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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共服务平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科学技术、提升产业技术能级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
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优化科技公共服务体系，就是要为创新创业活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服务。
　　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公共服务，把建设和完善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研
发平台”）作为落实《2004～201O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和《上海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一项战略任务，加以重点部署和推进。
如果说，六年前大多数人还都把“研发平台”作为一个全新事物来看待，那么六年后的今天，“研发
平台”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新鲜的“名词”，而是科研人员开展创新活动、科技企业创新
发展的重要助手和亲密伙伴。
“研发平台”已经成为上海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区域共享的重要节
点，并为有效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区域互动发展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
　　一路走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功能构架上，随着社会各方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研发平台功能
已从最初的推动科技资源共享，扩大到促进各类科技创新创业资源的互动上来；在运行模式上，通过
打造“科技114”、“星问答”等多样化服务模式和覆盖全市各区县的服务网络，用户足不出户，即可
充分享受研发平台专业化的创新创业服务；在体制机制上，坚持体制、机制和法制“三位一体”，在
全国率先研究出台了激励和促进仪器共享的地方性法规。
更令我们倍感鼓舞的是，研发平台网站注册用户达到27万户，访问量超过9200万人次，累计服务量超
过1700万次，服务对象覆盖全国各省市乃至海外，平台的影响力和辐射面显著增强。
　　我们深知，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与完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地探索前行
。
在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国家科技部和其他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各
兄弟省市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经验也启发了我们的工作思路。
作为先行者，通过本书的出版，我们希望认真系统地梳理总结六年来的探索实践，加强与国内外同行
的交流；我们更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开拓创新，不断建立健全运行体制机制，不断优化资源集聚
与绩效评估，不断增强服务功能和提高服务效率，更好地支撑和引领企业创新发展和产业技术创新。
　　是为序，让我们共同期待和见证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创新发展，上海科技公共服务体系的建
立健全，上海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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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过去近六年的建设和服务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共分为三篇：上篇为理
论与政策，中篇为建设与运营，下篇为成效与展望。
本书研究内容丰富，实践性强，在分析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态势及相关政策、总结科技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运营的理论内容、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对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背景思路、整体
架构、运营和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平台建设运营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效进行了全面综
合的评估。
指出了未来平台建设深化的重点和方向，对实际建设和运营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具有重要的实践借鉴意
义，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降低创新创业成本、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丰富了科
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营的理论体系。
    本书可以作为科技管理、经济管理方向本科以上学生和专家学者的学习参考书，也可以作为政府、
中小企业中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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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以知识为基础的大创新观的出现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当代科技革命的重大
影响带来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和知识资源正逐渐取代物质资源成为主导资源，信息和知识的物化过程正
逐渐取代物质的生产过程，知识正逐渐成为财富的主要源泉。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21世纪的技术创新已经与1912年熊彼得提出的创新理
论有了本质的区别。
技术创新不断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手段和前提，同时技术创新也越来越依赖基础科学的发现和科学
创新。
也就是说，科学创新是比技术创新更基本的原始性创新。
虽然科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但是在如今的
知识经济时代，科学已经发展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经常性的直接动力，变成经济主体的自觉行
为。
因此，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统一的大创新观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
　　（3）全球化导致国际科技发展格局的变化　　科技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和加快是不争的事
实。
这一论断通过跨国公司全球化R&D活动的开展，国家间科技活动日益深入和科技人员的全球活动现象
展现在世人面前。
　　跨国公司R&D资源在全球范围的配置，直接为公司全球化的经营活动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各种国家间的科技合作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国际技术性贸易发展迅猛，跨国科技合作日益深入；科
技人员通过国际会议、论坛、留学和移民等形式积极参与到业已出现的科技全球化浪潮之中。
　　科技全球化发展正在形成国际科技发展与创新的新格局。
其主要特征有三点：第一，科技资源配置全球化，包括科技知识资源、科技设施资源、科技人力资源
等，以获得科技活动受益的最大化；第二，科技制度安排全球化，科技活动的组织在统一的标准下，
按照共同的国际规范准则进行科技信息交流与成果交易；第三，科技活动影响全球化。
现在，科学技术的溢出和扩散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创新竞争日益
加剧。
总体而言，国际科技发展与创新的新格局是全球化科技的合作与竞争。
美国前总统的科技顾问约翰·吉本斯2002年10月6日在中科院创新战略论坛上作的题为《科学技术政策
及措施对21世纪人类文明的贡献》的演讲中指出，全球性的机会和挑战需要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
、工程师和政务官员，需要包括美国跟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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