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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议】     

推进创新服务 提升创新效率 

——上海创新型企业技术创新服务问卷调查分析报告一 

 

进一步发展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既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要求，也是提

升技术创新质量效益的重要抓手。为使上海技术创新服务体系运转更正常、更规范、

更高效，上海市科委编制了《上海技术创新服务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提出了“可

见、可得、可及”的服务原则，健全了“五位一体”的服务系统。为了解《手册》相

关内容的落实情况，把握企业技术创新服务需求，集成技术创新服务发展建议，我们

在市科委有关处室的指导下，开展了上海技术创新服务体系跟踪与评价课题研究。本

项研究的实证调研之一，就是选取参加 2012 年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高级研修班的

学员进行问卷调查，主要是全市 500 家创新型企业中的总经理、部门经理、项目经理

和技术总监等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创新型企业多分布在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具有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占比高、新产品开发能力强等特点，因此具有较大典

型性。共发放问卷 220 份，回收 144 份，分析结果如下，供参考。 

一、创新型企业对技术创新服务效果的评价 

1、对创新服务内容的知晓情况。企业对服务内容总体知晓情况如图 1 所示，被

调查者选择对《手册》很了解的人只占 6.9%，比较了解的占 27.80%,了解有限的占

52.8%，不了解的占 12.50%。不同区县的企业对《手册》的知晓情况有一定差别，如

图 2显示，徐汇区和松江区选择“很了解”的人数占比较高，分别为 21.1%和 15.4%。

但总体上看，《手册》的宣传力度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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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手册》的总体知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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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区县对《手册》“很了解”的情况    

2、对“五位一体”服务效果的总体评价。调查结果如图 3显示，在五大类服务内

容中，企业认为最有效的是政府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及服务（90.3%），可使企业直

接受益，激励企业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其次是研发与转化服务（73.60%），说明在提高

转化率，实现研发成果商业化、产业化方面，服务效果得到肯定；第三是协同创新（政

产学研金合作）占比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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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对“五位一体”服务的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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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科技金融服务效果的评价。调查分析如图 4 显示，被调查者认为科技信贷

与担保对企业的帮助最高，占 53.50%，其次是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帮助也比较高，占

50%，再次是创业投资占比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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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对科技金融服务的评价 

4、对政策服务效果的评价。调查结果如图 5 显示，超过半数以上被调查者很认

可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支持政策和人才政策的功绩。认为对企业帮助最大的

政策依次是税收优惠政策占比 89.6%，其次是财政扶持政策占比 82.6%，人才政策也

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占比 50%，咨询指导的作用最小只占比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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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对企业帮助较大的政策 

5、对研发与转化服务效果的评价。调查结果如图 6所示，企业认为帮助最大的是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61.10%）、科技数据共享（39.3%）、科技文献服务（37%）和

专业技术服务（28.9%）。说明在做好仪器数据共享和科技文献服务的同时，还应切实

做好技术转移及创业孵化服务特别是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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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对研发与转化服务的评价 

二、创新型企业对技术创新服务困难和问题的看法 

1、对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存在问题的总体看法。问卷结果如图 7 所示，企业在享

用服务时遇到的困难依次为：服务项目与企业需求不匹配占 38.8%；服务的便捷度不

够高占 32.6%；服务覆盖面不够广占 30.6%；享受服务的门槛较高，占 31.9%；服务质

量不高和价格偏高也成为了一些企业无法享受的困难之一，占比均达 15.3%。中小型

企业在创新创业的初期往往势单力薄，竞争力弱，面对较高的服务门槛，可能会望而

却步。提高服务的匹配度、便捷度、覆盖面及降低服务的门槛是企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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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服务体系存在的困难或问题 

2、对技术创新服务机构存在问题的看法。问卷结果如图 8 显示，被调查者认为

服务机构在服务方面的最大不足是缺乏专业化高质量的服务机构，占比 45.8%，其次

是缺乏“一门式服务”和综合服务能力，分别占比 40.3%，缺乏机制化常态化的服务

占比 34%；缺乏国际化的服务机构也是企业认为的问题之一。创新型企业的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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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依赖于高水平服务机构的专业化服务。 

 

 
图 11  创新服务机构在具体服务方面的不足 

 

 

 

 

 
图 8  服务机构存在的不足 

 

 

 

3、对技术创新服务行业发展问题的看法。如图 9所示，提高技术创新服务业水平

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是市场化和社会化成度低，此项占比 50%，其次是缺乏高素质的专

业技术人才，占比 45.10%，服务机构数量不足 29.90%、缺乏法律规范也是短板，占

比 28.50%。需政策、法规、人才和机构各方齐头并进，来提升服务行业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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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进一步发展科技服务业面临的问题 

4、对技术创新服务需求的看法。调查结果如图 10 显示，企业最需要的服务是提

高技术决策与技术成果转化，占比 55.6%，其次是管理咨询占比 44.4%，第三是风险

分析，占比 34%。说明企业在成为和发挥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时，也特别需要提供决策

管理咨询等智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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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在创新过程中企业最需要的服务类型 

 

三、创新型企业对技术创新服务的意见建议 

1、政府引导作用的发挥。调查问卷结果图 11显示，超过半数以上被调查者认为，

政府在完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方面最应该做的是“加强对专业化服务人才的培养”

（53.50%）和“完善创新服务相关政策法规”（51.40%）。另外，“加大对创新服务体

系的投入”（48.60%）、“提高政府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43.10%）、“完善研发公共服

务平台”（31.90%）、“健全技术创新服务监测与评估体系”（22.90%）以及“健全服务

机构绩效管理体系”（8.30%）等工作也需要重视。 
 

 

 

 

 

 

 

 

 

 

 

 

图 11  政府在完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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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机构的建设取向。调研结果如图 12显示，被调查者认为服务机构“服务

内容更专业”（48.60%）、“服务定位更准确”（46.50%）是最需要做的事情，另外一些

被调查者认为，服务使命与服务内容更匹配、服务范围应该更广泛、服务受理应该更

及时、联系方式应该更有效、服务价格应该更合理。 

 

 

 

 

 

 

 

 
图 12  服务机构的发展建议 

3、《手册》的深化落实。调查结果如图 13 显示，在落实《手册》内容方面，超

过半数以上的被调研者认为“面向目标企业，建立信息推送机制”（71.5%）和“加大

宣传力度”（52.80%）是最有效的举措。另外，“定期举办座谈会，为企业解读其服务

内容”（47.20%）、“拓宽宣传渠道”（31.90%）、“跟踪与研究企业在使用《手册》过程

的意见和建议”（25%）以及“委托专门的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手册》咨询服务”

（23.60%）也都是进一步落实《手册》内容需要加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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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进一步落实《手册》的建议 

 

 总之，增强发挥以服务促创新的功能作用，实现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系统对

接，推动上海创新服务高端化、专业化、集群化、国际化、品牌化，已是新时期上海

创新实践的重要课题。发展上海科技服务业，建设上海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已日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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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大有可为。 

                        

           （上海科技政策研究所  杨耀武 潘晓燕） 

 

 

 

 

【工作动态】 

 

“2012 区域创新政策论坛”成功举办 

 

由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司、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支持，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

上海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主办，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协办的“2012 区域创新政策论坛” 

12 月 15 日在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举行。中共上海市科技党委副书记、上海市科委

副主任陆晓春出席论坛并致辞。本次论坛主题为“科技人才政策前瞻及科技人才高地

建设”,来自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科技部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上海科技人才开发交流中心、江苏省科技情报研

究所和上海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 7位专家围绕论坛主题作专题报告，并与参会者进

行了热烈、深入的互动交流。论坛由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王建平和上海科学学

研究会理事长李健民主持。来自国内和上海市科技人才相关领域的管理、研究和服务

人员共 100 余人参加。全国 10 多家新闻媒体网站对论坛召开进行了报道。论坛对如

何推进我国科技人才发展带来了新的启迪和思考。 

 

（张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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