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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纲要 

一、前言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给中国科技

界提出了明确任务。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活动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与经

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仍然不足以支撑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尤其在知识到市场的转移转化过程中，科

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重新变得日益严重。中国科学院要落实“四

个率先”、实现“创新 2020”的发展目标，就必须直面挑战，抓住机

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坚持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

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消除科技创新

中的“孤岛现象”；要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的机制，发挥市场对技

术研发方向和路线选择、要素价格以及各类创新资源配置的导向作

用；要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进一步破

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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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科技促进发展工作的组织实施，必须贯穿全面深化改革这根主

线；科技促进发展工作必须保持多样性特征，统筹兼顾，努力发挥各

领域、各研究所的能动性。 

建设科技服务网络，是中国科学院实施“率先行动”计划的重要举

措。我院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勇于先行先试，始终走在前

列。经过“知识创新工程”十余年来的积累，我院不仅在基础科学研

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工业技术领域和农业、资源、生态、环境

等领域也形成了一大批成果，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

贡献。但总体而言，这些成果及其应用模式大多是自发的、孤立的，

呈“碎片化”形态，难以满足引领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要求。组织全院

力量，整合创新要素，启动“科技服务网络计划”（简称 STS计划1），

是我院“率先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使我院科技为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STS计划的内涵 

STS 计划将以我院业已建立的遍布在全

国各地的科技合作网络为基础，围绕着新兴

产业培育、支柱产业升级、现代农业发展、

自然资源与生态保育、城镇化与城市环境治

理等 5 个方面需求，聚焦若干重大主题，发

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集成、配置的决定性作

用，整合创新要素，开展科技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工作。 

STS 计划主要支持我院的相关单位（包

括独立法人的研究院所和各类非法人单元）

                                                        
1 STS计划的英文全称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Network Initiative 

图 1 科技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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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政府、企业和社会提供成套技术示范与转移、专项研发与联合攻

关、委托研究与专项咨询、公共检测与平台试验、以及知识产权运营

管理等 5 类科技服务活动，并有选择性地加强若干区域中心、专业中

心、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研究所联合中心、企业共建中心等 5 类中

心的建设。           

STS 计划支持的 5 类科技服务，是实现科技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

紧密结合的具体形式，是从思想到商品整个创新价值链中各阶段转换

的内在逻辑体现，是科技成果在市场环境下实现价值增值的必要手

段。 

 

图 2 创新链的五个阶段 

（一）成套技术示范与转移服务 

服务对象：各类企业、地方政府。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共性或

关键技术需求，在研究所多年积累形成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突破“自

有-自产-自销”的思想束缚，联合各类资源广泛合作，开展多种形式

的集成创新，研发并形成包括装备设计、工艺控制、产品性能检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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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等在内的成套技术，经合作企业示范完善后，以可复制的形式向相

关行业转移或推广。 

支持方式：对于研究所已经在创新价值链上完成了“获得知识”

并“确定可行性”阶段的研究成果，支持其与企业合作完成价值链的

“试验实用性”阶段，由企业“证实收益率”之后，实现科技成果的

资本化、产业化。成果的价值主要在技术交易中体现，院拨经费主要

用于引导企业资金投入，与各级政府财政资金一道共同降低企业投资

新技术的风险。 

（二）专项研发与联合攻关服务 

服务对象：大中型企业/企业集团。针对企业提出的具体明确的技

术需求，研究所在“获得知识”已有相当积累的基础上，接受企业出

资委托，完成特定技术开发直至“确定可行性”，必要时与企业共同

进行“试验实用性”阶段的工作。双方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无形资产，

应事先约定知识产权归属，一般为双方共享。 

支持方式：对于在行业中具有领先地位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我

院将积极促成与之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支持其与院属相关单位结

成战略伙伴关系。联合攻关所需经费以企业投入为主，可调动地方政

府积极性，与企业共同设立项目基金，面向全院招标委托项目承担单

位。院拨经费主要用于支持院属相关单位完善必要技术条件，或为联

合申请企业集团等上级部门及国家部委的立项做好必要的前期准备。 

（三）委托研究与专项咨询服务 

服务对象：国家及有关部委、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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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支持方式：对于副省级以上行政单元或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的重要

咨询项目，院拨经费可用于支持院属相关单位开展前期预研工作，但

应以争取委托单位提供的项目咨询经费为主。对于完成咨询项目过程

中发现的某些有意义的专题研究内容，也可申请院拨经费予以支持。

凡院拨经费支持的咨询项目，应对研究结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发表

权）归属做好事先约定。 

（四）公共检测与平台试验服务 

服务对象：中小型企业及相关研发机构、大学、社会组织等。针

对生物医药、食品安全、环境监测检测等领域研发工作所需的专业化

服务，利用研究所已有的仪器、设备、软件、资料或人力资源，在满

足自身研发工作的同时向社会开放，通过优质的有偿服务，获得合理

的市场化收益。 

支持方式：对于研究所已经独立组建或联合政府及社会资源组建

的各类平台，支持其面向相关行业、相关区域开展市场化的专业服

务。院拨经费主要根据平台的服务业绩考核结果，引导政府和社会的

资金共同加强或完善平台服务条件建设；鼓励研究所在条件成熟时进

一步体制创新，探索创办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服务型企业。 

（五）知识产权运营与管理服务 

服务对象：院属研究所、院外研究机构、大学、企业等。当前我

院知识产权活动总体上仍处于普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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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菜单式”专业化服务，重点做好知识产权信息分析、知识产权

运营策划、知识产权法律咨询以及系统化的知识产权管理培训等方面

的工作。院属单位有偿使用上述服务的情况将作为考核院拨经费资助

效果的主要依据，对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并作动态调整。 

三、STS计划的总体方案 

（一）总目标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总体

要求，改革现有研发模式与机制，实现市场对研发方向、路线选择、

要素价格、创新要素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建立辐射全国的 STS 网络，

建立研究所及其科研人员的劳动、知识、技术顺畅转变为社会财富的

通道，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惠及全体人民。 

到 2020年，针对新兴产业培育、支柱产业升级、现代农业发展、

自然资源与生态保育、城镇化与城市环境治理等 5 个方面的市场需

求，以成套技术示范与转移服务、专项研发与联合攻关服务、委托研

究与专项咨询服务、公共检测与平台试验服务、知识产权运营与管理

服务等为主要内容，建成 5 个服务子系统，以及由区域中心、专业中

心、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研究所联合中心、与企业共建中心等 5 类

分中心为骨干结点的 STS 网络，使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价值增值，

在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中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二）规划路径 

我们要再一次集结力量（RE-POOL2），动员全院相关研究所、相

关非法人单元的力量，与政府、企业、大学、院外研发机构等一切社

会力量相结合，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做出有显示度、有影

响力的贡献。通过加强院外联系，确定服务主题，建立合作关系，发

                                                        
2 RE-POOL：Relationship，Engagement，Partnership，Organization，Operation，Leadership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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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组织优势，探索运行模式，引领创新发展。 

Relationship：深入了解政府发展思路与发展规划，深入了解企

业、行业与市场状况，把握产业链、价值链的运动方向，提高战略判

断力与策划力，发展稳固存续的院地/院企联系机制。 

Engagement：确定重大服务主题，按照服务与能力并重的原则，

分解相关子系统/分中心建设内涵与目标，就社会公益性服务主题和产

业技术发展服务主题，分别做出可考核可兑现的承诺。 

Partnership：根据兑现对重大服务主题承诺的需要，选择合适的

企业、院外研发机构乃至大学，确定合作利益分配机制，建立紧密的

合作伙伴关系。 

Organization：突破研究所之间的利益藩篱，防止“服务”旗号下

的“自有-自产-自销”，根据服务的要求构建创新链，有重点地建设分

中心，体现建制化的组织优势。 

Operation：根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总要求，探索

各类分中心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模式，从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向主要

从优质服务中获取收益转变。 

Leadership：围绕服务发展能力、围绕服务探索机制、围绕服务

建设 STS网络，使得服务真正成为 STS网络发展的内在逻辑，迎接创

新引领未来时代的到来。 

四、STS计划的重点任务 

实施 STS计划，对符合下列要求的重点任务予以优先支持： 

（1）促进重大成果转化； 

（2）解决地方主要领导关注的重大问题； 

（3）充分体现中国科学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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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形成合力。 

（一）新兴产业培育方面 

重点开展以下主题方向的工作： 

（1）面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信息应用技术示范与推广 

（2）面向中小型制造企业生产用机器人系统的定制化研发 

（3）面向基层普惠健康工程的区域应用示范 

（4）面向新型医药与医疗设备研发的支撑服务 

逐步建成若干覆盖全国的专项服务网络，如新农村生产生活资料

供销服务网络、中小城市及农村普惠健康服务网络、医药研发及临床

实验室服务网络、以及相关的知识产权服务网络。 

要在“农资—农业—农产品/食品安全”物联网应用示范、普惠健

康医疗技术集成与应用体系建设、天然活性产物的药物临床试验与产

业化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二）支柱产业改造方面 

重点开展以下主题方向的工作： 

（5）典型行业的节能减排 

（6）资源/能源高效转化利用 

（7）生物技术的嵌入式应用 

（8）食品营养与安全 

建成覆盖全国的工业微生物应用服务网络，以及相关的知识产权

服务网络。 

要在铁基浆态床高温费托合成油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型发电机组

蒸发冷却技术的推广应用、纳米绿色印刷技术的推广应用、稀土异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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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大规模产业化、攀西钒钛磁铁矿高效清洁综合利用、氨基酸工业

菌种改造与产业升级、生物基合成材料产业链、以及河网密集区农村

分散型污水治理技术示范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三）现代农业发展方面 

重点开展以下主题方向的工作： 

（9）科技增粮 

（10）盐碱地分类治理 

（11）种植/养殖污染水体的综合治理 

（12）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农村发展的战略分析及技术支撑 

集中组织在东北和黄淮海地区联合攻关，有针对性地开展玉米、

大豆、粳稻、小麦等作物新品种培育，高光效栽培模式大面积推广，

农田地力提升及水肥增效技术，精准农业技术体系及先进设备开发，

黄河三角洲水盐动态预测与种植结构优化，农作物及耐盐经济作物的

深加工与后处理，以及海洋农业为主的“蓝色经济”相关技术开发。

进一步完善全球粮食生产形势监测与预警平台建设，为国家粮食安全

及决策咨询做出更大贡献。 

要在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科技增粮、科技增地、典型县域特色

经济产业链示范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四）自然资源与生态保育方面 

重点开展以下主题方向的工作： 

（13）生态系统监测与生态工程评估 

（14）西北生态脆弱区域经济承载力评价理论及其应用 

（1�㐠〠〠ㄴ⸰㐠〠〠呭 䘱㜠ㄠ呦‰‰‰挠〠〠〠千′⁔爠ㄱ⸰㘸‱㘮㔷㤠启耊䉔㈮⸰㕠‰‱㐰.朠〠〠〠匠ㄠ呦‰‰‰挠〠〠〠千‰⁔爠㈲⸰〹‱㐮㌷㐠呄⁛⠀ȩ嵔䨠䕔ੂ吠ㄴ⸰㑔䐠嬨 ⥝呠⸰㐠〠〠〱6

T‱㐮‰⁔爰″㔮㌴㉞㌠呭 䘲〠ㄠ哿‱⁔⸳㔠ひ‰‰挠〠〠〠千‰⁔爠㈰⸱㜹′〮㔷⁔䐠嬨T⤭ㄷ⸰㤴⠀܁茩ⴱ㝣‰‰‰⁓䌠〠咋‰‰⁔洠〴‰‰⁔洠⾔⁔爰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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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长江中上游与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与地质灾害防治  

（17）南方土壤重金属污染监测/治理和评价区划研究 

为国家及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评价

“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要发展区域承载力等提供科学的方法和可靠

的数据支持，为三峡水库相关水环境问题、南方土壤重金属污染问

题、以及生物多样性问题等提供重要的政策咨询。 

要在全国生态环境变化长期跟踪遥感调查评估与应用、三峡库区

的环境保护与地质灾害防治技术集成应用、青藏高原地形急变带特大

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示范、湘赣桂尾矿区农田污染修复技术示范等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 

（五）城镇化与城市环境治理方面 

重点开展以下主题方向的工作： 

（18）中国大型/特大型城市复杂环境检测与安全评估体系建设 

关注大气/水体/土质复合污染、以及电磁/噪声/粒子辐射的生物学

效应等，形成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相关问题的创新调查报告。 

五、组织保障体系 

（一）组织领导 

STS 计划由科技促进发展局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局长办公会研究

制订 STS 计划的实施规划、项目部署方案、以及相关过程管理规范，

提出 STS 计划的资源使用方案，报分管院领导审核，经主要领导批准

后执行。科技促进发展局据此审定 STS 计划的年度工作计划，督促检

查各部门各单位相关工作落实情况和任务完成情况，协调解决重大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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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配置 

STS 计划将系统地整合国家、地方、院、所等多方面支持的科技

项目，集成各类资源共同促进科技服务网络的建设。 

统筹安排全院现有各项科技促进发展经费的使用，重点保证 STS

计划的组织实施；积极引导地方政府、民间资本、以及各类风险投资

基金介入 STS 计划，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嫁接；创新商业模

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引导企业资金投入，

实现科技成果的资本化、产业化。 

（三）分中心建设 

STS 计划将根据重要的区域发展需求和行业发展需求，选择我院

相关单位开展科技服务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或机构，重点建设好若干

区域中心、专业中心、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研究所联合中心、与企

业共建中心等 5类 STS分中心，使之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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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基础。 

（四）人才队伍建设 

充分利用国家、院和地方的各类人才引进计划，创造良好的政策

环境，鼓励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进入企业或创办企业，建立科技

人才向企业合理流动的新机制，支持技术创新主体的发展。 

继续办好联想学院等培训平台，鼓励企业参与研究生培养，促进

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的工程化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科技副职”选派工作，与各类 STS 分中心建设相结合，探

索研究所与大学、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协同创新机制。 

（五）管理机制 

为了实现 STS 计划的各项目标，必须建立有利于集成创新的管理

模式，打破单纯的技术导向和课题组（PI 制）各自为战的分割局面，

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及其成果价值的立项和考核体系。 

在项目的遴选过程中，鼓励科研人员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求出

发，问题倒逼产生伟大发明，问题倒逼产生新概念/新技术/新系统/新

标准，鼓励应用牵引的市场导向下实现重大理论成果的产业化。 

在项目的执行期间，鼓励科研人员突破“自有-自产-自销”思维定

式的束缚，善于运用合作伙伴的成熟技术成果乃至市场上能够获得的

“货架技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导向，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同步、

成果推广和技术示范同步。 

在项目验收时，把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实际贡献作为最重要的

评价指标，并根据绩效考核的结果给予后补助经费支持。对于在应用

科技成果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或团队，给予

“科技促进发展奖”的表彰。要坚决剔除“有转化无转移、有示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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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有领导批示无政策落实”的半途而废的“无果之花”。 

具体的项目管理规范详见《STS 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院相关部门将制定政策或采取必要的措施，积极落实国家对科研

机构和科研人员职务发明创造实施股权、期权、分红权等多种形式的

激励政策，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科技成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