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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科技服务通过整合研发转化流程中的多环节资源，突破资源零散的弊端，实现科技服务资源的统一化

管理和服务，逐步成为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与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对当前京津冀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实践模

式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专业服务机构引领型、龙头企业生态输出型、高校院所资源转化型、政府主导的公共

服务型、互联网平台服务型、产业组织资源共享型等六大综合科技服务模式，分析内外资源联动、平台化与社群化明

显、核心业务与专业化运营能力协同等模式特征，并针对京津冀综合科技服务发展从核心能力建设、顶层设计打造、

社群化服务以及利益分享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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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integrating multi-link resource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can break through the drawbacks of scattered resources and achieve 
unified management and serv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resources. And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key point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practic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refines six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modes: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lead mode,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output ecological resources mode, the colleges transform resources mode, the government-led 
mode, the internet platforms provide services mode,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share resources mode. This 
paper also sums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s, including unit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platform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and collaboration of cor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operation capabilitie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science 

作者简介：徐欢（1990—），女，硕士，北京智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主要研究方向：科技服务发展战略；武盈

（1993—），女，硕士，北京智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级咨询师，主要研究方向：科技服务体系；陈婧（1987—），女，硕士，北

京智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咨询师，主要研究方向：创新创业规律；田美荣（1986—），女，硕士，北京智识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知识管理部副总监，主要研究方向：科技资源体系、科技服务平台建设研究（通信作者）；郑凯（1978—），男，博士，北京智

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主要研究方向：科技服务发展战略、科技服务平台技术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京津冀协同创新区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2017YFB1401500）；课题“京津冀

协同创新综合科技服务发展模式及支撑技术研究”（2017YFB1401501）。
收稿日期：2019 年 8 月 1 日。



·地方科技资源建设·徐 欢等：京津冀综合科技服务模式初探

─ 97 ─

0 引言

新经济时代，科技创新活动趋于多元化，学

科交叉不断增加，产业跨界融合不断加快，倒逼

科技服务向专业集成化发展 [1]，综合科技服务逐

步成为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

综合科技服务是于 2014 年颁布的《关于促

进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的，

旨在通过整合研发转化流程中的多环节资源，突

破资源零散的弊端，实现科技服务资源的统一化

管理和服务。目前，综合科技服务在全国各地

已广泛实践应用，形成了多种服务模式。如陕西

省西安市科技局与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合建的西安科技大市场 [2-3]，由政府引导，市

场化配置科技资源，以利益为纽带转化成果，建

立线上网络平台与线下服务大厅相结合的服务体

系，汇集区域内以及跨区域的科技服务资源，在

技术市场交易、科研设备共享等方面推动效果明

显。以首都科技条件平台 [4]、上海研发公共服务

平台 [5-6]等为代表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则

充分发挥政府资源组织能力，探索利益共享、多

网络层级的资源开放共享模式，整合汇集区域内

大型仪器设施、科技人才、科技文献、研发基地

等科技服务资源，促进科技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

的高效配置和共享利用，系统化提升科技资源对

区域创新发展的支撑水平。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

心创新发展“下沉园区”服务模式 [7]，与全省科

技产业园区开展合作，共建“一站式科技服务中

心”，通过派驻业务骨干进驻园区，为园区开展

技术转移、检验检测、科技金融、政策咨询、人

才培训等综合化科技服务，切实提升科技与产业

融合水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关于综合科技服务的研究多集中于单

个平台的案例研究，而对特定区域的综合科技服

务模式研究总结较少。本文拟对京津冀区域综合

科技服务模式进行分析总结，探索其共性特征，

分析当前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京津冀综合科技

服务下一步发展建议。

1 京津冀综合科技服务概况

研究京津冀综合科技服务机构、平台服务现

状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当前综合科技服务模式

主要有专业服务机构引领型、龙头企业生态输出

型、高校院所资源转化型、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

型、互联网平台服务型、产业组织资源共享型六

大类。

1.1 专业服务机构引领型模式

专业服务机构引领型模式指专业科技服务机

构围绕其专业服务能力，通过打造综合服务平台

整合资源，为客户提供集成式综合科技服务解决

方案的综合科技服务模式（图 1）。该模式是科

技投资、科技咨询等单一领域的专业科技服务机

构向综合科技服务组织者的转型，优势在于具有

高水准、专业化的核心服务能力，对特定领域或

特定需求的用户具有较强吸引力。专业服务机构

主要是通过“拓展自身业务范围+扩展资源引入

渠道”，集成多类型服务资源，建成综合服务集

成平台的途径实现引领型模式。一方面，专业服

务机构可以通过拓展自身业务范围形成多类型服

务能力，并依托自有资源建立服务平台，加快外

部资源导入实现资源再集聚。代表案例是汇龙森

国际企业孵化有限公司。该有限公司围绕孵化服

务，逐步探索孵化园区建设运营，以孵化园区为

载体搭建孵化服务平台、投融资服务平台、生物

医药服务平台、医疗器械服务平台、新材料服务

平台、智能硬件服务平台等专业化平台，集聚创

业孵化、科技金融、研发设计等外部专业化服务

资源，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综合化服务，实现了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on core capacity building, top-level design, community service 
and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resources,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Beijing-Tianjin-Hebe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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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孵化服务到全科技服务链条和产业生态系统建

设的全面辐射。另一方面，专业服务机构采取直

接合作导入模式，与政府、第三方机构搭建综合

服务平台，以自有专业资源为纽带，整合地方政

府政策资源、市场化服务机构等其他服务资源，

为企业提供综合化科技服务。代表案例是宽带资

本。宽带资本围绕其云计算领域专业投资能力，

与北京等多地政府开展合作建设云基地，形成

“基金+基地”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从投资服务

延伸到产业孵化全链条的综合科技服务。

1.2 龙头企业生态输出型模式

龙头企业生态输出型模式是指产业领域中的

龙头企业通过整合自身生态体系中技术、资本、

市场、人才等资源打造面向特定产业领域的综合

科技服务平台，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服务

模式（图 2）。其核心为龙头企业自有资源的整

图 1 专业服务机构引领型模式

图 2 龙头企业生态输出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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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与开放。龙头企业生态输出型模式一方面实现

企业资源利用最大化，对产业链企业发展提供支

撑，推动产业整体迭代升级；另一方面反哺龙头

企业自身，通过业务扩张、企业投资等加快资源

聚合，扩大生态圈层，进一步巩固产业护城河，

提升竞争力。

从其实现方式来看，一是与地方政府开展合

作搭建平台，以自身生态能力资源撬动部分政府

政策资源，为地方企业提供综合化科技服务。代

表性案例是百度创新中心，百度联合政府与第三

方运营机构共同建设百度创新中心，百度提供云

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支撑服务、投资

服务，政府提供优惠的场地政策，运营方帮助企

业将所有资源落地，并为入驻企业提供基础设

施、培训和推广等服务，共同实现资源集聚和引

流。二是自建平台，利用龙头企业头部效应，再

集聚产业服务资源，实现纵向一条龙服务。服务

提供方包括龙头企业与各级子公司，以及撬动产

业合作伙伴、地方政府、市场化服务机构等多类

主体；服务对象一般为产业领域内中小企业和龙

头企业服务产品的客户企业。如北汽新能源集

团，该集团依托自身资源体系打造的北汽新能源

开放平台，整合北汽集团内的技术、产品、制

造、投资、供应链和后市场等各类资源，同时撬

动清华、北大、国轩等合作伙伴资源参与平台建

设和服务资源导入，为新能源汽车行业提供覆盖

技术研究、前瞻研究、创新孵化、成果转化、中

式和产品导入等产业化关键阶段的资源开放共享

服务，实现产业利益协同。

1.3 高校院所资源转化型模式

高校院所资源转化型模式是指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等知识生产机构，整合体系内部的仪器设

备、先进技术、人才、前沿科研成果等科技服务

资源要素，基于市场和企业的需求进行资源再组

织分配，为企业提供科学技术研发、技术转移、

孵化服务等综合科技服务的模式（图 3）。高校院

所资源转化型模式具有较强的品牌背景与丰富的

人才、仪器、技术、科研成果等优势。该模式实

现了企业需求和院所资源的有机结合，提高高校

院所既有资源和科研成果转化利用效率的同时，

为企业提供整体服务。

该模式资源提供方以高校院所内部资源为

主，服务对象多为院所所属领域内企业和创业企

业，以线上平台和线下实体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供

需对接。如天津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该院是天津高新区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联合共建的综合性服务机构，主要依托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发成果、人才团队等科技服务

资源，由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组建专门团队负责

建设运营，在结合了天津市产业发展需求的基础

上，重点面向新能源与新材料、智慧计算与数字

工程、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为企业

提供人才培养、创业孵化、技术转移、研究开发

等综合化科技服务。

图 3 高校院所资源转化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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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型模式

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型模式是指地方相关政

府部门围绕区域产业以及企业发展需求，通过搭

建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平台，整合政府、院所、

市场化服务机构等多个渠道的科技服务资源，以

提升区域科技服务资源利用效率，服务于本地科

技创新需求为核心，提供综合科技服务的模式

（图 4）。
在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型模式中，资源提供

方以政府管辖区域内高校院所等科研类服务机构

和市场化专业服务机构为主。其中政府资源统筹

能力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部分政务职能导

入平台和创新券 [8-9]引导的形式引聚企业流量，

并组建专门运营服务机构，设置激励政策，建

成长效运营机制，对提高区域科技服务资源利用

率、解决区域科技创新资源条块分割问题、打破

区域资源供需双方信息隔阂均具有良好效用。

典型案例有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天津科服

网。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负责总体建设运营，旨在推动首都地区高校、院

所科研资源开放共享，建成了研发试验基地、领

域中心、区县合作站、区域合作站、国家合作站

以及成员单位的小核心、大网络、多层次的组织

架构，集成了首都高校、科研机构和专业科技服

务机构资源，提供仪器设备、研发试验服务、产

业领域咨询、成果转化、检验检测认证等全链条

科技服务。平台嵌入首都创新券，实现引流作用

和运营职能化；引入专业服务机构作为运营载

体，开展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的市场化运作；建立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如中国科学院研发试验服

务基地总体上形成了 1:7:2（专业机构服务 :研究

所测试成本费 :实验人员奖金）的利益分配比例，

推动平台长效运营服务 [5]。天津市科服网是由天

津市政府推动建立、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建设运营的纯公益性质的综合科技服务平台。平

台设立“政府服务、科淘服务、文献查阅、政策

资讯、科技视窗”等五大服务板块，以政府服务

为主导形成引流窗口，O2O电商服务平台集聚市

场化服务资源，助推科技创新发展的模式，满足

了政府、企业、服务机构等多方主体需求。平台

承担了天津市科技型企业认定、科技金融对接认

定、企业培养等系列政府职能，并兼有创新券的

申请认证职能，从而形成流量入口作用。“科淘”

板块采用线上对接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服务模

式，搭建了科技服务领域的类淘宝平台，实现市

场化服务资源的宣传、对接与服务。文献查询、

图 4 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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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咨询等其他板块整合了天津市文献资源、政

策资源等其他服务资源，提高企业便利性的同时

形成了天津市政府宣传窗口。

1.5 互联网平台服务型模式

互联网平台服务型模式是指信息技术企业依

托专业网站建设运营与信息处理能力搭建第三方

中介服务平台，为需求端和服务端用户提供端到

端的对接方案，形成面向专业服务领域的综合科

技服务模式（图 5）。该模式多集中于检验检测、

科研仪器等容易标准化的科技服务领域。互联网

平台服务型模式在运营与服务方面优势明显。一

是可基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明确用户特征以及需

求精确定制产品和服务，通过用户社群建设和线

上、线下用户社群运营，与服务机构合作开展优

惠活动、提供增值服务等提升用户活跃度，增加

用户粘性；二是具有良好的盈利机制，通过付费

广告、服务佣金等渠道实现盈利。

从资源集成模式来看，主要包含 3 种方式：

一是与高校、企业、科研院所或典型机构建立合

作关系，建立双方共同利益体系；二是与其他平

台合作，实现资源导入；三是以广告宣传方式推

广自身平台形成自流量；四是通过各类线下活动

例如论坛、讲座等吸引服务机构入驻。如“我要

测”，是针对检验检测服务领域的第三方中介服

务平台，提供资源发布、供需对接、检测机构筛

查、服务机构推广、展会信息、专家服务、行业

资源等服务功能；“易科学”，是针对科研仪器和

研发实验服务的共享服务平台。

1.6 产业组织资源共享型模式

产业组织资源共享型模式是指以产业联盟为

代表的产业组织依托组织内企业、科研机构等各

类主体，整合并推动仪器、人才、成果等服务资

源开放，为组织内外企业提供仪器设备、成果转

化、研究开发、产业咨询等面向特定产业的一体

化科技服务模式（图 6）。产业联盟是由行业资深

机构、龙头企业牵头，以实现特定产业发展目标

而成立的组织机构，联盟内企业、机构等具有共

同利益导向，因此产业组织资源共享型模式具有

利益共同体特征。

该模式一般依托组织内职能机构进行服务体

系运营，负责内部系列资源整合、管理及服务输

出，实现产业资源对外开放共享。产业组织资源

共享型模式最大优势为服务资源体系与产业需求

更加贴近，服务针对性更强，对产业发展有直接

促进作用。如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

盟，通过整合联盟内资源并逐步对外开放，依托

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标准化委

员会、中国（华东）LED应用推广中心等机构，

图 5 网络平台服务型模式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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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半导体产业领域提供研发服务、成果转化、

企业孵化、专利运营、产业战略规划等服务。

2 模式特征与存在问题

2.1 京津冀综合科技服务模式的整体特征

（1）在资源集聚方面，内部资源整合与外

部资源撬动并进。组织者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体

系内部资源优势，加强整合，实现一体化对外服

务；同时通过对外拓展合作关系等方式吸纳政府

资源、市场化服务资源等多渠道多维度资源，共

同为用户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在资源体系中构

建利益共享机制，明确利益分配体系，与参与各

方建成利益共同体。各参与方均可在综合科技服

务体系中收益：资源提供方获得更多用户获取渠

道，资源整合方提升品牌能力，政府方为区域企

业带来更丰富资源与便捷化服务方式，从而实现

了综合科技服务资源体系的稳定与长效化。

（2）在建设运营方面，平台化与社群化特

性明显。服务机构加快平台化转型，通过自身平

台化拓展多环节科技服务，或搭建第三方、第四

方平台作为媒介，实现科技服务资源集聚，形成

综合科技服务。受科技服务标准化程度低的影

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双渠道运营为主流方

式，同时加强服务标准化与产品化也正成为当前

趋势。平台围绕同类需求用户建立用户社群，发

挥群体效应，增加群体间交流与互动体验，提高

用户黏性与活跃度，同时提高平台对用户需求把

握能力。

（3）在服务能力方面，核心业务和专业化运

营能力协同。一方面突出机构自身特色业务，围

绕某一产业领域或区域等特定企业群体需求，进

行资源组织、集聚和服务开展，打造形成核心

竞争力。另一方面强化专业化服务水平，建立

专门运营服务机构，负责综合科技服务业务体系

推广、需求与资源对接等事宜，明确组织和建设

人员团队以及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实现精细化运

营、管理和服务。

2.2 京津冀综合科技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

（1）机构服务范程较短，服务涉及领域、区

域有局限性。现有综合科技服务平台较为依赖组

织方（专业服务机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地

方政府、产业组织等）自身资源，受组织方专业

领域、所处地域、行业竞争等因素影响，服务辐

射范程较短，能覆盖的领域和区域有限。

（2）市场化商业模式 /运营机制不够清晰，

用户黏性不高。现有综合科技服务机构及平台市

场化、商业化程度较低，机构及平台盈利模式单

一。同时，由于商业模式不清晰，机构及平台用

图 6 产业组织资源共享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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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增长依赖于组织方自身影响力和大范围的地面

推广活动，获取客户成本较高，用户黏性较差，

平台活力不足。

（3）资源集成成本较高，质量参差不齐。京

津冀综合科技服务涉及跨区域、跨领域科技服务

资源集成，对于服务机构自身资源集聚能力提出

较高要求，由于优质科技服务资源梳理有限，使

得资源集成成本持续走高。同时，现有机构、平

台资源集聚能力差别较大，所集聚的各类科技服

务资源质量有较大差异。

3 主要启示

根据对京津冀综合科技服务模式的总结以

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动态新趋势的分析，京津冀

综合科技服务下一步发展应重点强调核心能力建

设、顶层设计打造、社群化服务以及利益分享机

制 4 个方面。

（1）明确核心能力，围绕专业性与高效性

打造核心竞争力。具有核心服务能力的专业领域

机构，可以实现自身资源能力转化输出实施服

务，也可以依托自身拥有的资源入口包括同体系

资源、客户资源、合作伙伴资源等，进一步开展

资源集成。同时，针对研究开发、技术转移、创

业孵化等不同科技服务领域，聚集领域内具备专

业性、权威性科技服务机构，以此建立核心竞争

力，打造专业性、权威性和服务保证性的专业信

誉，增强对用户的吸引力。

（2）强化顶层设计，建设专业运营服务体

系。综合科技服务机构、平台运营方应从顶层设

计入手，组建专业运营服务机构和服务团队，作

为需求与资源的对接窗口，协调调动相关科技服

务资源，并按照流程规则开展服务实施。同时，

定期对团队人员开展专业培训，提高对服务需求

方提供科技服务咨询的能力，使其可完成单项服

务推荐或综合定制一体化解决方案推荐与综合定

制解决方案的分包，提高服务效率。此外，强化

制度引导，制定相关规章制度，确保工作有序开

展，明确运营服务机构或部门的薪酬与激励机

制。

（3）提供专业社群化服务，培养用户黏性。

综合科技服务机构应围绕京津冀重点发展产业领

域、科技服务领域和地理区位建立社群，设定专

门资源、服务及交流板块，释放产业集群效能，

促进市场化科技服务机构吸引集聚。同时，采取

线上线下双渠道运营机制，精细化定制线上内容

板块，强化社群线下活动组织，针对不同类型社

群进行定向线上服务和线下活动内容的生产，提

高社群内成员参与度，实现用户黏性提升、平台

宣传、客户招揽、供给双方深层次对接。

（4）搭建综合科技服务平台，与多方对象

建立资源开放与利益共享机制。对接地方政府科

技管理部门和专业化服务机构，搭建综合科技服

务平台，优化京津冀资源配置，促进京津冀科技

服务资源的跨区域、跨产业的开放共享。在政

府端，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产业咨询、数据统

计等支撑服务，并协助三地政府进行跨区域科技

创新券的流通，政府则将部分政务服务导入科技

服务平台，发挥资源配置引导作用和政府公信力

带来的品牌集聚效应。在专业化服务机构端，平

台重点为专业化服务机构提供机构宣传、客户导

流、供需对接服务，拓宽服务机构的获客渠道，

同时平台收取通过中介达成的交易部分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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