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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当前国内检验检测科技服务的行业和资源背景以及行业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成渝城市群检验

检测科技服务资源现状，并与上海检验检测行业进行对比，寻找差距与发展方向，从政府政策、资源整合、服务模式

等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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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resources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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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technology service in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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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检验检测科技服务

的需求不断增加，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迅速，涵盖

了建筑工程、环保、卫生、农业、食品、医药、

机械、电子、轻工、纺织、航空、国防等国民经

济的各个领域。数据表明，检验检测资源总量丰

富，数据庞大且依旧在不断增长。据中国国家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检验检测机构从

2013 年的 2.4 万余家，到 2017 年的 3.6 万余家，

5 年间增长了 1.2 万余家 [1]。但是，检验检测行业

地域分割、碎片化等问题非常严重，很难发挥数

专题研究：成渝城市群典型科技

服务业发展研究



·专题研究：成渝城市群典型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彭 霖等：成渝城市群检验检测服务业的现状与发展

─ 3 ─

量优势，形成规模效益。多数检测机构还存在服

务运营模式单一、检测效率不高、创新能力不足

的问题。缺乏颇具影响力的国际著名检验检测机

构，尚未形成有效的品牌效益。

检验检测服务贯穿于整个生产流程，国有大

型企业多数设有内部检验检测实验室，拥有自己

的检验检测设备。但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由于

资金的缺乏以及自身发展条件的限制，很少有中

小企业拥有自己的检验检测设备，而当前检验检

测服务资源分散、碎片化的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中小企业的产品检验检测。对此，本文拟

对检验检测行业的现况和发展进行初步的分析探

讨。

1 检验检测的机构与市场

1.1 市场规模与需求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根据市场参与主

体将检验检测机构分为三类：政府检测机构、企

业内部实验室、第三方检测机构。

随着检验检测市场在医疗和食品等领域的

有序开放，检验检测市场发展迅速。检验检测机

构的数量以及行业营业收入都呈现快速增长的态

势。图 1 是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全国检验检

测服务业统计数据制作而成的统计图，统计了

2013—2017 年检验检测机构数量的情况。

从图 1 中的数据可知，2013 年以来，我国

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增长均保持在 6.5%以上，增

速呈V形的趋势。截至 2017 年年底，我国检验

检测机构多达 36327 家，约为 2013 年机构数量

的 1.5 倍，可见我国检验检测市场的参与主体数

量庞大且增长快速。

在机构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检验检测市

场营收也不断增长，其中第三方检测机构营收达 
938 亿元。图 2 的检验检测行业营收规模数据是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数据整理的。

图 2 表明，检验检测行业的营收规模增速要

远远高于全球检测行业营收规模的平均增速。从

局部看，2013—2017 年第三方检验检测行业市

场营收规模增速均高于国内整个检测行业营收规

模增速。这表明，检验检测行业市场正在蓬勃发

展，尤其是第三方检验检测市场发展势头非常强

劲。

1.2 市场竞争主体格局及地区分布现状

随着传统检验检测机构的市场化变革以及第

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的快速发展，检验检测市场竞

争格局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图 3 是根据《2017 年

度中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统计分析报告》[2]中统

计的数据而得。企业类的检验检测机构共 22362
家，占机构总数 64.31%；事业单位类的检验检

测机构共 11369 家，占机构总数的 31.30%。图 4
是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统计的数据而得，表明 2016

图 1 2013—2017 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数量与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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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企业类的检验检测机构共 21012 家，占机构

总数的 63.22%；事业单位类的检验检测机构共

11479 家 [3]，占机构总数的 34.54%。从不同类型

机构数量与占比来看，在 2017 年，检验检测机

构总数量增加，但事业单位类机构数量减少、占

比降低，而企业类的检验检测机构市场占有率上

升。这表明，检验检测机构改革转型成效明显，

检验检测行业的市场机制正在形成，市场竞争主

体格局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从总体数据来看，检验检测机构资源丰富，

但其地区分布并不均匀，呈现沿海多、内陆少的

局面。从区域分布来看，国内六大区域检验检测

机构规模比重分别为：华东为 29.68%，华北为

15.34%，中南为 24.10%，西南为 12.78%，东北

为 9.44%，西北为 8.65%，而华东、华北、中南

三大区域占全国检验检测机构总量的 69.12%[3]。

这些区域包含了制造业较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华北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

区。可见，检验检测机构的分布呈现与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和制造业发展水平正相关的特点，而东

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因此检验检测资源地区分

布也不均匀。

1.3 运营模式及检验检测质量

虽然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庞大且分布广泛，但

具有核心竞争力、能够提供多种检测服务的高水

平综合检测机构非常稀缺，难以与国外强势入驻

图 2 2010—2017 年检验检测市场规模

图 3 2017 年检验检测机构类型 图 4 2016 年检验检测机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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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实力较强的检测机构相抗衡。大多数检验

检测机构都存在诸如检验检测能力单一、检测效

率不高且送检周期长、成本高 [4]以及各机构间缺

乏有效的融合、检验检测机构与待检企业缺乏有

效的信息共享机制 [5]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

致当前大多数检验检测机构运营模式单一，机构

往往只提供固定的检验检测服务，既不能根据需

求方的要求提供个性定制化的检验检测服务，又

不能为客户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

此外，检验检测行业是一个以小微型机构为

主体的行业，大多数检验检测机构平均拥有员工

仅 30 多人。而且有一半左右的检验检测机构是

以地级区域内的行政区划为服务对象，提供检验

检测服务。而可为本省提供服务的检验检测机构

又多为本地化的实验室，能为全国提供检验检测

服务的机构有数千家，能为国外提供检验检测服

务的机构只有 200 余家，且基本都是外资检测机

构。

图 5 统计了 2013—2016 年检验检测行业的

人均产值变化。行业通常认为检验检测机构的温

饱线是人均年产值 30 万元，但从近 4 年的统计

数据来看，到 2016 年年底，全国检验检测机构

的人均年产值刚达到 20 万元。如果看中位数，

这个数值更低。大部分检验检测机构和实验室目

前生存状态并不好 [4]。

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庞大，但却没有一家是通

过国际资源型检测认证的平台，显然这与我国经

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加工制造业发达的现状是

不相符的。当前是国产产品进一步走出国门，参

与国际竞争的关键时期，但检验检检测行业依旧

是短板，只有通过检验检测机构整合做大做强，

做成民族检测品牌，才能参与国际竞争，才能为

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

2 成渝城市群与上海市的检验检测服务

上海市是检验检测行业发展的前沿城市，将

成渝地区的检验检测资源与上海的相比较，有助

于找到差距，寻求解决办法。成渝城市群是以成

都、重庆两市为中心，覆盖重庆 27 个区县和四

川省 15 个市。随着成渝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检验、检测、认证、计量等高技术服务业已经成

为成渝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但是，成

渝两地检验检测资源分布不均衡，与上海市的检

验检测服务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据《2017 年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业统

计分析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年底，四川省

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在全国排名第 7 位，重庆排名

第 20 位；四川省检验检测营业收入在全国排名

第 7 位，重庆排名第 17 位。这表明，与重庆市

相比，四川省检验检测资源积累较丰富，行业基

础较好，市场规模大。

目前，成渝两地创建了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

图 5 检验检测行业人均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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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示范区。2016 年，重庆两江新区成为继上

海市闸北区、宁波国家高新区和苏州市吴中区之

后第 4 个获批创建“国家公共检验检测服务平台

示范区”的地区 [6]。

根据《2017 年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业

统计分析报告》统计数据，上海市和成渝地区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类型的检验检测机构的数量

见表 1；上海市和成渝地区的大中小微检验检测

机构数量及其比例见表 2。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表的《2018—2023 年

中国质量检验检测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

报告》[7]，随着检测行业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及法

律法规的不断规范和完善，第三方检测将成为行

业主流。从表 1 数据可以看出，2017 年上海市检

验检测机构中企业类机构占总机构数的比重要远

高于四川省和重庆市的企业类检验检测机构占总

机构的比重。从机构的数量对比来看，与上海市

的情况相比较，成渝地区事业单位类和企业类两

类机构的总数量相差并不大，这说明，成渝地区

检验检测市场化转型并未走在前列。

从表 2 可以得到，无论是上海地区还是成渝

地区，小型检验检测机构总数占比都在 75%以

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当前检验检测市

场“小、散、乱”以及资源集中度不够的现状。

表 3 统计了上海市与成渝地区检验检测行业

2017 年的营业收入。结合表 2 可以看出，尽管四

川省检验检测机构的总数是上海市的两倍还多，

但营业收入却大约只有上海市的 1/3。机构营收

能力的差距背后体现的是其生存能力及竞争能力

的脆弱，这代表成渝地区的大多数检验检测机构

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都很弱，很可能政策或者

风向稍有一些变化，机构就可能面临退出市场的

风险。

综上，成渝地区检验检测服务行业存在主

体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弱，企业制改革较为缓

慢等问题，这与成渝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检

验、检测、认证、计量等高技术服务业已经成为

成渝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的市场需求现

状是不相符的。因此，成渝地区的检验检测服务

行业依旧有很长的改革发展之路要走。

3 我国检验检测服务业的发展机遇

一是在政策方面，2014 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文件，将检验检测行业重新定位为“生产性

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推动了检验检测行

业的快速发展 [4]。二是在互联网革命浪潮中，计

算机技术与检验检测行业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

景和无限潜力。传统的检验检测行业可以通过互

联网技术，构筑其大数据平台，提升检验检测服

务的效率与质量。“互联网+”革命将为检验检测

服务行业的发展注入更多新的活力。三是经济全

球化的潮流、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产业要

实现跨越式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的

崛起以及频发的国际贸易战，这都为检验检测行

业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正朝着建立更加坚实的

质量基础的方向前进。四是当前质检系统正在根

据资源、市场、利益等进行市场化改革，这必然

会带来检验检测行业与机构的新发展。当前第三

表 1 检验检测机构分布

地域 企业 /家 事业单位 /家 其他类型 /家 合计 /家 企业占比 /%

上海市 224 66 0 290 77.24

四川省 115 92 4 211 54.45

重庆市 45 35 0 80 56.25

表 2 企业规模分布

地域 大型机构数量 /占比 中型机构数量 /占比 小型机构数量 /占比 微型机构数量 /占比 合计

上海市 23 家 /2.69% 80 家 /9.37% 665 家 /77.87% 86 家 /10.07% 854 家

四川省 110 家 /6.32% 73 家 /4.20% 1321 家 /75.92% 336 家 /19.31% 1740 家

重庆市 4 家 /0.7% 18 家 /3.16% 485 家 /85.23% 62 家 /10.90% 56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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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检验检测机构发展迅猛，其以高质量多样化的

服务正在快速占领着市场份额，服务对象将从企

业扩展到政府、个人等主体。未来检验的检测市

场，企业不需要再依赖政府部门检测机构，可以

寻求第三方机构。

成渝城市群，尤其是成都与重庆两市，作

为国家认定的新一线城市以及西南地区的“领头

羊”，在经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制造业发展水

平日益提高的同时，要抓住检验检测行业的发展

机遇，加快成渝地区检验检测服务资源建设，推

动行业发展。

4 发展建议

4.1 政策引领发展，金融扶持创新

任何行业想要谋求蓬勃长远的发展，都离

不开有关国家部门的相关政策以及金融方面的扶

持。国家有关部门应审时度势，根据我国经济贸

易以及制造业发展情况，及时出台更新现有政

策，指导检验检测行业发展，为检验检测行业发

展保驾护航，推动检验检测行业向着市场化、集

群化、国际化转型发展。

创新券已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科研机构服务中

小型企业的有效工具 [8]。各地科技部门可以通过

发放创新券，建立包括大学、各种类型检验检测

服务机构以及中介机构在内的科技服务平台，构

建中小企业、检测服务机构的快速交流渠道。而

检验检测机构作为科技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创新

券的方式来扩展自身的市场占有率，增大检验检

测需求量，同时为解决中小微企业检测难、检测

贵的问题做出一些贡献。

成渝城市群的经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制造

业发展水平日益提高，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

策鼓励引导检验检测行业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经

济发展服务。同时，四川省、重庆市的有关科技

部门要重视类似科技创新券等金融优惠券的发行

与推广，推动检验检测机构服务为更多的中小型

企业所接受，以扩大需求。

4.2 改进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

在互联网大数据日益兴起的背景下，基于大

数据建立检验检测服务平台，将一定区域内的检

验检测机构和服务需要与企业、社会大众和政府

监管机构等结合起来 [9]，其模型如图 6 所示 [3]。

基于大数据的检验检测服务平台可成为不

同检验检测机构在相关监管机构监管下为用户提

供检验检测服务的“中介桥梁”，实现了“单点

登录，全程互访”。而客户可以通过该平台实现

服务咨询、了解相关行情、进行服务方选择委托

等。该平台还能够根据客户选择的服务进行情况

追踪、回访等，以进一步提供深度服务和定制化

服务。

同时，将测试的相关分析数据和信息推送到

相关政府部门，有利于政府监管行业的发展。

当前，很多地方都建立了这种检验检测平

台，旨在提升检测机构的服务能力与效率，降低

送检成本，促进“产学研检”的有机融合，整合

优势机构资源 [3]。成渝地区可以借鉴其平台构建

模式，因地制宜构建适合本地区行业发展的服务

平台。

目前，国内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越来越多，

而真正能够从提供检测到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一

站式检验检测机构却少之又少，这导致了检验检

测资源分散、服务效率较低、质量不高等问题。

开展一站式检验检测服务，能够为客户节约大量

时间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提升自身的市

场竞争力。目前，国内第三方检测机构正在向信

息化发展。在提供一站式服务方面，华测检测建

立了完善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华测检测是一家典

型的集检测、校准、检验、认证及技术服务为一

表 3 行业营业收入

地域 营业收入 /亿元 占全国行业总收入比重 /%

上海市 216.86 11.54

四川省 92.92 3.91

重庆市 52.16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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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综合性第三方机构，旨在全球范围内为企业

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10]。该公司拥有分布于全球

各地的服务网络，服务资源丰富，同时，华测检

测在国内外拥有 60 多个检验检测实验室，可为

用户提供产品检测、设备仪器、认可认证、检测

咨询以及问题解决等一条龙的服务。

4.3 整合资源，发挥集中优势

2014 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检验检测行业的

发展，尤其是在支持第三方检验检测行业发展方

面出台了许多政策。2017 年，国家出台的《认证

认可检验检测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国家

将加快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化发展，支持检验检测

认证机构整合。2018 年，北京市发布了《加快科

技创新发展科技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支持第三

方检验检测机构扩大服务领域，积极推动检验检

测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这些政策都为国内检验

检测行业资源整合、发挥集中优势提供了政策支

持。

2014 年，上海浦东新区创建了全国首个公

共检测服务平台与认证服务平台相对集成的示范

区。目前全国已建立了十几个公共检验检测服务

平台示范区 [11]。根据资源集中的方式，平台的建

设可以分为整合模式、平台模式和联盟模式等 3
种模式。

（1）整合模式：政府通过对各个行业的检测

机构进行整合，建立统一的检验检测中心，这有

利于改变因行业壁垒导致的公共检验检测资源分

散、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现状。

（2）平台模式：通过整合某区域的检验检测

服务资源，形成检验检测认证中心，市场化运营

兼顾公益性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网通办、一站

式服务”平台，实现由单一、分裂分散的服务模

式向多功能、复合型、全链条服务模式转变 [11]。

（3）联盟模式：2018 年 6 月 9 日，国家检验

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联盟在 2018 年世

界认可日分场活动上成立。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

共服务平台示范区联盟的成立将有力推动我国检

验检测优势资源的集中，壮大检验检测科技服务

行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以

及质量保障 [12]。

这 3 种资源集中模式可供其他还未建立公

共检验检测服务平台的地区、城市提供参考与

借鉴。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市在 2017 年出台的

《关于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创新的建议》中指出，

成都市将支持第三方检测机构发展，整合资源，

构建立体检验检测体系。这对成都市检验检测行

业的资源整合、发挥规模效益与集中优势、提高

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质量提供了政策的保障与支

持。

上海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以松江地区和上海中小企业服务为突破

口，充分整合上海以及长三角经济带检验检测机

图 6 检验检测生态服务平台模型

注：选自《基于大数据的山东省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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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优势资源和企业、研究型大学等各类社会资

源。基于互联网搭建的专业化检验检测平台，为

企业提供集检验、认证检测、计量校准、技术咨

询、仪器共享等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13]。该平台

服务模式多样，整合各方资源并进行多方合作，

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完备的检验检测服务。该平

台的运营机制针对不同主体有不同的方式：针对

检测机构，秉持开放的合作态度，具有公平、公

正的优势；依托“小门户+联盟”生意宝云服务

平台及中国化工网、中国纺织网、中国医药网、

中国针织网等行业专业网站，帮助检测机构真正

实现下游资源的全面整合；针对中小企业，该平

台还可进行定制化的专属服务，提供专属的服务

通道、专属价格、专属活动等，实现了由“卖方

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4.4 建设检验检测服务的规范体系

对检验检测服务资源进行规划设计，通过设

计检验检测科技资源元数据标准、科学规范体系

建立检验检测科技服务行业的科学数据库，以对

当前国内检验检测科技资源进行系统的归类。元

数据规范体系规定了资源类型名称以及相关标

准，相关元数据可以是地区，也可以是机构类

型，还可以是机构规模、服务模式等。通过元数

据标准治理检验检测资源，可使用户使用检验检

测资源或是某地区对检验检测资源进行整合时更

加快捷高效，更有利于实现检验检测科技资源共

享，提高工作效率。

建立完整的检验检测行业科学体系是一项

系统化工程，需要国家以及行业各方的支持。为

此，渴望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认证认可

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能够出台一系列的政

策，为检验检测资源科学数据库元数据科学规范

体系提供政策支持。

5 结语

本文对检验检测行业的状况和发展进行的

分析对比表明，检验检测行业的发展，是随着我

国经济贸易不断发展而发展的。目前，全国整个

检验检测行业既存在诸多问题又拥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可谓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随着相关法律法

规的不断规范和完善，检验检测机构只有更加积

极地参与市场竞争，才能充分激发检验检测行业

的发展活力。因此，传统检验检测机构转型是大

势所趋，行业必须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鼓励检验检

测技术服务机构由提供单一检测服务向提供综合

型检验检测服务转变，加快组建地区性的检测集

团。简言之，将现有的各种检验检测资源进行整

合，形成规模化、集成化的检验检测服务产业链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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