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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服务模式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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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资源共享平台能够衔接资源提供方和需求方，可以充分利用科技资源。选择政府主导的浙江省科技创

新云服务平台和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以及企业经营性的八戒科技服务平台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从服务对象、服务

内容、服务模式和服务机制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为分布式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的建设与优化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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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platform can connect resources providers and demanders 
and make full use of technology resources. This paper chooses the government-led Zhe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loud Service Platform and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Sharing 
Platform, as well as the enterprise’s Bajie Technology Service Platform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ervice 
Platform, which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service object, service content, service model and service 
mechanism.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distributed 
technology resources sharing serv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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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资源是指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力、物力、

财力以及组织、管理、信息等软硬件要素的资源

集合 [1]，包括仪器设备与研究实验基地、科技人

才、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科技成果、企业资源

等。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

是科技资源供需对接的重要场所，能够促进和推

动科技资源的共享和有效利用，具有“中介”性

质。共享平台是资源提供方、资源需求方资源共

享的桥梁。

当前，对共享平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描述特定平台运行现状，剖析平台存在

的问题，提出对策；以服务模式为切入点，探讨

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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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的平台服务；研究促进平台更好地运作的

服务机制。

对于共享平台现状的研究主要从定性和定量

两个角度展开。刘平平 [2]在对部分省市的共享平

台的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服务内容

多样化、服务方式差异化和服务渠道多元化是发

展趋势。此外，也有学者以共享平台运行数据作

为研究样本，定量对平台的投入产出绩效进行测

算，并提出了共享平台在创新和服务方面的发展

对策 [3]。

关于共享平台服务模式的研究，主要有 2 个

热点：一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资源整合，提供个性

化、虚拟化等服务内容。如王忠杰等 [4]基于双边

资源整合服务的业务架构的服务模式研究，李玥

等 [5]研究的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

采用的基于单点响应的信息对接服务、多点组合

的知识协同集成服务模式。二是基于用户信息及

当前大数据开展服务模式设计。如王宏起等 [6]以

科技需求的时间维度为视角，设计了基于现实需

求的信息交互、基于潜在需求的知识推送和基于

未来需求的智慧营销 3 种云服务模式。

关于共享平台服务机制的研究主要以提升平

台运营水平为出发点，从激励、约束、协同、整

合等角度开展探讨 [7-8]。也有从动力层面研究将

服务机制的影响因素，把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发展

的动力归纳为：科技资源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产

生的内部驱动力、由政府外部推动力和市场需求

拉动力组成的外部动力以及由内外部动力组合形

成推动平台发展的旋动力 [9]。

目前，我国建设的共享平台以政府资金建立

的区域性平台和面向全国的企业经营平台为主。

共享平台之间存在差异，尤其是政府主导建立的

共享平台与企业经营性共享平台在其资源范围、

服务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明显不同。但当前的

相关研究大都聚焦于政府主导的科技资源区域性

平台之间的对比，对于政府主导与企业经营的两

种不同类型共享平台的对比分析较少，而这种对

比分析无论对于政府主导还是企业经营性的共享

平台的服务改进、资源合作等都具有积极作用。

对此，本文拟选择有代表性的政府主导的共

享平台与企业经营性的共享平台，从服务对象、

科技资源种类和规模、服务内容、服务机制等方

面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对于政府主导的共享平台

选择浙江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浙

江平台”）与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以下简称

“重庆平台”）；对于企业经营性的共享平台选择

八戒科技服务平台与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1）政府主导的平台

政府主导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一般是指政府

财政支持建设的、为满足科研人员及机构等的需

求、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率、统筹科技资源搭建

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为资源需求者和科技资源

拥有者之间建立能够有效互助的渠道。当前主要

是以各省级行政机构为主进行建设。

浙江平台和重庆平台都属于政府主导的共享

平台，在区域共享平台中具有代表性。浙江平台

将科研项目、企业研究院、高新技术企业、网上

技术市场、科技报告等各类子平台全部集中在一

起，实现了“一体化”管理。目前，浙江平台包

括浙江省重点企业研究院、省级企业研究院、省

重点实验室、省高企研发中心及科研院所等创新

载体以及 2.1 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还有省级 12 类科技计划项

目 [10]。重庆平台是集科技资源共享、科技政务

办理、创新创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技创新服

务平台。重庆平台包括重点实验室、企业重点实

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和产

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提供创业孵化、科技

人才与科技文献等多种类型的服务。重庆平台

采用“互联网+”的运作模式，实现了线上线下

（O2O）的“一站式”服务 [11]。

（2）企业经营性的平台

企业经营性的科技资源平台一般是指企业基

于商业模式，不断发掘用户的科技资源需求，丰

富平台的科技人才、仪器等科技资源，提升平台

的知名度，进而增加用户数量，作为资源需求者

和资源提供方的中介平台。近年来，涌现出一批

具有良好发展的商业性科技资源平台。八戒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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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服务规模较大，资

源涉及领域较广，在企业经营的共享平台中具有

代表性。

八戒科技服务平台是以整合全国科技成果、

科技人才、科研设施、科技服务等科技创新资源

要素为目标，服务于企业、政府、高等学校、科

研院所、个人的科技创新共享平台。平台围绕科

技创新主体提供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

认证、科技咨询、创业孵化、综合科技服务等全

生命周期科技创新服务。截至 2019 年初，八戒

科技服务平台为 5.8 万多家企业提供服务，完成

8 万多个项目 [12]。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是由科技信息服务管理有

限公司（英国）等多家公司联合运作。目前该平

台服务覆盖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

源等领域，汇聚了大批集团化、高技术企业，线

上注册的企业有 2 万多家，同时还具有科研机

构、各领域的专家人才等丰富的科技资源，共同

为资源需求方提供多领域的服务 [13]。

1 服务对象的对比

在服务对象方面，浙江平台、重庆平台、八

戒科技服务平台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4 个平台均

包括科技创新型企业、科技人才专家、科研机构

和服务提供机构。其中，科技创新型企业、科技

人才专家和科研机构均为科技资源的主要利用

者，而服务提供机构则为科技资源的提供方。专

利企业和专利事务所是浙江平台所特有的。专利

企业与事务所可在浙江平台上注册，然后为用户

提供有关专利申报和专利代办等服务。政府机构

则是八戒科技服务平台所独有的服务对象，其为

地方政府解决科技创新资源分散、统筹配置科技

要素资源效率低等问题，具体服务包括培育与升

级特色产业、建设创新体系以及建设和运营区域

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平台等服务（表 1）。从服务对

象范围来看，无论是政府主导的共享平台还是企

业经营性的共享平台，平台之间都存在差别，但

这种差别并不大，因而服务对象并不是不同类型

共享平台的显著性区别标志。

2 科技资源类型及数量的对比

在科技资源方面，政府主导的浙江平台和重

庆平台相较于企业经营性平台的科技资源种类要

更加丰富（表 2）。政府主导平台提供的科技资

源包括企业资源、孵化园区资源、高校和科研机

构、大型仪器、科技人才、科技文献、科技成果

和科技管理数据。截至 2019 年初，入驻浙江平

台的高校和机构数量为 10348 家，大型仪器设备

为 217886 台（套），提供 54236 项科技服务 [14]。

重庆平台的科技服务产品有 3928 项，科技服务

店铺有 526 个，科技型企业有 11914 家，入网仪

器有 9295 台（套），科技人才有 183180 名 [15]。

政府主导的共享平台的科技管理数据资源主要是

采集该区域内所具备的各类科技资源情况，并进

行趋势统计分析，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数据支

撑。企业经营性的八戒科技服务平台与科技创

新服务平台缺少科技文献和科学数据等科技资

源。截至 2019 年初，在大型仪器设备方面，八

戒科技服务平台的大型仪器设备数量为 12.3 万台

（套），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仪器设备提供企业仅

表 1 平台服务对象对比表

平台类型 政府主导 企业经营

平台名称 浙江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 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八戒科技服务平台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服

务

对

象

科技创新型企业 √ √ √ √

科技人才 /专家 √ √ √ √

科研机构 √ √ √ √

服务提供机构 √ √ √ √

专利事务所 √ - - -

专利企业 √ - - -

政府机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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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0 家左右。在大型仪器设备的供给方面，企

业经营性的平台仪器供给能力参差不齐，与政府

主导的共享平台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除此之

外，在入驻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方面，企业经

营性共享平台与政府主导的共享平台相比，也有

所欠缺。八戒科技服务平台入驻科研院所有 768
家，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入驻的科研院所有 1000
多家。在科技人才方面，八戒科技服务平台不仅

有专家人才的个体资源，而且有自然科学、农业

科学等领域的 3000 多家科研团队资源，用户可

与各团队进行洽谈合作，但与政府主导的共享平

台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对于科技资

源，无论是类型还是数量上，政府主导的共享平

台要明显优于企业经营性的共享平台。

3 服务内容的对比

从表 3 可以看到，在服务内容方面，由政

府主导的浙江平台和重庆平台均具有创新券服

务、科技文献服务、创业孵化服务与科技管理

数据分析服务。创新券是政府利用财政资金，支

持科技企业向服务机构购买创新服务的“虚拟货

币”[16]。浙江与重庆的创新券服务是指资源需求

方在平台上申请创新券，然后与资源提供方达成

服务协议，当需求方获得服务之后，支付创新券

作为报酬，同时资源提供方接受服务评价。

此外，两者都具有科技管理数据分析的服

务。浙江平台的科技管理数据涉及浙江省各市研

发经费与支出、发明专利授权量和高新技术产业

总产值等数据。重庆平台的科技管理数据主要涉

及平台提供的仪器、人才和科技成果，以及各市

区的资源种类和数量。

浙江平台和重庆平台均有的资源综合服务

主要包括检验检测、科技咨询、大型仪器共享

等服务。不同之处在于提供服务的形式。如浙

江平台采取“创新地图”，利用可视化地图的方

式，将省内具有的资源，包括高等学校、研究机

构提供的科技服务和仪器设备资源呈现在浙江省

的创新地图上，用户可以直观地看到每个市所具

备的各种资源和服务，然后进行预约。而重庆平

台则以开设“网上店铺”的形式提供服务。服务

提供方开设店铺，需求方通过检索功能，获得提

供该服务的不同商铺的具体信息，然后进行选

择。对两者服务提供的形式进行比较，重庆平台

更为新颖，用户选择服务时就如同网上购物，但

浙江平台提供服务的形式能够让用户直观地了解

浙江省的资源服务分布情况，两者各有特点。与

重庆平台相比，浙江平台缺少服务需求发布的服

务模块，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是“单向”的

关系。当用户有需求时，只能自己去寻找服务提

供者，服务提供商也不能通过需求主动联系需求

者。

与政府主导的共享平台相比，企业经营性

的共享平台缺乏创新券服务、科技文献与科技管

理数据分析服务。虽然与政府主导平台相比，企

业经营性平台的服务项目种类处于劣势，但其提

供的服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八戒科技服务平台

提供面向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从初创

阶段、成长阶段到成熟阶段提供品牌建设、推广

表 2 平台科技资源对比表

平台类型 政府主导 企业经营

平台名称 浙江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 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八戒科技服务平台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科

技

资

源

企业资源 √ √ √ √

孵化园区资源 √ √ √ -

高校、科研机构 √ √ √ √

大型仪器设备 √ √ √ √

科技人才 √ √ √ √

科技文献 √ √ - -

科技成果 √ √ √ √

科技管理数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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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平台服务机制对比表

平台类型 政府主导 企业经营

平台名称 浙江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 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八戒科技服务平台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服务机制

评价机制

政策激励机制

创新券机制

评价机制

政策激励机制

创新券机制

售后保障机制

信用机制

保证金机制

监督机制

交易保障机制

协同机制

产权保护机制

营销和企业管理等服务。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可以

提供多领域企业服务、社区论坛服务与移动端服

务等特色服务。其中，多领域企业服务是指多个

行业的企业在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上注册，为资源

需求方提供包括互联网商务、服务管理、医药科

技、机械电子等领域所需的专业服务。社区论坛

服务可以为同行提供线上相互交流的机会，可以

通过发帖、评论和关注等行为进行互动。移动端

服务与线上平台相似，用户可利用微信扫描二维

码，既可在移动端进行相应的操作，使用户在移

动端便捷地完成科技服务预约等操作，也可以关

注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公众号，获得定期的信息

推送服务。除此之外，八戒科技服务平台和科技

创新服务平台均具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其中，

八戒科技服务平台主要以专利等科技成果的转让

实现技术的市场化，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作为中

介者为技术转化需求用户提供相应的企业资源。

同时，企业经营性的共享平台不局限于特定

的区域，能够为多个省市提供服务。八戒科技服

务平台为安徽、广东、四川等省份提供科技资源

服务；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可以为北京、上海、天

津等需求热门城市搭建不同的服务界面，为不同

地区的用户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4 服务机制的对比

从表 4 可以看到，在服务机制方面，浙江平

台和重庆平台较为相同，均具有评价、政策激励

和创新券激励等机制。由于政府主导，政策激励

与政府扶持是促进平台发展的主要机制。创新券

激励是促进用户持续使用平台以及增加平台用户

量的重要手段。平台以创新券为载体，从经济方

面直接激励，降低了企业和创业者创新成本，促

表 3 平台服务内容对比表

平台类型 政府主导平台 企业经营平台

平台名称 浙江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 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八戒科技服务平台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资源

综合

服务

仪器设备服务 √ √ √ √

检验检测服务 √ √ √ √

科技咨询服务 √ √ √ √

需求发布服务 - √ √ √

科技人才服务 - √ √ √

创新券服务 √ √ - -

科技文献服务 √ √ - -

创业孵化服务 √ √ - -

科技管理数据分析服务 √ √ - -

专利相关服务 √ √ - -

获奖科技成果展示 √ - - -

研发服务 - √ - √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 - √ √

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服务 - - √ -

多领域企业服务 - - - √

社区论坛服务 - - - √

移动端服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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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另外，重庆平台的“开

店服务”，促使其形成“售后保障”机制，提升

了用户对于服务的信任度，提高了店铺的服务质

量，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增加了用户的数量。

与政府主导的共享平台相比，八戒科技服

务平台缺少类似“创新券”的政策支持，但其非

常注重服务提供者和需求方两者之间信用体系的

建设，信用机制、保证金机制与监督机制为该平

台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保证

金机制是平台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手段。服务提

供方通过保证金可以提高其信誉度，同时也能保

证服务获得者的利益。监督机制是双向的，用户

与服务商之间相互监督，若彼此发现对方的违规

行为，可向平台举报。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八戒

科技服务平台会将具有违规行为的用户与服务提

供商在“诚信黑榜”曝光，并依据违规行为的程

度，扣除一定的诚信度分值。八戒科技服务平台

的交易安全保障机制是指买家交易款项暂由八戒

科技服务平台担保账户保管，全程资金代管，保

障买卖双方的资金安全，让买卖双方能够无顾虑

地进行服务交易，提高了交易的安全系数。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协同机制倡导精英联盟

和社区交流。企业、机构和科技人才均可以创建

与加入联盟。加入相同行业、领域的联盟后，能

够进一步促进同类别载体的交流，提升自身的实

力，并且获得更多的机会。同时，该平台还设

有“成果发明社区”“专家社区”和“企业社区”

等，为在线用户提供共同探讨的机会，进而加深

彼此间的交流，创造更多的需求和机遇。其产权

保护机制能够有效地保护知识工作者的劳动成

果，进而激励其不断地进行知识创作与服务。

总体来看，政府主导的共享平台在经济激

励、政策行政管理方面的机制更强，也最为有

效；企业经营性的共享平台体现了个性化，加强

信用体系的建设，也更加具有灵活性。

5 共享平台建设对策建议

对政府主导和企业经营性的共享平台在服务

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机制等角度进行对比，分

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结合共享平台各自的特

点，从多个角度进行改进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互联互通，协同共享科技资源。目

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共享平台之间、企业经营性

共享平台之间以及政府和企业共享平台两者之间

存在较为明显的鸿沟，各方缺少合作和资源共

享，用户不能一站式地获得和使用科技资源，从

而降低了科技资源的利用率。政府主导和企业经

营性的共享平台各具有不同的优势，其中政府主

导的平台其资源种类和数量丰富，企业经营性的

平台提供的服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应结

合双方各具有的优势，加强互联互通，实现科技

资源全面共享。首先，政府部门要发布促进合作

共享的政策规定，提高政府组织之间合作交流的

机会，达成政府主导平台之间共同建设完善科技

资源共享渠道等多方共识，从科技资源服务等方

面增进共享平台之间的相互协作，实现跨区域的

资源共享。其次，要通过相关制度促进并加强政

府主导和企业经营性的共享平台之间的互助合

作，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标准，促进数据、资源

共享，并充分结合政府的资源优势和企业的服务

特色，为用户提供便捷服务，提升科技资源利用

率。最后，企业经营性的共享平台之间也应加强

合作，共同开展业界相关活动等方式，提升自身

实力、知名度，优势互补，实现共赢。

（2）以市场为主体，调动各方积极性提升

科技资源服务成效。政府主导的共享平台存在服

务积极性较低的问题，而企业经营性的共享平台

则积极发掘用户潜在需求，不断提高自身服务质

量，扩大市场份额。为促进政府主导的共享平台

的服务创新和资源集聚，通过给予政府主导的共

享平台一定的奖励、制订年度考核指标等方式，

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除此之外，政府主导的共

享平台应打破自身局限性，加强市场化运作，利

用自身优势调动市场活力，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运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聚集科技资源，通过

调控统筹协调资源的均衡配置。值得注意的是，

政府主导的共享平台的市场化并非抢占企业的市

场份额，其主要职能是为用户提供科技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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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基础层面的保障，而企业经营性的共享平台

则可通过聚焦小众市场和细分行业领域，为用户

提供个性化、增值化的服务等，提升核心竞争

力，增加盈利。政府主导和企业经营性的共享平

台应相辅相成，共同为资源需求方提供优质的服

务。同时，为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经营性的共享平

台的服务水平，相关部门应为企业经营性的共享

平台提供政策鼓励和资金优惠支持，如减少税收

政策、建立初期的经济支持等，鼓励企业家建立

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3）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构建精准化服务内

容及方式体系。首先，共享平台应满足不同层级

用户的基本需求，如科学数据和文献的检索、下

载与分析，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以及包括咨询、

培训与成果转化等知识需求和企业管理、战略规

划咨询等企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在共享平台实

施搭建之前，要充分调研了解企业、科研机构、

高校与科研人才等的内在需求，根据用户需求，

统筹各方科技资源，设计平台的服务功能，减小

用户需求与平台功能之间的差异。其次，在运行

阶段共享平台应设计激发个体用户潜在需求的功

能，进行个性化的服务推送。借鉴企业经营性的

共享平台，通过用户的检索、浏览与获得服务等

信息行为记录，利用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对用

户行为进行画像，发掘用户的潜在科技资源需

求，然后对用户进行精准的科技服务信息推送，

并结合用户的反馈不断优化推送服务，主观能动

地为用户提供科研与企业运作的全生命周期服

务。最后，注重移动端服务的开发。当下，智能

手机能够满足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大部分需要，人

们也越来越依赖于智能手机。因此通过手机APP
应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方式，在移动端提

供共享平台，吸引更多的用户。

（4）完善平台服务机制，促进平台正向发

展。完善的服务机制是促进共享平台更好运作的

关键，也是提高用户体验的保障。首先，要建立

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制度，支持政府主导和企业

经营性的共享平台建设，增加用户量，如创新

券机制可以给企业和用户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其

次，应结合共享平台不同的服务，构建具有针对

性的评价体系，包括科技资源评价和科技服务绩

效评价等，用户根据所获得的服务给出评价。不

仅对共享平台所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还需要构

建政府主导平台之间的横向评价机制，给予优质

平台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提升其积极性。再

次，赋予用户监督的权力，资源服务提供者与需

求者进行双向的监督，借鉴八戒科技服务平台

的“诚信黑榜”，将用户举报的违规行为经核实

在平台上公布，并实施一定的处罚，从而充分发

挥用户在评价监督中的作用。政府相关部门应制

定商业共享平台的监管机制，防止平台在运作过

程中出现的乱收费、宣传虚假信息等违法行为。

此外，建立仲裁机制，当资源服务提供者与需求

者之间发生矛盾时，需要有具体的协调与处理办

法。最后，建立用户反馈机制，成立相关部门积

极听取用户反馈的关于平台本身以及科技资源、

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根据反馈意见不断

完善共享平台。

6 结语

本文选择浙江平台、重庆平台、八戒科技

服务平台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为研究对象，从服

务对象、科技资源、服务内容和服务机制 4 个维

度，分政府主导和企业经营性两类共享平台进行

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在科技资源规模上，政府

主导的共享平台相较于企业经营性共享平台具有

明显优势；在服务内容和服务机制方面，政府主

导的和企业经营性共享平台各有所长，可相互借

鉴。因此，两类共享平台在未来的规划发展中，

应增强彼此间的联系，协调科技资源，提高科技

资源利用率，并利用相关技术，多方位、多角度

地发掘用户的深层次需求，进而扩展共享平台的

服务内容。同时，相互借鉴激励机制、信用机制

等良好的服务机制，促进共享平台与用户间的正

向反馈，完善平台性能，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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