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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投资、盈利与激励模式探讨

——以成渝城市群汽车制造业、物联网产业以及 

集成电路产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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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渝城市群优势产业发展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剖析成渝城市群汽车制造、物联网以及集成

电路等典型产业科技服务现状，总结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研究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投资模式、盈

利模式与激励模式。建议：成渝城市群汽车制造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投资模式采用龙头企业投资模式，或者企业

或研发机构为主、政府引导基金为辅的投资模式；物联网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投资模式采用多企业共同投资模

式，或者企业或研发机构为主、政府引导基金为辅的投资模式；集成电路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投资模式采用核心

研发机构投资模式，或者政府为主、企业或研发机构为辅的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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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nvestment, Profit and Incentive Model of Industrial Public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Platform
—Take the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rnet of Things Industry and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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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The advantageous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Chengdu-Chongqing city grou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is paper analyses service status of typical industries, such as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rnet of Things industry and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 Chengdu-
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summarizes the reason for the lagg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platform and studies the investment mode, profit mode and incentive mode of the 
platform.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investment mode of technology service platform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should adopt the investment 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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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创新驱动战略的引领下，科技服务平台

已成为中小企业降低创新成本、获取创新服务的

重要渠道 [1]。北京、浙江、江苏等地公共科技服

务平台已经初现成效，科技文献共享、科学数据

共享、研究实验基地共享、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

享已经通过各地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得以实现 [2-3]。

各地在建设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过程中，形成了

市场中介模式、产业服务模式等平台服务模式，

创新券、服务计分评价等绩效评价方式也已尝试

应用 [4]。构建科学合理的科技服务平台服务模式、

促进平台有序运营已成为提升科技服务平台效益

的关键。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不仅研究了公

共科技服务平台的重要作用、运行机制，而且对

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布局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祝

子丽 [5]指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对于区域科技创新

能力提升发挥重要作用，但平台运行机制不够完

善已成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突出问题。张勇 [6]

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认为这一平台对于促进

经济与科技紧密结合、整合凝聚区域优势科技资

源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平台运行需要从价值网视

角关注用户价值，强调关键节点间核心能力互补

以及价值增值。王瑞敏等 [7]认为我国公共科技服

务平台建设滞后于发达国家，还存在“系统失灵”

的问题，当前的平台运行模式主要包括离散模式

和集成模式两种类型。这些研究强调了公共科技

服务平台运行机制对于效益发挥的重要机制，所

提出的价值增值、离散型、集成型等运行机制也

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目前已有的

研究中侧重于一般性的公共科技服务平台，而对

于产业与平台服务机制的契合则有所忽略。针对

科技服务平台布局与产业协同，刘烨 [8]将产业与

科技服务平台布局进行匹配，提出创新资源供给

水平是影响平台布局的关键：长三角地区公共科

技服务平台应与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

和生物医药产业契合，京津冀地区公共科技服务

平台应与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产业相契合，西南

地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应与装备制造、汽车制造

产业相契合。刘晓峰 [9]以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共享

服务平台为例，强调区域产业发展要与科技服务

平台契合。由此可见，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布局应

充分考虑地区产业特质，以产业特质为基础构建

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科学合理的服务模式。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推动成渝城市群优势

产业发展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成渝城

市群是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大开发的重要

平台。目前，成渝城市群涵盖了四川省的 15 个

市，以及重庆市的 27 个区县，总面积 18.5 万平

方公里。规划成渝城市群建设、推进优势产业公

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将提升公共科技资源配置

的合理性和服务的有效性，助推成渝城市群产业

转型与创新驱动，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 [10]。基于此，本文将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成

果，以成渝城市群的汽车制造业、物联网产业以

及集成电路产业等典型产业为例，分析其产业科

技服务平台运行服务状况，探讨科技服务平台的

投资服务模式、盈利服务模式以及激励服务模式。

leading enterprises, or the investment mode of enterprises or R&D institutions, supplemented by government-
guided funds; the investment mode of technology service platform of Internet of Things industry should adopt 
the mode of multi-enterprises joint investment, or enterprises or R&D institution-based and government-
guided funds-assisted investment models; and the investment model of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platform is proposed to adopt the core R&D investment model, or government-based, 
enterprises or R&D institutions-assisted investment model.
Keywords: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platform,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typical industries, investment mode, profit mode; incentiv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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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台建设现状

近年来，成渝城市群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

台建设速度加快，加强了科技资源的整合。经统

计，成渝城市群目前现存公共科技服务平台 70
余家，具体包括综合性、专业性、产业型三大科

技服务平台 [11]，提供了大型科学仪器共享、科技

文献检索等公共服务，具有产业专有仪器设备共

享服务、产业技术发展趋势信息发布、产业研发

需求信息发布、产业研发成果应用转化招募、产

业技术人才信息发布等服务功能。但是，在现有

的成渝城市群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中，产业性科技

服务平台却只有 3 家，而成渝城市群的汽车制造

业、物联网产业以及集成电路产业等典型产业科

技服务平台建设还有待加强。成渝城市群的综合

性、专业性、产业型三大科技服务平台发展还不

够均衡。

（1）汽车制造产业。四川省坚持“整车配套

专业化+综合配套集群化”的思路，以整车发展

带动园区以及零部件配套发展。对于四川汽车制

造产业科技服务平台，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综合

门户是该平台的核心。该平台可以为汽车行业企

业、中介机构、创业团队提供产品服务展示、市

场供求信息、行业发展资讯、项目嫁接撮合等服

务。而对于重庆汽车制造产业，由于是以重庆长

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企业，因此汽车制造

产业科技服务平台则是以长安汽车全球智慧研发

平台为核心，重庆暂无专门的、面向汽车制造产

业的科技服务平台。总体来看，目前成渝城市群

尚无集成的汽车制造产业科技服务平台。

（2）物联网产业。四川物联网产业是以联盟

方式集聚。联盟计划建立四川省物联网协同创新

平台，但该平台目前还在建设中，尚未得到广泛

应用。而重庆市已建立了“中关村·重庆物联网

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但截至目前该平台线

上服务尚未向公众开放。由此可见，四川、重庆

都将物联网产业作为强力打造的产业，都计划建

设专门的物联网产业创新服务平台，但平台建设

还停留在计划阶段，平台应用尚未论及。也就是

说，目前成渝城市群尚无集成的物联网产业科技

服务平台。

（3）集成电路产业。在四川省，尽管电子信

息产业已稳居四川“第一支柱产业”地位，瞄准

前沿高端领域，先后汇聚了英特尔、格罗方德等

国内外知名集成电路领军企业，构建了集 IC设

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于一体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但还没有专门的针对集成电路产业的科技

服务平台。重庆市已经出台了《重庆市加快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将建设重庆市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

并按成本价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提供电子设计自

动化（EDA）工具、知识产权（IP）库、检测及

知识产权交易等公共服务。《通知》明确指出，

公共服务平台运营费用的差额部分由市级资金给

予奖励。但截止目前平台建设还未完成。由此可

见，集成电路产业科技服务平台在四川、重庆也

都还处于计划阶段，成渝城市群尚无集成的集成

电路产业科技服务平台。

2 典型服务模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成渝地区尽管拥有汽

车制造、物联网、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但目前

还缺乏专门的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但在成渝

城市群建设大背景下，依托集成的科技服务平台

融合成渝城市群产业、创新产业将成为趋势。为

了更好地促进科技服务与产业发展相融合，成渝

城市群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应考虑针对特定产业提

供特定的产业科技服务。基于此，下面将以汽车

制造、物联网、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例，从产

业视角构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服务模式。

2.1 投资服务模式

由于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具有明显的产

业服务特征，不再单纯具有科技资源公共资源属

性，因此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投资主体不再局限于

政府，可以是产业内的核心龙头企业，也可以是

产业内众多企业，还可以是产业内核心研发机

构。按照投资主体划分，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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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投资模式。该模式仍延续科技资

源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投资模式，由政府进行投

资，具有公益性质。对于成渝城市群产业公共科

技服务平台，则由重庆市科技主管部门和四川省

科技主管部门作为该平台的投资主体，共同针对

特定产业进行投资建立产业科技服务平台。重庆

科技主管部门和四川科技主管部门可以对各自的

投资额度进行协商，在“成渝产业科技服务云平

台管理委员会”章程中予以明确。在该模式下，

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具有公益性质，不以盈利为目

的。

（2）龙头企业投资模式。对于特定产业，可

能有“龙头企业+跟随企业”的产业格局，即在

产业范围内有一家核心企业。该企业引领产业发

展方向，在产业范围内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而其

他企业则是市场跟随者或者服务者，跟随龙头企

业发展，或者为龙头企业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例

如重庆的汽车产业，以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为龙头企业，聚集一大批汽车配套企业为之提

供配套服务。在这种产业格局影响下，龙头企业

可能成为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投资者，通过

其产业影响力带动产业内其他企业汇集到该产业

的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上。以龙头企业作为投资者

的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能够更好地发挥科技中

介的作用，不再具有公益性质，所提供的科技中

介服务可以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

（3）多企业共同投资模式。在“1+n”的产

业布局外，也可能呈现无核心的散点产业布局形

式，即，产业内无明显的核心龙头企业，产业聚

集度不高，产业内的多企业呈散点分布形态。在

这种产业格局的影响下，虽然缺少核心企业对

产业科技服务平台的投资，但可以由产业内发展

相对较好的多家企业共同投资，形成多企业共同

投资模式，或者由多家企业共同形成的行业协会

进行投资。例如物联网产业，目前产业格局呈现

散点形态，缺乏具有完全核心领导力的企业，但

该产业的科技服务平台则可能由多家企业共同投

资，或者以物联网行业协会的名义对科技服务平

台进行投资。

（4）核心研发机构投资模式。在产业范围

内，随着产业发展可能有核心的研发机构对产业

技术创新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在行业内形成一定

影响力，能够聚集产业内相关企业、研发团队、

高等院校等机构或个人。此时，对于产业科技服

务平台的投资可能是由核心研发机构投资完成。

核心研发机构通过投资建立产业科技服务平台，

可以进一步汇聚产业内相关单位，通过提供产业

技术研发服务，促进产业技术交易增长、产业技

术创新。

（5）以政府为主、以企业或研发机构为辅

的形式。这种模式是上述投资模式的混合，在投

资主体中，既有政府，也有产业内企业或研发机

构，但政府是主要的投资者，企业或研发机构起

辅助投资的作用。这种模式体现了政府对产业科

技服务的绝对支持，承担产业科技服务平台建设

的主体作用，同时产业内相关企业或研发机构作

为平台的投资者，为了促进平台效益提升而主动

推广平台使用。这种模式彰显了政府对产业科技

服务发展的主导地位。

（6）以企业或研发机构为主、政府引导基金

资助的形式。这种模式也是前面单一主体投资模

式的混合。在这种投资模式中，既有企业或研发

机构的投资，也有政府的资金支持。企业或研发

机构对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投资占主体，政

府肯定并支持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发展，通

过引导基金的形式，对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提

供资金支持。在这种模式下，一般是由企业或研

发机构主动发起，根据市场需要建立产业公共科

技服务平台，并希望得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根据重庆市、四川省现有的汽车产业、物联

网产业及集成电路产业格局，建议产业公共科技

服务平台投资模式分别为：汽车制造业科技服务

平台采用龙头企业投资模式或者企业为主、政府

引导基金资助的投资模式；物联网产业科技服务

平台采用多企业共同投资模式，或者企业为主、

政府引导基金资助的投资模式；集成电路产业科

技服务平台采用核心研发机构投资模式或者政府

为主，企业或研发机构为辅的投资模式。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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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模式更适用于科技服务公共平台，不适

用于产业科技服务平台。

相关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投资模式如图

1 所示。

2.2 盈利服务模式

由于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不再具有公益性

质，因此必须通过获得盈利来维持平台的正常运

行。目前，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有以下几种盈

利模式。

（1）会费模式。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立

后吸纳产业范围内的企业、研发机构、高等院校、

研发团队等作为会员，会员资格需要通过审批，

同时需要交纳会费。作为会员，将获得该平台提

供的信息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平台通过收

取会费对平台日常运行的成本进行补偿，弥补平

台运行中发生的人员管理费、房屋租赁费等费用。

会费作为平台收入来源，抵减成本后的盈余即成

为平台实现的盈利。平台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扩

大会员规模，以获得更多的会费收入。基于这种

模式，平台需要得到用户的认同并使其成为会员。

针对特定的产业，平台必须在产业范围内有

足够的引导能力。龙头企业投资模式下的产业科

技服务平台，正是基于龙头企业在产业内的核心

领导地位，以产业地位带动平台影响力，促使产

业内其他成员认同平台并成为平台的会员；以多

个企业共同投资模式建立的科技服务平台，是借

助产业内既有的企业格局，共同投资后能够共同

使用平台，而成为平台的会员；以核心研发机构

投资形成的平台，是借助核心研发机构在产业技

术创新方面的优势和影响力，带动产业内相关企

业、研发团队等认同平台并成为平台的成员。因

此无论采用哪种投资方式，产业内的优势和引导

力都将成为平台扩大影响、吸引会员的关键。借

助产业优势发展会员获得会费收益，是平台实现

盈利的关键。

（2）中介服务费盈利模式。根据产业公共

科技服务平台所提供的产业专有仪器设备共享服

务、产业技术发展趋势信息发布、产业研发需求

信息发布、产业研发成果应用转化招募、产业技

术人才信息发布等服务，可以区分不同的服务事

项，对于其中具有中介服务性质的内容收取相应

的中介服务费，以获取收益，在补偿成本后实现

盈利。也就是对于产业技术发展趋势信息发布、

产业技术人才信息发布，作为产业科技服务平台

的信息共享功能，不应再收取任何费用；对于仪

器设备共享服务、产业研发需求信息发布、产业

研发成果应用转化招募，则在信息发布的同时，

根据交易实际达成情况收取一定的中介服务费。

对于产业专用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发布仪器设备

需求信息和仪器设备供给信息，在用户间达成仪

器设备使用协议后，平台对仪器设备需求方和仪

器设备供给方以交易金额为基数收取一定比例的

中介服务费，同时也可根据用户间达成的协议，

将全部中介费向交易双方的其中一方收取。对于

产业研发需求信息发布，平台发布相关单位的研

发需求，包括技术要求、时间要求、所需经费

等，在用户间达成研发服务协议后，平台以研发

服务交易金额为基础，收取中介服务费。收取对

象可以是交易双方，也可以是交易双方的其中一

方。对于产业研发成果应用转化招募，中介服务

费的收取与之类似。

在这种模式下，一方面要扩大用户基数，另

一方面要促成服务交易。所提供的免费服务功

能，如产业技术发展趋势信息发布、产业技术人图 1 典型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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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信息发布，可以吸引产业内相关单位或个人认

同平台的基本服务，并通过平台获取产业内的技

术发展趋势、人才分布等信息。同时，平台实现

收益的关键在于达成服务交易，因此平台要大力

促成仪器设备共享、研发服务交易、技术成果应

用转化交易等，以通过交易的达成获得中介服务

收益，实现盈利。

（3）混合模式。在会费模式、中介服务费等

盈利模式的基础上，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也可

采取“会费+中介服务费”的混合收费模式，即

平台对用户资格进行审核，并在审核通过后向用

户收取会费。这样，会员就可以获得产业技术发

展趋势、产业人才信息的资讯服务，同时会员在

通过平台达成仪器设备共享、研发需求实现、技

术成果转化应用交易协议后，向平台交纳中介服

务费。

在混合模式下，由于平台的费用征收环节更

多，平台需要对会费与中介服务费的额度进行科

学设置，以避免用户认为费用负担过重。在扩大

会员基数实现会费收益的同时还要加大力度促进

科技服务交易达成，以实现中介服务费用收益。

2.3 激励服务模式

产业科技服务云平台激励环节包括两部分：

一是政府为了鼓励和促进产业科技服务云平台发

展而对平台提供的激励，二是平台对用户提供的

激励。

（1）政府对平台提供的激励。为了鼓励和促

进产业科技服务云平台发展，在政府投资或者政

府引导基金投资外，政府还可以为科技服务云平

台提供一定的激励措施。创新券仍可作为激励措

施之一，即对于产业公共科技服务云平台用户，

可提出申请成为科技创新型企业，获得政府提供

的创新券，用于产业公共科技服务云平台科技服

务交易。政府每年定期对创新券进行兑现。通过

创新券的发行与使用，产业内的科技创新服务交

易费用实质上由政府承担。政府通过调节创新券

的发行额度，完成对产业公共科技服务云平台激

励额度的调节控制。在发放创新券外，政府也可

以对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运行效果制定绩效

考核指标，如仪器设备共享交易额、研发需求交

易额、技术成果转化应用交易额、产业技术发展

趋势信息发布数量、产业技术人才信息发布数量

等，根据绩效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对平台给予专

项奖励，以促进产业公共科技服务云平台的发展。

（2）平台对用户提供的激励。为鼓励用户

通过产业公共科技服务云平台获得技术创新支

持、实现技术交易，平台可以对用户提供会费优

惠、中介服务费优惠等激励措施。平台制定激励

规则，明确享受优惠的条件，以及提供优质的服

务。例如，可以根据用户技术交易活跃度（年度

达成技术交易额度），制定梯度范围内的会费优

惠、中介交易费优惠的额度，每年度提供会费优

惠返还、中介交易费优惠返还等激励措施。平台

对用户提供的激励额度，应纳入年度经费预算，

经相关审批后执行。

3 结语

尽管成渝城市群目前尚无集成的汽车制造

产业、物联网产业以及集成电路产业科技服务平

台，但在区域协同、产业协同的大背景下，基于

产业特质也应构建科技服务平台运行模式，将成

渝城市群典型产业与科技服务平台服务模式相融

合，设计产业平台功能以及产业平台投资服务模

式、盈利服务模式与激励服务模式。对于典型产

业科技服务平台的投资模式应当有所区别，完全

的政府投资模式更适用于科技服务公共平台，而

不适用于产业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本研究主要是

从产业视角研究探讨了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服务

模式。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拓展产业范围以及区域

范围，并对产业与科技服务平台契合度进行实证

研究，以更好地发挥科技服务平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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