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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武汉市还应该努力营造符合国际惯例

和规则的投资“软”环境，为投资商做好服

务。例如，制定和完善符合国际规则的法律

和法规；做好政府服务工作、提高政府效率；

重视与外商的交流沟通，建立规范的沟通渠

道；切实保护外商利益、依法办事等等。

其次，在武汉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 FDI 对 GDP 有显著的正影响。因此武汉

市在吸引 FDI 时应该突出重点，做好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 FDI 引资工作。例如，对于已

经形成良好基础、有市场竞争力的冶金、汽

车、光电子信息、物流等产业以及需要技术

改造的老企业，可采取一定的鼓励措施，以

增强外商进行投资的积极性。

第三，武汉市采用外资企业形式的 FDI

对 GDP 增长有显著正影响，目前另外两种

形式的 FDI 并没有对 GDP 产生显著正影

响。因此武汉市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鼓励外

资企业在武汉落户。当然随着武汉各种软环

境的成熟（例如思想观念的转变，合作意识

的加强等），合作、合资的方式也可能成为

FDI 的有效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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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DI on Regional Economy of Wuhan City

Abstract:The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es and forms of FDI with GDP in Wuhan city, a

province capital in the middle of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 FDI is correlated with GDP significantly. Further-

more, FDI does Granger cause GDP. Especially, FDI invested i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industry has posi-

tive impact on the increase of GDP significantly. Meanwhile, FDI in form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has pos-

itive impact on the increase of GDP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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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我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和市场运行特征，以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分析研究科技服务业的构成和作用；通

过中外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南京科技服务业的制约因素与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上提出“十一五”期间南京科技服务业发

展的思路、任务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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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科技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

1 科技服务业的基本概念

1.1 科技服务业的界定

科技服务业是一个新的概念。考虑到以

系统和动态的观点尽可能完整描述科技服

务业涵盖的内容，对科技服务业概念作如下

界定：科技服务业是以技术和知识向社会提

供服务的产业，其服务手段是技术和知识，

服务对象是社会各行业；科技服务业属第三

产业范畴，是第三产业的一个分支行业。该

定义指出了科技服务业的服务手段、服务对

象和产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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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技服务业的分类与作用

科技服务业涵盖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科学计划、成果评审、科技信息、科研条

件、科技金融、专利技术、技术标准化、计量、

科技咨询、技术贸易、专业人才培训等等围

绕着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的各种服务。可以

按服务内容的差异性、服务对象的差异性、

服务方式的差异性、组织性质的差异性等进

行分类。

根据我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特征和市

场运行特征，我们按服务内容的差异性将科

技服务业系统划分为科技信息、科技设施、

科技贸易、科技金融和企业孵化器 5 个子系

统，每一子系统以自身服务内容特征构成相

对独立的服务平台，即科技信息服务平台、

科技设施服务平台、科技贸易服务平台、科

技金融服务平台和企业孵化器服务平台。其

中，科技信息服务平台提供科学数据、信息

情报、计量与标准化、评估、论证、培训、会

展、技术论坛等服务；科技设施服务平台提

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阶段基础设施条件服

务，包括大型仪器设备等硬件设施、大型尖

端软件技术设施等服务；科技贸易服务平台

提供有形和无形技术产品的交易、产权交

易、技术扩散等所需的服务；科技金融服务

平台提供科技成果产业化所需的政府科技

基金、风险投资、商业融资等服务；企业孵化

器服务平台为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成长提

供从硬件条件到政策环境方面的服务。5 个

服务平台既独立运行又相互协作。

2 中外科技服务业发展状况比较分

析

2.1 与国际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

“科技成果转化”在国外一般称为“技术

转移”，反映了科研活动从创意、技术研发、

产品研发到产业化技术扩散即科技成果转

化全过程的完整内容。科技成果的转化过

程，是由市场需求拉动、技术创新推动、政府

相关政策和企业主体共同发挥作用而完成

的，其间受制于多方面的影响：技术成果的

成熟度、企业的吸收能力、科技服务业发展

水平、市场法律体系的健全程度。快速高效

地完成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提高创新能

力、增强企业产品竞争力、提升产业结构水

平，这些都需要发达的科技服务业作为保

障。可以说，科技服务业对科技成果的转化

起着较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南京的科技服

务业与国际发达地区相比起步较晚，正处于

发展初级阶段，特别是我国加入 WTO 后承

诺对服务业市场逐步开放，国际著名的科技

服务业机构必将进入我国市场，由此会对南

京的科技服务业发展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

2.2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比较分析

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第一中心城市，上

海未来的发展目标是要建设四大中心：国际

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

际航运中心[1]。从国家的角度看，目前也正在

努力将上海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化大

都市通常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是一个第

三产业的高度集聚地，其次，人口占全国的

10%，GDP 占全国的 10%。显然，仅仅依靠上

海尚不能达到这两个指标，因此，南京需要

融入其中，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南京与杭州在长三角经济区所处的地

理位置、行政地位、经济作用等具有相似性，

两个城市客观上存在竞争关系。南京的优势

在于：一直是全国重化工业、电子工业的重

要基地，在国际制造业迅速转移的背景下，

南京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较为广阔的经

济腹地可以为南京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提供

广阔的空间。

苏州与上海的地理位置接近，并积极主

动融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潮流中，

力争在区域竞争中达到利益最大化；苏州的

产业发展目标与南京目前的优势产业有极高

的同构性；苏州在追求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

也在“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力求使苏州城市行

政级别与经济实力相适应”[2]。这些都表明南

京与苏州的竞争更为激烈。在这种竞争中，南

京的人力资源优势比较明显。充裕的科技人

才资源使得南京发展科技服务业具有较大的

潜力空间。发展科技服务业将有利于南京经

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区域创新目标的实现。

3 南京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南京科技服务

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整理分析了《南京

科技服务业企业统计资料》（2003 年 1 月~

2004 年 6 月，季报），《南京技术市场统计资

料》（1994~2003 年年报，以及 2004 年 1~6

月的数据），调研了江苏省科技情报信息研

究所、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南京市技术

交易市场；常州市科技局；苏州市科技局、苏

州科技投资公司；上海市科委、上海创业投

资公司、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同时还对

“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进行了网上调研。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认为阻碍南京科技服务

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归纳起来，可以分为管

理体制和市场运行机制两方面。

3.1 管理体制方面的制约因素

管理体制方面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

以下方面：

（1）认识不到位，未能形成科技服务业

发展的先进理念。

（2）科技评审与奖励等制度不完善，未

能形成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激励机制。

（3）部门行政壁垒、条块分割，阻碍了科

技服务业市场机制的形成。

（4）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影响了科技

服务业市场服务功能的扩展。

（5）规划滞后，无法保障科技服务业的

规范和快速发展。

（6）法规、政策不完善，未能形成促进科

技服务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7）高校和科研院所尚未彻底完成“改

制”，阻碍了科技资源的流动和共享。

3.2 市场运行机制方面的制约因素

科技服务业市场运行机制方面的制约

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市场缺乏“高端产品”，造成“有效需

求不足”。

（2）缺乏市场规范，难以培育著名“品

牌”的科技服务产品。

（3）信息不对称，无法实现市场中的多

方共赢。

（4）营销模式缺乏创新，导致企业效率

低、效益差。

总体评价是南京科技服务业尚处在发

展的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各种属性的科

技服务机构并存，业务范围重合度高；供给

与需求接口不良导致一定的资源浪费；整体

服务水平和运行效率有待提高。

4 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是南京科技服务业

的一个支撑平台，是实现南京科技资源共享

的重要依托和手段。“平台”由 3 个要素组

成：一是基于现实的“物理空间”，二是基于

信息网络的“虚拟空间”，三是平台的运行机

制。根据前面的研究结论，科技资源共享平

台具体包括科技设施服务平台、科技信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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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of Nanjing

Abstract:Based on the current S&T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market running characters，this paper ana-

lyzes and studie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T service industry with system thought and method. By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comparison，it finds the restricting factors and developing potential of S&T service indus-

try of Nanjing. Then it advances the idea，assignment and countermeasure of developing S&T service industry

of Nanjing during the eleventh five years"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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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科技贸易服务平台、科技金融服务

平台和企业孵化器服务平台 5 个子系统。

4.1 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思路

鉴于科技资源的稀缺性，又由于政府的

威望、信誉和管理职能，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建设必须由政府科技部门牵头组织规划和

建设。平台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宜同

步建设。

对“物理空间”的建设，我们认为，从南

京目前的科技信息服务业规模、企业分布、

城市规划等方面考虑，建议对南京科技一条

街（御道街—黄埔路—珠江路—广州路）进

行功能细分。珠江路继续以 IT 产品的生产

销售为主要功能，广州路则以科技服务业的

信息、贸易、金融等相关服务为主要功能，依

托沿街紧邻的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多家律师事务所、易发

信息大厦、苏宁环球大厦、古南都饭店等诸

多机构的资源进行实地布局发展，形成特定

功能区域———南京科技服务行业集聚区。

4.2 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目标与任务

建设目标分为近期、中期、长期 3 个阶

段来考虑，近期为“十一五”的前两年，中期为

“十一五”的后 3 年，长期为“十二五”期间。近

期可优先建设平台中的“虚拟空间”（网），以

获得南京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先发优势，同时，

积极规划和建设广州路功能区域。中期全面

完成南京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工作，引

导科技服务业中小企业向广州路集聚，形成

具有特色的功能区域（线），为将来南京科技

服务业创国际著名品牌、科技资源融入国际

市场、共享国际科技资源铺就道路。从长期来

看，要实现南京科技服务业的国际化扩展目

标，需要培育形成 2～3 个南京科技服务业国

际知名企业和品牌；形成一批国内知名品牌，

建设南京科技服务业商圈（面）。这种“网—

线—面”相结合的产业空间布局有利于南京

科技服务业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科技服务业

的发展状况，为定量分析提供依据，建议设

立反映“科技资源共享率”和“科技服务业产

业规模”的相关统计指标。“科技资源共享

率”可用已经共享的科技资源量占应该共享

的科技资源总量的百分比等来衡量。以科研

设施为例，应该共享的科技设施资源总量的

测算需要从仪器设备的经济辐射半径、仪器

设备的技术辐射半径和仪器设备空间布局

价值工程[3]等方面予以考虑（并非所有的科

研仪器设备都具有共享价值）。对于不同类

型的科技资源可以分别计算共享率，可以测

算科技设施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共享率目

标。“科技服务业产业规模”是衡量科技服务

业发展水平的一个指标，可用科技服务业占

第三产业的比重或者科技服务业占 GDP 的

百分比等来测度。

5 科技服务业发展与科技资源共享

的促进机制

促进南京科技服务业发展，提高科技资

源共享水平，实现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需

要从管理体制、市场机制等方面进行建设和

完善。

（1）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政策法规，形成金

融信贷、税收优惠、信息安全审查、政府咨询、

评估、招投标、培训、激励等方面完善的政策

体系。当前急需研究的政策有：非营利性机构

的退出机制；鼓励科技服务业服务于高新技

术企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相关政策等。

（2）建立市场准入制度。由于科技服务

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一般具有较强的技

术性和高度的专业化，所以，必须抓好进入

企业的资格认定，并进行定期审查。准入制

度中要明确人才的进入问题。目前，国内外

的科技服务机构都存在着较大的专业人才

缺口，因此，有必要制定鼓励性的人才进入

制度，适时、广泛、多渠道地培养和挖掘一批

科技服务业人才。

（3）对科技服务业企业实行分类管理。科

技服务业企业可以划分为 3 类：公益性机构、

非营利性机构和经营性企业。对公益性机构

和非营利性机构要促使其提升服务水平，提

高服务效率，扩展服务空间；要指导科技服务

企业形成保护其知识产权的意识，规范企业

市场行为，鼓励企业创品牌，帮助企业形成规

模效益，支持它们向国际市场发展。

（4）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科技服务业

的各种专业协会组织应该在行业发展中发

挥积极作用。在未来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

中，通过行业协会的作用可以减少政府很多

不必要的麻烦，对科技服务业市场的发展和

政府职能的发挥都十分有益。

（5）建立多元化的科技服务业投资机制。

通过政策导向作用，充分带动企业、大学、研

究院所、私人机构以及外资等投资科技服务

业。

（6）从改革科技资源形成机制入手，建

立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制定科研项目建设投

资与项目研究开发经费分离管理的新政策，

强化科技资源增量的共享属性。对科技资源

存量可以通过征收科技资源占用税等方式

鼓励提高科技资源的共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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