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科技服务业概述

1.1 科技服务业的定义

科技服务业在我国刚刚起步，理论研究还处于探索阶

段，目前尚没有形成共识。 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科技统

计中心，对科技服务业作了如下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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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它同时指出，科技服务业

属于第三产业范畴，是第三产业的一个分支，是所有第一、
二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一。
1.2 科技服务业的分类

科技服务业涵盖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参照《江苏省

科技服务业调查细则》的行业分类方法，笔者认为它应该

包括以下组织及其活动：①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②科技

推广服务；③科技中介服务；④其它科技服务。
按照科技服务业涵盖范围，可以划入科技服务业子行

业的有：研发设计业、科技咨询业、科技信息服务业、技术

贸易服务业、科技孵化业、技术推广业、科技风险投资业、
技术监督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业及其它技术服务业。
1.3 科技服务业的特征

（1）服务主体的广泛性。 科技服务业不同于一般社会

中介服务机构服务于特定的行业，也不同于市场中介机构

主要服务于市场主体（企业）。在前面的界定中就己经明确

了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服务于社会各行业），包括政府机

关、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企业等，力图在它们之间架设

起一道桥梁。
（2）服务的系统性。 科技服务业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扩

散过程中起到纽带作用，这决定了其提供的服务是全程性

的。从技术的开发、传播到应用，科技服务业提供的是一种

全方位、多角度、以知识和科技为基础的系统化服务。
（3）服务的专业性。 科技服务业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大

学、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它们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研

水平高，对科技服务的专业性要求高。 不同类型和方式的

创新、不同技术的创新、不同的创新主体、创新过程的不同

阶段所需的服务均不同，对科技服务机构所提供专业性服

务的具体要求也不相同。
（4）知识的密集性。 科技服务业属于典型的知识型服

务业，它主要通过从业人员的智力劳动获取收益。 科技服

务机构所服务的主体和它所具有的专业化特点，决定了其

提供服务的高知识含量。 同时，科技服务机构已成为技术

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已贯穿技术创新和技术

扩散的整个过程。 因此，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第一资本是人

力资本，第一资源是人力资源，第一要素是知识要素。

2 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必要性

（1）集聚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 集聚是产业价值链

集合的有效空间载体和生产组织方式，具有资源共享机制

和企业互动机制 ［2］。 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也可以成为科技

服务业发展的有效组织方式，有利于提升其产业整体竞争

力。
（2）集聚有利于促进科技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和需求。

由于集聚区域内相关服务产品众多，企业之间相互竞争激

烈，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服务产品的供给，更保证了服务产

品的质量，也提高了服务企业的信誉，从而使集聚区内的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问题研究

梅 强，赵晓伟

（江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 科技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快其发展有利于区域创新系统创新能力的整体提

升。 从科技服务业的定义、分类及特征入手，探讨了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必要性。 结合江苏省科技统计资

料，从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出发，提出了加快江苏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科技服务；产业集聚；现代服务业；区域创新；江苏

中图分类号：F1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9）22-0074-03

收稿日期：2008－09－04
基金项目：江苏省软科学研究项目（BR2007024）
作者 简介：梅强（1961-），男，江 苏 镇 江 人 ，江 苏 大 学 工 商 管 理 学 院 教 授 、博 士 生 导 师 ，研 究 方 向 为 中 小 企 业 发 展、技 术 创 新 ；赵 晓 伟

（1983-），男，河南焦作人，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

第26卷%第22期

2009年 11 月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6 No.22%
Nov. 2009



第 22 期

服务产品对顾客更具有吸引力。而当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

还会形成“品牌效应”，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同，进一步促进

市场对其服务产品的需求。 同时，集聚区内部合作和诚信

的文化氛围也有利于提高企业交易效率。这一切无疑都会

增加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和需求，从而诱导科技服务业加

速发展。
（3）集聚有利于科技服务机构的快速成长和发展。 在

集聚区这样的产业生态环境内，紧密的产业关联、共享的

资源要素、丰富的社会资本、有效的竞争机制，会形成强烈

的外部集聚优势，能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降低交易

成本，形成创新网络，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科技服务机构进

入集群。 同时，集聚的发展也有利于形成产业共同进化机

制。例如，单个大企业有可能会受制于资产专用性难题、产

业退出的沉淀成本大，而不能快速进行产业转型。 但集聚

则可通过协同效应，形成类似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中的共

同进化机制。 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战略联盟、业务整合等，
可实现价值链活动的空间分工， 使产业不断得到升级换

代，从而可及时进行产业转型以维持产业持续发展。
（4）集聚有利于增强区域内科技服务机构的创新能力。

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有利于技术、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

资源的培养与利用。 在产业集聚区内，创新的技术、科学的管

理方法一旦被使用，就很容易被其它企业就近学习、模仿，从

而迅速得到推广。 同时，它也促进了人才和劳动力的合理流

动， 为区域内科技服务机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了条

件。

3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

3.1 基本情况

经 初 步 统 计 ，到2006年 ，江 苏 科 技 服 务 业 拥 有 各 类

科 技 服 务 机 构 约1 093家 ，总 收 入 近150亿 元 ，从 业 人 数

达55 000多人，已形成门类齐全、公共机构与民间机构互

补发展的格局。 科技服务产业化初具规模，初步形成了一

批骨干单位，科技产业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科技服

务业发展最活跃的基地 ［3］。
（1）科技服务产业化已初具规模。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全省2006年科技服务业总收入149.73亿元， 占该省GDP的

比重为0.68%。 最高的南京有2.57%，其它地区除了连云港

达到1.17%外，都没有超过1%。 科技服务业虽已初具规模，
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科技服务机构类型较为齐全。 该省现有的各类科

技服务机构可分为研究与试验发展类、 技术推广服务类、
科技中介服务类、其它科技服务类四大类18小类。其中，科

研院所218家，技术推广机构319家，生产力促进中心64家，
科技咨询机构173家，科技信息服务机构52家，科技创新创

业机构75家，专利服务机构30多家，行业协会18家，技术监

督机构29家。
（3）科技服务机构发展迅速，功能体系日趋多样化。该

省科技服务机构迅速发展，科技服务骨干单位的整体素质

逐步增强。 在技术创新服务体系中，省、市、县三级生产力

促进中心拥有从业人员近千名，资产3.3亿元，2006年实现

收入1.4亿元； 在科技创业服务体系中， 除综合性孵化器

外，还有留学人员创业园、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以及集

成电路等专业孵化器；在技术咨询服务体系中，各类科技

信息机构、工程咨询机构依托信息资源丰富和技术先进的

优势，在信息资源的市场化开发方面不断探索，取得了较

好成效。 各类科技服务机构在资源整合、技术推广和转移

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2 存在的问题

尽管科技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但从总体上看，该省

科技服务业仍处于起步阶段， 在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

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尚未建立。 在本次

调查的1 093家单位中， 有437家企业单位和656家事业单

位，不少科技服务机构官办、部门办色彩较浓，过于依赖政

府，缺乏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公平性，服务效率不高。
占 单 位 总 数60%的656家 事 业 单位 的 收 入 只 有486 765万

元，只占总收入的32.45%；而占单位总数40%的企业单位

的收入达到了1 013 502亿元，占总收入的67.55%。 企业单

位平均收入是事业单位平均收入的3.13倍。 事业服务机

制，很难适应科技服务机构面向市场开展高智力服务业务

的要求，事业单位改革是必然的趋势。
（2）缺乏一批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骨干科技服务机构。

从目前来看， 大多数科技服务机构规模较小， 服务内容单

一。 做大做强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和示范作用的骨干性科

技服务机构， 是该省科技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一项既紧迫又

艰巨的任务。
（3）政策环境不完善。 我国科技服务机构发展水平与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相比，尚处于初级阶段。 从全国

范围来看，尚没有出台针对科技服务业的扶持政策，法律

法规体系也不完善。 从江苏省情况来看，该省科技服务业

也仅初具雏形，政府应予以大力扶持。 各级政府对科技服

务机构发展应加强总体规划， 加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从

资金、税收、人才引进等方面，为科技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

的政策环境。
（4）专业人才匮乏。首先，从科技服务机构人才队伍状

况来看，不论是事业型还是企业型服务机构，其从业队伍

整体素质不高。 截止到2006年末的统计数据，我省科技服

务业从业人员中拥有硕士学历的仅有4 727人， 博士1 188
人，高端人才占期末从业人数的比重仅为10.56%。一方面，
服务机构难以从市场上寻觅到满意的从业人才； 另一方

面，许多科技服务机构规模小，经营能力差，对高素质服务

人才缺乏吸引力。

4 加快江苏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对策建议

科技服务业集聚区具有产业集聚、空间集约、高效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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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特点，通过合理布局和有效开发，有助于在较短时间

内形成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新高地， 促进现代服务业集约

化、节约型发展，有利于实现服务组织机构的网络化，促进

知识交流与服务创新。 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结合江苏科

技服务业发展的现状， 为促进江苏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发

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重视规划引导。 各省辖市要根据本地区科技服务

业发展特点，结合支柱产业需求，选择一批政府重视、产业

基础强、条件较好的科技服务业务，进一步明确方向，突出

重点，统筹组织，引导资源有效配置和集约利用。以发展楼

宇经济为载体，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知名品牌的科技服务

机构，建设一批有专业特点的工程咨询楼、中介服务楼、咨

询大厦等，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科技

服务业集聚区。
（2）加强政策扶持。 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为科技服务业集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服务业专项

资金及科技服务业有关项目计划要优先考虑集聚区内企

业。 凡是入驻科技服务业集聚区，符合其主体功能定位的

企业应享受一般工业企业 在 省级 以 上 开 发 区 享 受 的 水 、
电、气价格，其在集聚区内的项目可优先纳入土地利用计

划，并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
（3）加快网络与数据库建设。 网络和数据库建设是科

技服务体系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政府应牵头引导企业和

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尽快建设一个功能强大的网络平台和

共享的开放型数据库 ［4］。 在集聚区内，有效降低科技服务

服务机构获取信息资源的成本。网络与数据库可在各类科

技服务机构之间、科技机构与政府之间、科技供需方之间

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交流平台，有利于更好地推进科技服

务业的集聚。
（4）以载体引进为重要手段。 各地要加快科技服务业

对外开放步伐，促进集聚区内外的交流与合作，整合现有

资源，以积极的态度吸引国外投资。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

加快培育行业内名牌企业，以点带面，以合资、合作方式引

进国外科技服务机构，带动科技服务业发展。 重点是要吸

引国外知名科研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在当地建立分支机

构，以此为平台，吸引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进入科技服

务业集聚区。
（5）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 各科技服务业集聚区要建

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加强对集聚区内机构的统一管理。 同

时，要增加对区内企业的服务范围，实行“一站式”全程服

务，并加快集聚区内的公共服务平台和信息平台建设。 调

整政府行为， 为集聚区机构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支持。
全力建设基础设施，美化环境以吸引各类机构和人才的进

驻。
（6）创新集聚区的发展模式。 除了政府提供的大力支

持和服务外，科技服务业集聚的成功发展更多还要依靠自

身的发展机制，不断主动提升竞争力。不论在硅谷、班加罗

尔还是在第三意大利，不论是在所谓的高科技产业集聚区

还是在相对传统的产业集聚区，在所有成功的案例中都能

发现各具特色的创新机制、先进的专业化人才教育和培训

体系、紧密有序的企业间竞争合作关系和创新、竞争和信

任的文化氛围 ［5］，这些对于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都是至关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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