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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技中介发展动力研究——兼论嘉兴对策》，是以科技中介发展的理论基础、现实背景、经验
借鉴为基础，创新探讨科技中介发展的动力体系、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等内容，并以嘉兴科技中介发
展现状、问题分析为个案，给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科技中介发展动力研究——兼论嘉兴对策》力求突出研究的前沿性、针对性、实用性和系统性，力
求反映国内外科技中介服务领域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为相关理论创新、院校师生研究提供相关信息
和参考资料，也为政府及部门加快区域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相应的对策指导与政策
参考。
本书由陈天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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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天荣，嘉兴学院商学院教授，九三学社社员，1985年毕业于陕西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后进入
陕西机械学院管理工程专业学习两年，获管理学第二学位，回陕西工学院任教，2002年晋升为工商管
理教授。
2004年加盟浙江嘉兴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曾任管理学院副院长，现任校图书馆副馆长、嘉兴市第
四批新世纪专业技术带头人，兼任嘉兴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其中核心期刊0多篇，主持完成纵、横向课题近20项，获得厅级以上科研
成果奖励8项，主编出版教材2部(《现代企业管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商品学概论》重庆大学出
版社出版)。
在有关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专著《区域创新系统动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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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美国科技中介服务发展阶段 根据定位和取向等的不同，美国科技中介组织的发展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①辅助企业建立阶段。
本阶段科技中介组织多为政府直接资助建立，主要目标是提供就业机会；运作模式多为非营利；重点
为新企业的创立提供服务；管理者多为政府人员。
②服务功能系统化阶段。
政府对科技中介组织重在提供系统化的间接支持，如制定法律、政策等；科技中介组织的主要目标是
帮助新创企业成立、生长和成活；运作模式多为主体多元化的非营利机构；重在提供综合服务、创新
要素与资源；管理者多为政府指派的人员。
③企业化、公司化运行阶段。
此阶段政府的支持减少；科技中介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企业创造价值；运作模式多为企业化、公司
化经营；重在提供无形的智力支持；管理者多为有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
④网络集成、产业化阶段。
科技中介组织已经独立于政府；主要目标是帮助技术创新最终取得巨大成功；运作形式为营利的产业
模式；重在提供全方位的创新支持；管理者多为成功创业者。
 3.美国科技中介服务主要特点 其一，对非营利科技中介服务的政策优惠。
在美国，大多数的科技中介机构是属于非营利机构，因此，他们能享受政府对非营利机构提供的一系
列政策优惠。
美国的非营利科技中介机构和政府的目标并不是完全一致，它们更多的是扮演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中
间人”角色。
如综合性非营利科技中介服务中多数是以行业和企业协会的形式存在，这些协会直接服务于企业，往
往更多代表企业的利益。
因此，政府对非营利机构也并不是一味采取支持态度。
 其二，政府以计划等形式加强科技中介的服务能力建设。
政府对科技中介服务的支持更多是以计划为载体进行的，通过这些计划的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
各类科技中介的组织网络，从整体上提高中介服务的能力。
如美国商务部同州及地方政府合作开展的“制造技术推广伙伴关系”计划即是典型一例，该计划已在
全美建立起400多个非营利的制造推广服务中心，并将联邦政府、州政府、工业界和大学等力量联系在
一起，有力地提升了美国中小企业的技术能力。
 其三，美国以法制化建设促进科技中介的发展。
美国围绕着技术转移与商业化，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如1980年通过的《贝尔一多尔法案》规定
，大学、非营利机构和小企业在联邦政府经费支持下做出的发明，拥有权仍然归自己，并给予政府拥
有和运营的实验室（GOGO）排他性转让其专利技术的权力。
同时，政府还出台了《史蒂文森一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及补充法案《联邦技术转让法》《综合贸易与
竞争法》《国家技术转让与促进法》《联邦技术转让商业化法》和《技术转让商业化法》等。
通过立法，加强了联邦政府及研究机构对技术转让的责任，去除制约技术转让的不合理障碍，加速了
联邦资助的技术成果的转移，提高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
 其四，重视科技服务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通过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新技术、新生产模式在产业中的渗透
，从而减少“硬性投人”，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减轻对环
境的损害，促进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通过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降低交易成本，深化劳动分工，提高经济效率。
通过新生产方式、新组织形式和新技术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实现集约型增长和服务半径的扩大。
如传统商业通过应用POS机、连锁配送等新的技术手段进行改造之后，以连锁化的经营方式实现跨区
域、跨国界的经营，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和经营的全球化。
此外，通过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中的科技推广等服务，提高劳动力素质，满足由于产业结构高度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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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从而为经济的增长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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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技中介发展动力研究:兼论嘉兴对策》五大特色：一是在对科技中介的分类研究上，突破原有划分
方式，按照科技中介服务领域进行分类；二是注重国家与地方现有促进政策体系的梳理及其环境影响
分析；三是在科技中介发展的经验借鉴方面，归纳、综述较为全面，不仅有国外科技中介的成功经验
，更主要的是对国内有代表性创新区域科技中介的发展特点进行总结；四是在科技中介发展的动力机
制上，以其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为分析基础，提出内外动力说与三力协同说，并进行互动模
式的探讨；五是在促进科技中介发展思路上，策划间接促进与直接扶持相结合的政策体系与保障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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