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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向城市群建设需求，集成科技服务平台，构建科学高效的科技服务云平台运营模式，已成为促进成渝城

市群科技服务资源集成和互通互联，助推城市协同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以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了解成

渝地区平台提供方、平台使用方对科技服务平台的利用状况，以及对于科技服务平台集成服务的需求，提出成渝城市

群公共科技服务平台运营模式，包括“共管共建”投资与治理模式、科技资源获取模式、“充分共享”科技资源共享模

式、科技服务定价模式以及科技服务激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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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need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construction, integra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rvice 
platform and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and high-efficient operation mo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rvice platform 
have become important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conne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rvice 
resources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ies as well 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by learning the utilization status of 
the platform providers and users in Chengdu-Chongqing area and the demand for integrated services of the platform,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platform, including "co-management and co-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governance mo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acquisition mode, and "full sharing" mo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sharing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Pricing mod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incentive mod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are put forward also.
Keywords: cloud service plat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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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成渝城市群建设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以此为背景，面向成渝城市群壮大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现代服务业构建共建共享共用的科技服务体系，

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综合科技服务平台，对于促

进区域内科技服务资源集成与互通互联，实现成

渝城市群创新发展与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

科技服务平台以资源开发共享的方式优化科

技资源配置，提供文献服务、专家服务、技术服

务等科技创新服务，是推动创新创业、降低创新

成本的重要载体和保障 [1]。以科技服务平台建设

为指引，研究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

平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科技文献共享平台、

网络科技环境平台等国家科技服务平台相继建

立。这些平台在区域范围内开展科技文献服务、

设备仪器共享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创新服

务取得显著成效 [2-3]，为地区科技创新发挥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市场中介式平台、行业联盟式平

台等不同运行模式的科技服务平台，是构建科学

合理的平台服务模式的有益探索 [4]。同时，学者

们对跨区域科技服务平台的运行模式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如刘晓峰 [5]针对东北（黑龙江、吉林、

辽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资源共享，剖析了

“龙江平台模式”，即以黑龙江科技创新创业服务

平台为核心，面向东北区域提供科技资源共享服

务；刘烨等 [6]针对省际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布局的

差异性和跨区域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布局，提出

平台与产业相适应的平台布局原则，如长三角地

区的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应当与该区域的装备制

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

相结合，西南地区的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则重点为

该区域内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产业等产业提

供服务。与地区特质、行业特质、服务对象需求

相契合，创新平台运行模式，成为科技服务平台

效应发挥的关键。

然而，从现有研究来看，针对成渝城市群科

技服务平台的集成运行模式研究还不很深入。为

此，本文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重庆、成都

地区平台提供方以及平台使用方的反馈，了解重

庆、成都地区当前科技服务平台的使用状况，构

建成渝城市群科技综合服务平台运行模式。

1 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目前，重庆、四川科技服务平台相对分散，

有政府完全投资建立的科技资源类服务平台，也

有行业应用主体投资建立的中介服务类平台，并

且不同的科技服务平台、服务项目有着不同的定

价方式。在平台后续运营的方式中，有依靠政府

后续投入的方式，也有收取服务费、会员费等方

式。为吸引用户使用平台，有采取“创新券”激

励模式，也有采取年费优惠的模式。总的来看，

成渝两地科技服务平台分散化、重复化问题较为

突出，急需以集成化为核心梳理治理模式、定价

模式及服务激励模式。为了解平台方与使用方对

于科技服务平台的态度，分别编制了针对平台提

供方和平台使用方的调查问卷，并分别在重庆、

四川成都地区，向中小微企业、科技服务平台单

位、产业园区入驻单位发放问卷。

1.1 问卷调查目的

问卷分为针对平台提供方的问卷和针对平台

使用方的问卷两类。针对平台提供方的问卷，重

点了解平台提供的服务、平台所提供的服务资源

中使用较多的资源状况、平台主要的服务对象、

平台的投资主体、平台的收入来源、平台的成本

费用构成、平台总体运营成效、平台资源外部获

取渠道、平台集成方式以及集成所面临的主要困

难。针对平台使用方的问卷，重点了解其获取科

技资源的途径、不同科技服务资源（科技中介、

科技服务平台、无第三方参与的直接洽谈）的突

出优势、希望科技服务平台所提供的资源类型、

希望科技服务平台的收费方式、跨平台获取科技

服务资源的现状、跨平台获取科技服务资源的原

因、成渝研发合作的频率以及跨区域研发合作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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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问卷发放对象与数量

在对重庆、四川成都地区，包括重庆猪八戒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重

庆科技学院众创空间、重庆市九龙坡区产业园、

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成都度云物联网技术

有限公司等单位在内的调查对象进行访谈的基础

上发放问卷。本次问卷共发放 125 份，回收 86
份，回收率 68.8%。按地区分，在重庆地区发放

问卷 65 份，回收 52 份，回收率为 80%；在四

川成都地区发放问卷 60 份，回收 34 份，回收率

为 56.6%。按调查对象所在单位类型划分，中小

微企业发放问卷 43 份，回收 35 份，回收率为

81.4%；科技服务平台单位发放问题 26 份，回收

23 份，回收率为 88.46%；产业园区入驻单位发

放问卷 56 份，回收 28 份，回收率为 50%。

1.3 调查内容

对平台提供方发放的问卷，重点了解科技服

务平台定位，主要包括：科技服务平台的层级、

哪些属于公共服务平台、哪些行业属于服务平

台、属于哪些区域服务平台；现有科技服务平台

聚集的资源包括是否涵盖专家资源、文献资源、

企业资源、项目资源、成果资源等；科技服务平

台运营模式，包括谁投资建设、建成后如何盈利

或者维持运行、资源如何获取、服务收益如何取

得、平台如何运行、平台运行方式怎样、采用会

员制还是理事会制、服务费用价格如何制定、如

果有利益如何分配、线上与线下如何融合等；平

台运行取得的成效，包括服务对象的规模怎样、

提供了哪些服务、提供不同类型服务的具体数

量；平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对于平台使用者，重点了解他们对于平台的

使用体验，相比科技中介、直接采购等其他渠道

而言，科技服务平台具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当前

通过科技服务平台所能够获取的资源；从使用者

角度，还希望科技服务平台提供哪些资源，获取

这些资源需要付出怎样的成本代价；跨平台、跨

区域使用科技服务平台的现状以及困难。

1.4 问卷调查的科学性

问卷题项的设计是在已有学者对于科技服务

平台运行效果评价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经

问卷信度检验（α值为 0.675），基本符合统计要

求，可以认为问卷是真实、可信的。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平台提供方

2.1.1 平台提供的服务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者看来，

当前科技服务平台提供服务资源量的大小依次为

专家资源（65%）、项目资源（62%）、检验检测

资源（56%）、产业基地资源（33%）、企业资源

（32%）以及设备资源（22%）；而当前科技服务

平台所使用服务资源量的大小依次是文献资源

（44%）、项目资源（44%）、专家资源（38%）、

成果资源（28%）、产业基地资源（12%）、设备

资源（11%）以及研发机构资源（11%）。

由此可见，对于科技服务平台所提供的与使

用的服务资源的程度来看，项目资源的提供和使

用都较高；平台提供最多的专家资源其使用程度

却并不是最高；平台提供的文献资源量并不算最

高，但使用程度却较高。

从平台服务对象来看，平台提供方认为，目

前平台的主要服务对象为企业，主要服务范围为

行业内和区域内。由此可见，目前平台主要是面

向企业提供服务，并且具有行业聚集度较高的特

质，因此科技服务平台重点要提供产业科技服

务，可是能够跨区域提供科技服务的平台还比较

少。

2.1.2 平台运营状况

（1）从平台收入来源来看，平台提供方认为

当前科技服务平台主要收入来源是按服务项目收

费、会员会费、平台使用年费、按交易成果项目

收益分成。

（2）从平台成本费用构成来看，平台提供方

认为当前主要有资源购买费用、人员工资、日常

办公开支、广告费用以及设备购买 /租赁费。

（3）对于平台经营成果的评价，多数被调查

者认为平台目前能够维持盈亏平衡，少部分被调

查者认为平台能够盈利，但没有人认为平台会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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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这表明被调查者对于平台运营能够维持收支

平衡，甚至实现盈利持保守的乐观态度。

（4）对于平台运行模式，多数被调查者认

为当前科技服务平台的运营模式为自负盈亏的模

式，少部分人认为是“财政+自筹”的模式，没

有完全的财政拨款模式。

（5）对于平台收入分配，被调查者认为当前

最主要的收入分配方式为运营单位、主管部门、

开发者之间分成，其次是全部自留，再次为上缴

财政或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与主管部门分成。

2.1.3 平台集成模式

从平台集成的方式来看，绝大多数被调查者

认为平台集成的方式为后台资源集成，其次为提

供链接。由此可见，平台集成是技术方面的整合

并通过后台资源集成方式来实现。

对于平台集成所面临的困难，被调查者认

为，最突出的困难在于平台数据异构、平台跨行

业导致平台面向服务对象不同、平台跨区域导致

平台资源集成后服务收益难以分配。在被调查者

看来，对于平台投资主体的不同性质所造成的集

成障碍，并不是当前最主要的困难。由此可见，

对于集成障碍，技术原因仍然是首要的问题，其

次是行业差异、服务对象差异。因此，针对不同

行业，提供有行业针对性的科技服务成为克服困

难的重要途径。相比于数据异构、行业差异而

言，跨区域对于平台集成造成的困难更加容易克

服。

2.2 平台使用方

2.2.1 科技服务平台所发挥的作用

从被调查者获取科技服务资源的途径来看，

科技服务平台占据了最为突出的位置。有 72%的

被访者认为科技服务平台是获取科技服务资源的

主要途径。在优势调查方面，被调查者认为科技

服务平台的最大优势在于内容丰富，其次是响应

及时，同时认为中介公司的突出优势在于服务周

到。通过对两者的对比，可以看到服务周到性在

中介公司的体现更为明显，因此科技服务平台在

发挥内容丰富、响应及时的现有优势的同时，还

可以进一步提高服务周到性。

2.2.2 科技服务平台的服务内容

对于使用者而言，最希望科技服务平台提

供的资源是专家资源，其次是成果资源和项目资

源。由此可见，科技服务平台需要扮演好专家的

角色。

在不同的收费方式中，被调查者认为最为理

想的收费方式为按服务项目计费，即根据平台所

提供的服务项目分项目计费。其次是项目有收益

后再分成。

2.2.3 多平台的使用

对于跨平台提供的科技资源服务，绝大多数

被调查者认为当前还不能“一站式”获取资源，

需要从不同渠道对资源进行手动汇集。被调查者

认为，由于不同平台提供的服务有差异、不同平

台提供的信息资源存在差异的原因，不得不使用

多个平台，通过跨平台的方式获取所需要的科技

资源，而不同平台费用的差异并不是使用多个平

台的主要原因。跨平台获取信息资源所面临的主

要问题是信息筛选会耗用更多的时间，同时信息

筛选难度较大。

2.2.4 跨区域科技服务需求

调查显示，被访者对于跨区域获取科技资源

的频次并不高，有 50%的被访者会偶尔跨区域获

取科技资源，只有 5.56%的被访者会经常跨区域

获取科技资源。

在被访者中开展成渝合作研发的频率也不太

高，有 61.11%的被访者会偶尔开展成渝合作研

发，有 11%的被访者会经常开展成渝合作研发。

概括起来看，目前科技服务平台已经成为获

取科技资源的主要渠道，其内容丰富的优势相对

明显，提供专家智力资源成为平台使用者的主要

预期，按服务项目收费成为平台使用者所希望的

理想收费方式。由于信息资源不同、服务方式不

同，使用者当前不得不从多个平台获取资源，信

息筛选耗时耗力的弊端导致急需集成科技服务平

台。

3 集成运营模式的建立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可知，成渝城市群科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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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的集成已迫在眉睫。当前，科技云已经成

为科技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范式 [7]。它所具有的敏

捷性、成本可控、高效率以及泛在访问特点，能

够使不同区域、不同部门的科技单位，以及不同

身份、不同需求的科技服务需求者，通过集成的

方式获得科技资源 [8]。因此，科技云能够满足成

渝城市群范围内以集成方式获取公共科技服务的

需求。目前，科技云已经应用于跨系统图书馆联

盟 [9]，成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重要技术支撑。

与此同时，科技云也被应用于金融领域 [10]，将大

数据风控、支付结算等信息资讯以外的金融业务

功能融合于集成平台中。但已有研究仅提出了基

于云平台的科技服务内容，而对于平台运营模式

尚缺乏关注。

下面将以科技云异构服务为基础，根据平台

使用方以及平台提供方的调查结果，在明确现状

与需求的前提下，提出构建成渝城市群公共科技

服务云平台的集成运营模式。

3.1 “共管共建”的投资与治理模式

目前，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四川省大型

科学仪器共享服务平台、四川省科技文献共享服

务平台、四川省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四川省实验

动物公共服务平台、四川省植物资源共享平台以

及四川省科技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等都体现了

公益性质，即由政府投资建立，委托科技管理部

门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成渝城市群公共科技服

务平台建设也可以采取政府投资模式，分别由重

庆市财政、四川省财政进行投资。同时在科技部

的项目支持下，成渝城市群公共科技服务云平台

的建设还可以通过项目资金获得资助。

集成后科技服务云平台的治理结构需要考

虑对成渝城市群的异地跨部门现状进行适应性调

整。集成后的成渝科技服务云平台的治理结构如

图 1 所示。

（1）由重庆市科委、重庆市教委、重庆市财

政局、重庆市发改委以及四川省科技厅、四川省

教育厅、四川省财政厅以及四川省发改委共同构

建成渝科技云平台管理委员会，形成成渝科技云

平台的决策机构，负责综合协调平台涉及的单位

和部门，负责研究制定成渝科技云平台的发展规

划、政策措施、标准规范和评价办法，负责牵头

对成渝科技云平台运行绩效进行考评。

（2）成渝科技云平台管理委员会下设成渝科

技与平台管理办公室（重庆）和成渝科技云平台

管理办公室（四川），管理办公室挂靠在当地科

技管理部门，接受科技管理部门和成渝科技云平

台管理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科

技云平台的建设、维护工作；负责科技云平台的

图 1 成渝科技服务云平台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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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运行管理规则；负责牵头制定设备仪器共享

管理办法、科技文献共享管理办法、科技成果共

享管理办法、科技人才信息共享管理办法，推动

科技云平台有序运行。同时，管理办公室负责科

技资源收集、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绩效考评。

（3）成渝科技云平台管理办公室（重庆）与

成渝科技云平台管理办公室（四川）共同对科技

云平台的资源池构建、科技服务共享负责。需要

成渝两地协商解决的事务，则由两地平台管理办

公室协商沟通解决；需要由科技云平台管理委员

会决策的事务，则由管理办公室报请管理委员会

决策。

3.2 科技资源的获取模式

以集成方式运行的科技服务云平台，科技

资源由原重庆、四川两地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提

供，即由重庆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四川省大型科

学仪器共享服务平台、四川省科技文献共享服务

平台、四川省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四川省科技

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分别为科技云平台提供科

技资源。原平台的既有科技资源获取方式保持不

变。归纳起来，获取科技资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

式。

（1）“行政指令”式科技资源获取。通过政

府颁布的行政指令，要求国有企业、科研院所、

高等学校等单位或部门，通过财政资金获取的科

技资源，尽管管理部门和使用部门仍归属相应的

单位或部门，但该部门科技资源需要通过科技云

平台进行资源共享。例如，通过财政资金购置的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以行政指令的方式要求设备

管理部门必须将设备纳入科技服务平台，提供科

研仪器设备共享服务。科技成果共享服务一般也

采取该种方式获得信息资源，即通过行政指令要

求在地区范围内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财政资金资

助的科研项目，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必须纳入科技

服务平台，提供科技成果共享服务。

（2）“采购”式资源获取。通过平台采购相

关数据库，获取科技信息资源。例如，科技文献

共享服务所提供的文献信息资源，主要通过平台

采购相关数据库的方式，获得文献检索权后再向

信息需求方提供文献资源共享服务。

（3）“会员”式资源获取。公共科技服务平

台不仅面向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也

面向民营企业和个人提供服务。对于科研仪器设

备、科技服务、科技成果等，可以通过会员认证

的方式吸纳能够提供科技资源的单位、个人。这

些单位、个人成为科技云平台会员单位后，即可

通过科技云平台发布科技资源共享服务项目，同

时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

3.3 “充分共享”的科技资源共享模式

从共享范围的角度，建设成渝科技服务云

平台是为了促进重庆、四川两地科技资源充分共

享，因此需要打破重庆、四川的地域划分对资源

共享构成的障碍，尤其是地方财政资金资助对科

技资源地方性使用所造成的限制，要通过两地共

建的“成渝科技云平台管理委员会”进行充分协

商沟通，促进科技资源流动与共享。

在充分共享的思路指引下，科技服务云平台

集聚的科技资源不再受地域以及地方财政资金使

用范围限制，科技云集成的仪器设备资源、科技

文献资源、科技成果资源、科技人才资源、实验

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微生物资源等在重庆、四

川两地范围内完全共享。以科研设备仪器共享为

例，通过四川省财政资金购买的科研设备仪器，

不仅对四川省范围内的企业、科研院所及高等学

校等单位提供共享服务，也对科技云支持下的重

庆范围内的用户提供共享服务，从而在成渝范围

内扩大原有的共享服务范围。同样地，重庆市财

政资金购买的科研设备仪器，其共享服务范围也

拓展至四川省。这种模式将打破地域限制与财政

资金使用范围的限制，促进成渝两地科技资源流

动与共享。但要实现跨区域的科技资源流动与共

享，突破地方财政资金使用区域限制成为关键。

为避免后期重庆、四川两地对科技资源投入

可能出现的“搭便车”现象，“成渝科技云平台

管理委员会”需要对科技资源共享效率评价、科

研仪器设备购置联合评议、科研资源增减管理等

进行充分协商，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的同时保证后

续投入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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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科技服务的定价模式

在科技服务云平台集成模式下，政府投资使

云平台具有公益性质，不以盈利为目的。平台只

针对所提供的科技服务进行收费，以弥补运行成

本。因此对于平台所提供的信息中介服务，可以

不收费，对于科技文献检索、科技查新等服务，

可以适当收费。用户通过科技服务云平台获取科

技服务，可采取以下定价模式。

（1）供需双方自由竞价。在这种方式下，公

共科技服务平台侧重于提供供需双方信息，不对

供需双方服务定价进行干预，将定价权完全赋予

供需双方。供需双方价格协商可以通过线上及线

下方式进行。平台在公益性导向的指引下，信息

资讯服务定价的目的在于弥补运行成本。在成渝

城市群集成服务模式下，供需双方自由竞价则需

要考虑服务成本，以及成渝两地的交通成本、人

力资源成本差异等因素；平台服务资讯价格则需

要综合考虑成渝两地平台运行成本差异。

（2）政府主导价格。为了避免供需双方价格

严重偏离市场价格，平台可以采用公布参考价格

的方式，确立主导价格，为供需双方价格协商提

供参考。政府主导价格的确定，可以选取市场一

般价格，也可以在平台数据积累的基础上，提供

最近时期同类型交易的协商价格。在成渝城市群

集成服务模式下，政府主导价格需要由成渝两地

科技主管部门协商确定，在成渝范围内呈现统一

的政府主导价格。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定价，在价格形成后，可

以采用会员年费一次性支付方式、按项目分次支

付方式等支付方式。

结合之前的调研情况，平台使用者希望科

技服务能够采取按服务项目计费的方式，这就要

求集成后的平台能够细分服务项目，剖析不同服

务项目的成本构成，以确定按服务项目的计费标

准。

3.5 科技服务的激励模式

（1）创新券的跨区域流通使用。重庆科技

服务公共平台目前通过提供创新券方式鼓励科技

资源共享，而四川省尚未采用这种方式。创新券

在重庆科技服务平台应用取得了良好成效，在科

技服务交易支付方式中，通过创新券支付占到

90%以上。在重庆、四川科技资源充分共享的前

提下，重庆创新券能否向四川省的单位支付，四

川省的单位提供科技服务能否获得重庆创新券补

助，已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鉴于重庆、四

川科技资源充分共享的新需求，建议四川省也采

取创新券的方式。这样，重庆、四川科技管理部

门分别面向各自区域内的中小科技型创新企业发

行创新券，但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在重庆、四川

范围内跨区域使用。创新券跨区域使用如图 2 所

示。

重庆、四川科技管理部门各自对本区域内创

图 2 成渝科技云平台创新券跨区域流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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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企业提供创新券，但创新券可在重庆、四川

范围内流通使用，同时重庆、四川范围内提供科

技服务获得的创新券，分别由重庆、四川科技管

理部门负责兑现。

（2）绩效评价后直接补贴模式。在这种模式

下，重庆将停止目前的创新券激励模式，与四川

省一起统一为绩效评价后提供直接补贴。即重庆

市科委、四川市科技厅通过“成渝科技云平台管

理委员会”协商确定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绩效考核

指标，定期根据考核指标对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绩

效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对提供科技资源共

享服务的单位进行补贴。在这种模式下，统一重

庆、四川两地的科技资源共享绩效评价和绩效评

价实施过程，由“成渝科技云平台管理委员会”

统一口径提供补贴。在云平台经费预算中事先对

绩效评价补贴经费进行列支预算。该模式推行的

关键是两地科技管理部门需要通过“成渝科技云

平台管理委员会”对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绩效制定

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如仪器设备共享率、科技

文献检索使用量等。

（3）“创新券+绩效评价后补贴”模式。在

这种模式下，重庆和四川两地对科技资源共享服

务采用不同的激励模式，重庆仍沿用当前的创新

券模式，四川省仍沿用当前的绩效评价后补贴模

式。尽管这种模式对现状改变最小，但需要明确

科技创新企业能否用重庆科技管理部门所提供

的创新券向四川省的单位购买科技服务。如果创

新券仅限于重庆地区使用，而目前科技服务购买

的主要结算方式为创新券，重庆科技创新企业购

买科技服务仍将限于重庆地区，那么重庆与四川

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效果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

4 结语

促进成渝城市群科技服务资源集成和互通互

联，助推城市协同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急需构建

科学、高效的科技服务平台运行模式。本文以现

有研究成果为框架设计问卷题项，通过对成渝地

区平台提供方、平台使用方进行问卷调查，了解

平台提供方提供的科技服务资源、投资方式、资

源获取方式、运行成效等内容；了解平台使用方

对科技服务平台的评价、对平台集成的需求以

及平台科技服务的需求。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提

出成渝城市群云公共科技服务平台运行模式，即

“共管共建”投资与治理模式、科技资源获取模

式、“充分共享”科技资源共享模式、科技服务

定价模式以及科技服务激励模式，并对不同模式

优缺点及适用条件进行分析。本文对于不同运行

模式的运行效果还缺乏比较，需要后续进一步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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