出台促进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扩大科技服务税前加计扣除

范围、出台《山东省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设置“山东省智能化改

造专项基金”等，利用税收和资金杠杆支持不同

所有制科技服务机构开展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

的基于网络的科技服务，全面推动互联网与科技

服务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的高效融合。

三是优化事业性质的科技服务机构经费来源

结构。借鉴发达国家的“国防采购”和“研发采

购”方式，在山东省政府和财政规划层面减少运

营经费拨付，增加行政事务委托、研究开发等公

共服务的收入比重，采用灵活的资金收付方式，

通过优化财务制度支持科技服务机构开展工作。

（2）强化行业监督管理

一是引导建立山东省科技服务业行业联盟。

采用理事会方式对联盟的运行进行决策，将协

会、学会、事业单位、企业等拥有的各类服务平

台优化整合，打破各自独立、互相不协作的工作

状态，减少资源浪费。

二是健全山东省科技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调

查统计监测制度。山东省科技、统计部门要对科

技服务业各重点领域与互联网结合后的总体运行

状况、对经济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为山东省互

联网与科技服务业发展提供科学导向和数据支撑。

（3）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一是制定和出台《山东省公共信息资源开发

共享指导意见》。以法律形式规定公共信息资源

开放共享的内容、程序、标准等，并在此基础上

搭建山东省“互联网+”科技服务云平台，形成

“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共享服务体系。

二是组织制定并试行相关标准规范。对数据

开放原则和机制规范、数据分级标准、数据发展

及使用的责任与权益等数据应用过程中的标准规

范，组织山东省境内有基础、有投入的国家级和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小范围内先行先试再

进行推广。

（4）发展“全方位”科技咨询服务、新型孵

化器和众包创新中心等多种服务模式

一是推动建立“全方位”科技咨询服务模

式。以山东省境内的国家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经济开发区、农业科技园区等为重点搭建

科技服务数据库，借助物联网技术和数据资源的

开放共享，收集、积累与科技服务相关的大数

据。通过数据深度挖掘与分析工具，提供如行业

研究报告、政府决策咨询、大型设备运行情况监

控与预警、大数据定向分析咨询、知识产权预警

与技术预见、非营利性数据征信评价、科技查新

等专业化服务。此外，通过前期调研、深度访

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对需要信息化应用改造的企

业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与诊断，挖掘企业需求，

为传统企业量身定制转型升级方案和提供市场营

销策划等服务。

二是积极培育和引进新型孵化器服务模式。

以济南、青岛的互联网产业基地为主，打造一批

打破空间物理界限的创业服务孵化器，如借鉴广

东省和江苏省的经验，培育、引进专业服务型孵

化器，为互联网企业提供行业社交网络、专业化

技术服务平台及产业链资源支持；基于互联网技

术、硬件开源和 3D制作工具，建设创客孵化器，

以服务创客群体、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利用

信息网络技术实现众包、众筹、众创等服务模式

的孵化落地。

三是引入众包服务模式，打造国家众包创新

中心。众包是指企业将本来由员工执行的工作通

过互联网外包，寻找创意或解决技术问题，换句

话说，就是集思广益。将众包手段引入科技服务

业，可以打破科技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服务领

域、服务地域等限制，丰富科技服务主体资源，

融合广泛资源和集体智慧，实现“大众智慧服务

大众”的目标。应充分发挥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

和人才优势，以青岛、淄博、烟台、潍坊、威海

等区域创新中心为主搭建众包平台和众包创新中

心，出台财政政策和配套措施，如税收减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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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实验设备与仪器免费使用等，鼓励不同所有

制科技服务机构及其人员参与众包平台的项目

投标，并通过网络发现潜在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

容，形成高效的全球服务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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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年会将在京举行

一年一度的中国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年会

(COINFO 2017)将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在北京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科技资源

共享与现代服务业”。

2017 年，我们迎来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

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

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

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

准提高水平”，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

的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行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为

加强和促进对相关热点问题的研究、交流与讨论，中

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武汉大学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在北京联合主办 2017 年中国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与服

务年会（COINFO 2017）。会议由大会报告及“医学人

工智能与大数据论坛”“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两个

分论坛组成。届时来自科技管理部门、高等学校、科

研院所、企业等百余名参会代表欢聚一堂，互通有无，

共同深入研究探讨科技资源共享与现代服务业的最新

理论与实践， 努力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与现代服务

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