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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国的各类科技中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各级政府和科技管理部门积极推动各类技术市场、生产力促进中心、创业服务中心和各类企业孵化器
、科技评估中心、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科技中介的发展。
科技中介以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为基础，与各类创新主体和要素市场建立紧密联系，为科技创新活动
提供重要的支撑性服务，在有效降低创业风险、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
用，对于全面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民经济的持续
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我国科技中介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诸如科技中介发展存在地域和业务领域方
面的不平衡；相当一部分科技中介机构服务水平、服务质量和人员素质偏低，缺乏竞争力；政府改革
还不到位，对科技中介机构的管理和支持存在错位；缺乏促进和规范科技中介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
市场秩序不规范；等等。
因此，对作为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居于核心地位的科技中介进行系统研究，对促进我国科技中
介的健康发展，进而对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实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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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主创新的助推器:科技中介·企业孵化器》是由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于庆
东教授和李恒光教授合作撰写的一部研究性专著。
该书从自主雹《新助推器这一全新视角，对作为创新网络中的重要结点的科技中介以、及作为科技中
介典型样本的企业孵化器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
全书分上下两篇，共11章。
上篇“创新网络中的重要结：科技中介”，主要涉及科技中介的界定、科技中介与技术创新自关系、
科技中介运行的基础和条件、科技中介的运作模式、北京市科技中介业研究案例等内容；下篇“科技
中介的典型样本：企业孵化器”主要涉及企业孵化器的界定、企业孵化器的运营与管理、企业孵化器
的发展能力评价、企业孵化器的典型——科技企业孵化器、企业孵化器的可持续发展等内容。
《自主创新的助推器:科技中介·企业孵化器》可以供各类中介组织特别是各类科技中介组织以及各类
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的管理人员、科枝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大专院校的学生以及其他关心科技
中介和企业孵化发展的学者和实际工怍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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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社会中介导论1.1 社会中介的内涵与特征1.2 社会中介的职能与分类1.3 我国社会中介的现实需求
和面临的瓶颈上篇 创新网络中的重要结点：科技中介第2章 科技中介概述2.1 科技中介的内涵2.2 科技
中介的作用2.3 科技中介的定位2.4 科技中介的分类2.5 科技中介的特点第3章 科技中介与技术创新3.1 科
技中介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3.2 科技中介发展需要的条件3.3 科技中介与国家创新体系第4章 科技中介运
行的基础和条件4.1 技术是科技中介运行的重要基础4.2 科技中介与资金4.3 科技中介与人才4.4 政府在
促进科技中介发展中的作用4.5 科技中介的市场环境第5章 科技中介的运作模式5.1 我国目前的运作模
式5.2 国外的运作模式5.3 可选择的具体运作模式第6章 我国科技中介的发展研究6.1 我国科技中介的发
展历程6.2 我国科技中介发展中的问题6.3 我国科技中介发展的对策下篇 科技中介的典型样本：企业孵
化器第7章 企业孵化器概述7.1 企业孵化器的产生与发展7.2 企业孵化器的概念7.3 企业孵化器的特征与
类型7.4 企业孵化器的功能第8章 企业孵化器的典型——科技企业孵化器8.1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产生8.2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存在机理与成长规律8.3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运营机制比较8.4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服
务8.5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成功运作第9章 企业孵化器的运营与管理9.1 企业孵化器的运营9.2 企业孵化器
的管理9.3 完善运营与管理的对策选择第10章 企业孵化器的发展能力评价10.1 企业孵化器发展能力的界
定与分析10.2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10.3 评价方法体系10.4 主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横向评价第11章 
企业孵化器的发展研究11.1 国外孵化器发展及经验11.2 我国孵化器的发展阶段与问题分析11.3 我国孵
化器的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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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从政府政策方面看：（1）对加快技术成果转化缺乏具体有力的政策推动。
主要表现在：未及时组建高效且富有活力的科技推广队伍与组织机构；政府制定的政策没有充分发挥
对成果应用性的指导作用，有限的财力在市场前景不明的项日上“撒了胡椒面”；激励考核措施不到
位，对科技人员的考核奖励重科研、轻推广。
（2）科技投入不足、融资渠道狭窄。
经济发展与科技投入之间呈现同步增长关系，科技投入是衡量一国科技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包括科
技人员投入、科技经费投入以及相关的科技机构。
资金的不足是制约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
我国科技投入经费的增长，滞后于经济的增长，出现了科技投入强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
家，而且有逐年递减的趋势。
（3）在科研经费投入方面，政府的主导意识严重。
国家在研究经费投向上，资金主要是沿着政府的条条块块流动；在财政方面减免税负的鼓励创新政策
不足，或在贯彻中变形；技术市场受到过分行政干预，使政策法规变形走样；虽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
促进科技发展的科技政策，但却不足以在利益机制上对企业技术进步投入提供有利的激励、支持和保
护。
（4）管理体制不顺。
目前在登记管理方面，对技术中介并没有严格的特殊规定。
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多头审批、多头管理体制造成目前各类中介组织各自为政，行政依附性强，致
使许多中介组织在低水平上重复，既不形成规模，也不能发挥其整体优势；在法律规范方面，目前尚
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技术中介的性质、职能、经营范围、责任、权利、义务等做出准确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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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主创新的助推器:科技中介·企业孵化器》为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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