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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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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服务业在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

如何更好地将科技服务与区域产业特色有效结合，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快速高效发展，但是多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

市研究，对三线、四线中小城市研究不足。本文结合宏观环境分析法（PEST）的方法理论，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

四个纬度对淄博市科技服务业面临的宏观发展现状及环境进行简要剖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淄博市实际情况提

出了相应的行业发展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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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 F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Service Industry in Zib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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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in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more and more experts and scholars begin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how to better combinate with the science effective service and the regional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thu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fast and efficient, but much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big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three or four line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cities. Combined the PEST analysis theory, from four aspect of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identify the macroscopic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of Zibo c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find the problem, and combine with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Zibo city provide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Keywords: Zibo city, technology services, PEST analyses, macro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factor analysis

作者简介：于晓敏（1980—），女，淄博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情报研究、科技咨询与项目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火矩计划环境建设类项目“中国创新驿站淄博基层站点科技服务体系建设”（2013GH551228）。
收稿时间：2016 年 6 月 29 日。

1 引言

科技服务业是以“提供知识服务、技术服务

为主要服务手段，以社会化与专业化服务相结合

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管

理体系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知识经济与服务经济

紧密结合的产物，是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内容之

一，也是进一步加快企业自主创新步伐，推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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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创新体系建设，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

力量”[1]。2012 年颁布的《现代服务业科技发展

十二五专项规划》指明了科技服务行业对推动经

济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今后的发展方向。2014 年

10 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4〕49 号）再次重申了科

技服务业的重点任务，即：重点发展研究开发、

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孵化、知识产

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科学技术普及等专业

科技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提升科技服务业对科

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2]。

目前，随着服务业在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

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专家、

学者开始关注如何更好地将科技服务与区域产业

特色有效结合，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快速高效发展，

但是多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研究，对三线、

四线中小城市研究不足。韩鲁南、关峻等 [3]结合

PEST方法探讨了北京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李

建标、汪敏达等 [4]从产业协同和制度谐振视角对

北京市科技服务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田丽娟 [5]运

用“PEST-SWOT模型对太原市科技中介机构发

展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结构性分析，并针对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及建议”；陈岩峰、

于文静 [6]采用因子分析法，从发展水平、社会科

技活动和发展环境 3 个方面对广东省科技服务业

服务能力进行了研究；许可、肖德云 [7]对科技服

务业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分析界定，探讨了科技

服务与科技创新之间的作用机理，最后介绍了湖

北省科技服务业与区域科技创新现状；石忆邵、

刘玉钢 [8]对上海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研

究，提出了建设具有上海区县特色的科技服务业

集群；程梅青等 [9]总结了天津市科技服务业发展

的特点和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对天津市科技服

务业面临的发展形势做出了分析。

本文以淄博市科技服务业为研究对象，利用

宏观环境分析法（PEST，P-政治，E-经济，S-

社会，T-技术）的方法理论，分别从政治、经

济、社会、技术 4 个纬度，探讨淄博市科技服务

业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分析行业现阶段发展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建议。

2 政治因素

（1）国家积极鼓励企业研发创新

近年来，我国大力开展创新型国家建设，加

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升新动力，积极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构建“双创”新格局。为此，相

继出台了多项鼓励创新研发优惠政策。2008 年，

国家连续出台了《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

理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两项政

策，通过税收减免有力地支持了企业在新技术、

新产品、新工艺方面的研发创新以及对创新型企

业的培育。同时，国家为了加快建设以企业为研

发主体的新型研发创新体系，相继设立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 计划、火炬

等多项计划，通过前期投入或后补助形式拨付专

项资金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扶持，鼓励和引导企

业增大R&D投入。淄博市也相继出台了《关于

推动转型升级建设工业强市的若干政策意见》、

《淄博市培育科技创新品牌，深入开展“双创”

活动的实施意见》等政策，围绕建设工业强市，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产业布局，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的科技研发体系。

（2）国家政策对科技服务业积极扶持

为了顺应市场发展，快速融入全球经济发

展体系中，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提出了改革国

家科技体制和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进入 21 世

纪，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服务行业竞

争压力逐步加大。为此，国家通过政策扶持和

完善立法，积极构筑科技服务体系，加快人才的

培养和引进，催生了一批优秀的科技服务中介机

构和现代化服务基地、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07
年、2010 年科技部先后启动了国家技术转移示

范机构、中国创新驿站体系建设工作。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 2014 年 8 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

出了推动和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壮大的五项新措

施；同年 10 月，在新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

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再次重申了科技

服务业的重点任务。淄博市也在鼓励高层次人才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8卷第6期  2016年11月

─ 40 ─

创业、技术转移转化、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产业

研究院等方面给予了积极鼓励和政策支持。

（3）国家积极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随着当今世界新技术、新产业的迅猛发展，

绿色环保的知识密集型战略新兴产业逐渐成为引

领经济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目前，世界各国均

加快战略调整，大力推动绿色能源、新材料、现

代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加快培育掌握核心

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新兴产业，抢占

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有利位置。我国十分重视

对战略新兴产业成长的推动和培育，将其作为推

进我国工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

的重要支撑。2010 年、2012 年相继颁布的《关

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均提

出以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等新兴产业为重点发

展方向，加快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产业层

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3 经济因素

（1）经济增速逐步变缓，市场竞争加剧

进入新世纪，投资和出口成为了我国经济快

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引擎，我国经济迎来了新一轮

的快速增长周期。但随后在金融危机与西方信贷

危机的双重打击下，全球经济迅速陷入低迷，我

国经济也受到巨大影响。淄博市属于我国经济较

发达城市，2014 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4029.8 亿

元，比 2013 年增长 6.01%，增长率同比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 [8]。如图 1 所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

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环境下，淄博市

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增长的节奏将

逐步放缓。

（2）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城市，淄博市产业结构矛

盾突出，当前正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

阶段，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增长模式已

不可持续的前提下，一批高耗能耗水、高污染、

高投入、低产出的项目必将面临淘汰，大力发展

绿色科技和现代服务业已成为淄博市实现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和构筑新型发展动力的重要支撑。

有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4 年年底，全市科技活

动机构共 337 家；三次产业占比由 2010 年的

3.7:61.6:34.7 调整为 3.5:55.8:40.7[9]，如图 2 所示，

服务业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三次产业总体呈现出

结构不断优化、协调性逐步增强的良好态势。

（3）科研经费投入逐年增加

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淄博市科技

经费投入也在快速增加。有数据显示，2014 年淄

博市公共财政科技预算支出为 8.26 亿元，占当年

全市财政预算支出的 2.41%；全市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共投入 74.73 亿元，占全市生产

总值的 1.85%， R&D投入强度（R&D经费与主营

图 1 2010—2014 年淄博市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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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收入之比）达 0.66%。

4 社会因素

（1）社会需求层次提升、服务意识增强

在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动

科研管理体制改革、鼓励发明创造的背景下，各

行业科研人员及民间发明家的创新得到进一步释

放，但他们在进行技术创新、科学研究、成果转

化等创新创业活动中，迫切希望经验丰富的科技

服务机构能够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指导，解决他们

在科研过程中遇到的困扰。同时，在建设服务型

政府，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的过程中，在

处理政府公共资源与社会民间资源的协同关系、

提高政府管理与行政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更好

地引导社会资源的投向、发挥民间资源的积极作

用等方面，需要各类科技服务机构在科技评估、

技术转移、产学研合作、决策咨询、知识产权维

权、信息咨询、项目评估与管理中发挥积极的桥

梁纽带作用，起到沟通协调、资源整合、组织实

施、公正评价的作用，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1]。

（2）科技人力资源逐步增强

雄厚的科技人才力量是科技服务行业快速

发展的基础。截止到 2014 年年底，淄博市拥

有科技活动人员 3.28 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人员 1.39 万人，占当年科技活动人员

的 42.38%；R&D人员合计 2.72 万人。全市现

拥有“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39 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46 人，“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4 人。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分站）在站 25 人。山东省首席技师累

计达 74 人，技师、高级技师累计 2.2 万人。取得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累计达 3 万人，取得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累计达 9.9 万人。由此，科技人才数量

的稳步增长，在长期内构成了对科技服务业持续

发展的动力。

5 技术因素

（1）科技成果产出快速增长

随着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

力，淄博市科技成果产出快速增长。2014 年全

市科技成果登记数为 242 项，比上年增加 18 项，

同比增长 8.04%；全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 3864
件，比上年增长了 22.74 个百分点，授权 677 件，

占当年申请量的 17.52%。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

491 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达到 16.9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4.19%。

（2）技术共享平台的搭建与应用

从“十一五”开始，淄博市启动了包括研

究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科学数据

（文献）资源共享平台、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

等六大领域的多个平台建设项目。累计建设了省

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17 个，市级以上工

图 2 2010—2014 年度淄博市三次产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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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 871 家。其

中，省级研究中心和技术中心 231 家，国家级 12
家；市级创业示范园区 4 个，市级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 2 个；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34 家；拥有

院士工作站 66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

达 20 家，产业研究院 9 家；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达 240 家，其中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26 家。这些共享平台、科研中心的建设集聚了各

行业多年的科技数据，丰富了科技服务机构对科

学数据、先进成果、科技前沿信息的获取渠道。

6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6.1 存在的问题

淄博是一个工业城市，科技服务业起步较

晚。近年来，在淄博市委、市政府转方式、调结

构的政策引导下，科技服务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行业整体规模较小。截止到 2014 年年

底，全市共有科技活动机构 377 家，科技服务业

产值为 35.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仅占当年

第三产业产值的 2.14%；全市科技服务业固定资

产投入 71.03 亿元，平均拥有固定资产仅 0.19 亿

元，固定资产投入的严重不足制约了自身市场竞

争能力和企业的快速发展。全市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为 0.64 万人，仅占全国科技服

务业从业人员的 0.17%。总体上来看，全市的科

技服务业人员大都具有本科、大专或其他学历，

高层次人才严重匮乏，尤其缺少对行业战略谋

划、引领人员，导致了科技服务业整体规模和效

益难以快速提升。

二是整体服务水平、质量不高。淄博市目前

现存的科技服务机构业务普遍单一。在全市现有

各类科技服务机构中，生产力促进服务机构、科

技信息培训、知识产权、科技创业孵化、科技咨

询已初现规模，但质量良莠不齐，导致整体服务

水平偏低，甚至相当一部分机构存在业务定位模

糊，核心业务能力过度依赖于北京、上海等一线

城市联盟机构，行业供给与市场需求处于供需之

间低水平的互动之中，缺乏一批具有核心竞争能

力、有一定行业影响能力的特色科技服务机构。

三是行业秩序不够规范，体系不够完善。目

前，淄博市科技服务行业发展缺乏系统性的规

划，政府关注度和政策引导不足，总体发展目标

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市场上许多需求主体受传统

思想的影响对科技服务机构信任度不强。当在科

技活动环节出现技术等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向

政府部门求助，还不习惯或不愿意向科技服务机

构寻求帮助。

四是行业区域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淄博市是

一座典型的组群式城市，行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主

要集中在张店、临淄等城区，这与该地区经济发

展较快、科技资源丰富有着密切的关系。综合来

看，不论在机构规模还是服务人才数量上，市政

府所在中心城区始终处于领先位置，是淄博地区

科技服务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而言，高青、

沂源等地区发展较为缓慢，全市科技服务业发展

水平整体水平不够均衡。

6.2 对策建议

（1）强化政策扶持，增加对行业的宏观指导

表 1 2014 年淄博市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指标

分类 服务指标 指标数

科技服务业

发展规模

科技活动机构数/个 377

R&D人员数量/人 27235

科技活动人员数/人 32849

科技服务业增加值/亿元 17.76

科技服务业

投入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亿元 74.73

科技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71.03

政府科学技术财政支出/亿元 8.26

科技服务业

产出

年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件 3864

年发明专利授权数/件 677

全年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项 491

全年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16.9

科技成果数/项 242

科技服务业

发展环境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801.2

科技创新

平台

（累计）

省（企业）重点实验室/家 17

院士工作站/家 66

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家
231

科技基地园区/个 6

科技服务业

发展规模
科技活动机构数/个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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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良好

的发展环境。一方面要加快推动科技服务业激励

政策的出台，为科技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

投资兴业环境。通过设立科技中介机构服务奖励

基金、科技成果转化等专项服务资金，针对重点

领域积极实施科技创新券政策、技术转移政策、

孵化培育政策、科技金融政策等相关措施，引导

科技服务机构积极开展专项服务；积极鼓励区域

内高校及科研院所通过注册独立法人机构或者与

企业联合对外开展科技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与层次。另一方面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加强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

优化科技服务结构，鼓励社会力量建立科技服务

机构，逐步建立健全科技服务机构门类，加快科

技服务机构的社会化、网络化、规模化、产业化

发展步伐。

（2）优化发展环境，培育成长土壤

一方面要进一步补充完善促进科技服务业发

展的法律法规和系列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工商、

财税、信贷作用，为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营造轻

松的经营环境，同时，加大政策性引导，制定不

同类别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分类管理办法，明确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增强科技服务机

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结合社会公益类事业单

位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强化资源配置监管，

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减少“红顶”中介，

加快以面向市场为主的服务型事业单位市场化改

革步伐；充分发挥科技服务业协会的作用，帮助

政府制定和实施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对行

业经营作风进行严格监督，维护行业信誉，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性市场竞争环境。

（3）积极构建区域特色服务体系

紧密结合淄博当地新兴产业结构布局，围绕

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和新材料等战略新兴技术领

域，通过整合行业资源、搭建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平台，从创新创业、技术研发服务、知识产权保

护等多个环节构建一批面向产业集群的专业中介

服务机构、创新合作联盟和新型技术研发中心提

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引导科技服务向整个“创

新链”拓展，鼓励众多拥有较强综合实力的科技

服务机构面向产业集群积极开展成果转化、研发

外包、项目管理、创业孵化、资本扶持等综合服

务为区域产业聚集、集群成长与发展提供“一站

式”的集成化服务。另外，要充分利用现有淄博

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技术交易平台、创业服务

中心等一批公益服务平台，增强公共服务职能；

充分发挥已建立的各创新驿站乡镇服务站点的作

用，逐步建立起市、区、乡镇高速贯通的科技服

务沟通体系，在加强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强

优惠政策等软件配套措施建设，围绕各区县产业

特点，形成区县服务特色，打造品牌机构。

（4）鼓励创新创业，培育科技服务业发展源

动力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培育和催生科技

服务业成长新动力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要加快推

进淄博市鲁中创新谷建设，搭建工业设计、先进

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新医药、新能源与节

能环保、精细化工、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创新创业

平台，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倍

增发展中培植科技服务业成长的源动力；另一方

面要积极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依托淄博市产业

发展基础和区域优势，以应用创新为导向，集聚

国内外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着力打造集战略规

划与咨询、应用研究与孵化、人才培养与引进和

投融资为一体的产业技术研发基地，建立技术服

务体系，加快科技与经济融合。

（5）加强科技服务业人才队伍建设

一要进一步提高现有人才专业服务水平。通

过再培训、再学习等多种手段不断加大科技服务

人才培训力度，尤其是专业技能水平培训，对现

有人员知识结构进行优化，鼓励服务人员多学

习、多积累相关服务领域的知识，真正造就一

批高水平的专业服务队伍。二要积极发挥区域高

校优势，汇聚科技服务业高端人才。面向淄博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在淄高校在人才高地

建设的“桥头堡”作用，创新引才、用才合作机

制，整合校地双方优势资源和渠道，积极开展科

技服务人才专业技术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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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和能力水平，扩大人才培养规模；积极探索

淄博区域内具备条件的高校建立科技服务业学科

体系，充分发挥“英才计划”、“千人计划”、“泰

山学者”等人才计划，引进和培养一批懂技术、

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科技服务高端人才，并

为人才提供提升和发展渠道，调动人才在科技服

务领域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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