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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服务业是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新兴产业， 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 在对科技

服务业的概念、 特征、 分类及其创新驱动力的研究回顾基础上， 探讨了科技服务业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影

响机制， 并进一步对福建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展开分析， 发现其存在的突出问题与面临的诸多挑战，
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实现福建省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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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坚持创

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强调把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１］。 中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 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 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多

方压力， 科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

愈发重要， 被认为是科技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优

化的重要推手， 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和评价区域创新发展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２］。
创新驱动发展， 对各区域科技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提出要求， 由此， 如何促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提升各区域的创新能力， 逐步成为区域发展战略

的关注点。
福建省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 东临台湾

海峡， 西接广大腹地地区， 南北分别与珠三角、
长三角相邻， 区位优势明显， 然而与其他沿海发

达区域相较而言， 其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明显滞

后。 现阶段， 福建省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 经

济提质增效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深度融合科技与

经济， 坚持创新发展， 最大程度释放创新创业创

造动能， 发展并充分利用科技服务业的优势已然

是大势所趋。

一、 文献综述

（一） 科技服务业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科技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重要一

环， 具有技术密集、 服务密集、 对经济的辐射作

用强等特征， 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科技服务业的概念源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定义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 ＫＩＢＳ）。
Ｂｅｌｌ 曾尝试阐释该概念， 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 随着理论知识中心地位的日益突出， 科学与

技术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即知识服务

业［３］。 这种知识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的特征，
既可以作为知识的供应者， 也可以是知识的合作

生产者， 其发展有利于突破产业间进行单向专业

信息转移的局限性。
科技服务业紧密联系经济活动和科技要素，

是科技成果的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的重要纽带，
具有促进科技研发和生产、 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

作用［４］。 王晶等认为科技服务业是以科技和知识

为手段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５］。 李建标等

认为科技服务业是专门服务于科技创新和科技成

果商业化运作的产业［６］。 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有助

于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实现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的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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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 高附加值和双向互动

的特点［７］。 高技术性和高知识性的特点也反映出

科技服务业的发展顺应了当代发展的潮流。
（二） 科技服务业的分类

科技服务业的分类经历了一定的演变。 １９９２
年， 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加

速发展科技咨询、 科技信息和技术服务业的意

见》， 首次将科技咨询业、 科技服务业和科技信

息业统称为科技服务业。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不断赋予科技服务业更深层次的内涵。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我国的 《 国民经济行业 分 类 》 （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修订完成， 在修订后的行业分类

中， 将科技服务业分为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服

务、 专业化技术服务、 科技推广及相关服务、 科

技信息服务、 科技金融服务、 科技普及和宣传教

育服务、 综合科技服务等 ７ 个大类， 并进一步细

分为 ２４ 个中类和 ８８ 个小类， 科技服务业的定义

逐步清晰， 内涵日益明确。
（三） 科技服务业的创新驱动力研究

有关科技服务业的创新驱动力的研究主要围

绕科技服务业集聚带来的正外部性与科技服务业

的自身特点展开。 科技服务业集聚是其驱动区域

创新发展的主要形式， 集聚的正外部性是促进创

新发展的重要动力。 谢臻等认为科技服务业集聚

可以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促进经济增长［８］。
曹允春等认为科技服务业集聚与科技创新之间存

在非线性门槛效应， 当经济发展超越门槛时， 科

技服务业集聚才会发挥其对创新发展的正向促进

作用， 即 “Ｕ” 型门槛特征； 而对相邻地区创新

发展的影响则表现为倒 “Ｕ” 型关系［９］。 朱文涛

等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科技服务业集聚的本地效

应和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科技服务

业集聚的本地效应会正向促进区域创新， 而集聚

带来的 “虹吸效应” 则会形成对邻近地区创新

能力的抑制［１０］。
科技服务业具有智力密集、 科技含量高、 附

加值大、 辐射强等特点， 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

发展， 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深化区域创新体系

构筑的关键举措［１１］。 Ｋａｋａｏｍｅｒｌｉｏｇｌｕ 和 Ｃａｒｌｓｓｏｎ
从企业层面进行研究分析， 指出科技服务业是制

造业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支

撑［１２］。 Ｄｒｕｃｋｅｒ 和 Ｗａｒｔｚｍａｎ 认为， 科技服务业

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是企业创新活动中的重要

载体和动力来源［１３］。 张振刚等以珠三角地区科

技服务业的地理区位特征和经济特征为切入点，
研究发现： 科技服务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处

于一种动态演化的过程， 科技服务业不仅表现出

对区域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 也会因为空间溢出

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１４］。
已有研究对科技服务业如何驱动创新发展做

了探讨， 然而缺乏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探讨科技服

务业的发展状况， 且研究的地域范围更多地关注

宏观层面， 即全国的科技服务业与创新发展的关

联， 或者珠三角地区的研究， 对于福建省的科技

服务业如何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研究相对缺乏。
基于科技服务业对区域创新发展的突出作用， 笔

者立足福建省， 从科技服务业的界定、 分类和推

动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研究入手， 对科技服务业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 同时从

投入产出和产业关联的视角， 对福建省的科技服

务业的发展现状展开分析， 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

政策建议。

　 　 二、 科技服务业推动创新驱动
发展的机制研究

　 　 科技服务业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机制主要包

括优化创新环境、 集聚创新要素； 提供服务平

台， 促进创新效率提高； 增强产业协同， 夯实创

新驱动发展的基础等。
（一） 促进创新环境优化， 集聚创新要素

创新环境是区域创新活动赖以发生的基本前

提， 科技服务业发展有助于优化区域创新环境，
如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实际上就是区

域创新软环境的重要构成。 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

的政策不仅包括创新资本投入的力度不断增强，
也包括政府颁布实施的人才政策， 以此吸引大批

的专业人才资源。 市场是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最有

效的手段， 伴随着政策环境和创新投入产出环境

的改进， 公平、 高效与开放的科技服务市场不断

地发展壮大。 创新环境带来的正外部性， 刺激着

相关产业和各种创新资源不断集聚。
（二） 提供创新服务平台， 提高创新效率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相关政策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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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人才、 资本等创新要素不断集聚， 以及当

今面临的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和区块链等科

技发展前沿， 科技服务业的创新平台服务功能愈

发重要。 围绕相关优势产业以及科技发展前沿，
打造高水平科技服务平台是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必

然选择， 也是提高创新效率的必然选择。 通过构

建高水平的科技服务平台， 壮大面向产品研发、
技术推广和科技成果转换的科技服务主体； 通过

形成科技创新服务链， 深化科技服务业与科技金

融、 高新技术企业、 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主体间的

良性互动； 通过服务业平台加强科技要素的流

动， 逐渐破除科技成果转化障碍， 不断实现创新

效率的提高。
（三） 增强产业协同， 夯实创新驱动发展基础

科技服务业作为知识和高新技术的主要载

体， 具有科技成果的产出和转化等诸多功能。
科技服务业正逐渐形成与其他产业紧密联系的

集聚区， 在增进创新互动、 产业协同的过程

中， 不断强化科技服务业的主体地位， 以科技

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带动其他

产业不断提高科技密集度与知识密集度， 形成

了创新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 因此， 科技服务

业的发展有利于增强以科技服务业为依托的产

业协同发展格局， 形成紧密的产业间关联， 并

以科技服务业的强大科技支撑作用为创新驱动

发展夯实基础。
因此， 在福建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

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是前提也是重要途径， 有必要

对福建省的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进行综合分析， 剖

析其发展现状， 探究其可能存在的问题、 面临的

挑战， 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实现以科技服务业的

发展推动福建省的创新驱动发展。

三、 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一） 行业规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自福建省出台各项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政

策以来， 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行业规模有了明显

的扩大， 表现为科技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科技服

务平台等的逐年增加， 且增长趋势明显。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 福建省科技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法人单位数达到了 ４ ０４ 万个， 较 ２０１８ 年的

２ ７３ 万个增加了 ４８％ 。 目前， 福建省共布局建

设了 １８ 家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和 ３１ 家省级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０ 个、
省级创新实验室 ４ 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 ２１６ 个、
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７ 个、 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５２７ 个、 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１０２ 家， 科技

服务与研发平台不断完善。
（二） 科技服务业投入与产出逐年增加

科研经费投入是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 实现

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量， 主要包括企业用于内

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内部支出，
用于委托高校或者研发机构的外部经费支出， 政

府的科技支出以及研发人员等人力物力资本投

入。 福建省的科技投入逐年增加， 具体表现为政

府一般财政预算科技支出不断增加， ２０１８ 年达

到了 １１５ ２５ 亿 元， 相 比 于 ２０１７ 年 增 加 了

１５ ９０％ ； 此外， Ｒ＆Ｄ 内部经费支出和 Ｒ＆Ｄ 人

员投入同样呈现递增趋势， ２０１８ 年分别达到

６４２ ７９ 亿元和 ２４３ ３９１ 人 （见图 １）。
科技服务业的产出主要是指创新产出， 即新

知识、 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价值的产出。 通常而

言，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是反

映创新产出的重要指标。 近 １０ 年来， 福建省的

技术市场成交额逐年递增， ２０１９ 年福建省技术

市场全年共登记技术合同 ８ ７８６ 项， 成交额达到

了 １４５ ９４ 亿元， 成交额相比于 ２０１８ 年增加了

３１ ５４％ （见图 ２）。 除此之外， 专利授权量和申

请量等科技成果产出同样表现一定的增长趋势

（见图 ３）。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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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福建省科技服务业投入趋势①

图 ２　 福建省科技服务业技术市场成交额增长趋势②

图 ３　 福建省专利授权与申请数变化趋势②

０３

①
②

数据来源： 历年 《福建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 《福建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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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产业发展环境逐步优化

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产业发展环境日益改

善。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福建省出台促进科技服务业发

展的 ８ 条措施， 将科技服务业纳入全省现代服务

业统筹规划， 加强各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 此

外， 明确提出科技服务企业可享受与高新技术企

业同样的科技保险， 以此提高科技服务企业的自

主创新能力。 同年， 国家修订了 《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 为高校、 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

果转化提供了政策支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印发 《福
建省 “十三五” 科技发展和创新驱动专项规划

的通知》， 针对创新基础薄弱、 科技投入低、 科

技成果转化不畅的问题， 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福建省科技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校和省属科研院所创新发展

政策贯彻落实的七条措施》， 大力支持科技成果

权属改革， 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便利。 这些国家

政策和福建省政府的诸多措施为福建省的科技服

务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产业政策环境。
除此之外， 福建省整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２０１９ 年， 全省 ＧＤＰ 增长 ７ ６％ ， 其中， 第三产

业增长较快，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 达 到 了

４６ ３％ ， 对经济的拉动达到了 ３ ９％ ， 政府公共

预算支出中科技投入和 Ｒ＆Ｄ 经费投入均逐年增

加， 良好的经济环境为福建省的科技服务业发展

提供了巨大的优质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
福建省社会环境不断改善， 城乡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和小城市培育试点持续推进， 福州大

都市区、 厦漳泉大都市区的建设不断深入， 为科

技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载体。 此外， 社

会民生和基础医疗水平逐步提升， 民生支出逐年

递增， 社会治理机制和平台建设也趋于完善。 社

会环境的改善吸引着大批创新人才的涌入和高新

技术企业的进驻， 为福建省科技服务业持续发展

提供驱动力。
（四） 创新服务平台显著增强

福建省的科技服务平台发展迅猛。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 福建省共建设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备案示范 ３ 家、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５０ 家、 省级

众创空间 ２７７ 家， 科技企业孵化器备案 １７８ 家，
孵化器总面积达到 ３５３ ４３ 万平方米， 在孵企业

３５２１ 家， 科技服务创新平台数量较往年有较大

增加。 海峡技术转移中心升级成为国家技术转移

海峡中心， 推动两岸技术合作， 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对接实效不断加强， 逐步发展成为链接海峡两

岸创新资源要素技术转移的枢纽。 福建省知识产

权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 承担起重

要的科技资源共享、 技术研发协作与提供科技中

介服务等职能。 各种国家级、 省级的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也不断增加， 科研平台的发展壮大为福建

省创新发展提供了契机， 为科技服务业营造了更

加适于发展的环境。

　 　 四、 福建省科技服务业发展存在
的突出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一） 福建省科技服务业发展存在的突出

问题

福建省科技服务业虽然在近几年不断发展，
仍然存在较多的突出问题， 如科技要素投入不平

衡、 科技产出存在显著区域差异、 科技产业发展

潜力不一、 科技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不足等。
１． 要素投入不平衡。 福建省的科技要素投

入不平衡状况较为突出， 科技服务要素投入主要

集中在福州、 厦门和泉州三地， 其他地区的资源

相对匮乏。 要素投入决定着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强

度， 由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可知， 在 Ｒ＆Ｄ 经费投入方

面， 福州、 厦门和泉州的数额较大， 投入最少的

南平仅为福州的 １１％ ， 占全省 Ｒ＆Ｄ 经费投入的

３ ０８％ （见表 １）。 Ｒ＆Ｄ 经费投入存在的巨大区

域差异， 直接导致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的相关驱

动力严重分化。
Ｒ＆Ｄ 人员是科技服务的重要投入之一， 福

州、 厦门和泉州在 Ｒ＆Ｄ 人员投入上同样在福建

省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漳州近些年努力发挥厦漳

泉同城化优势， 大力发展现代新兴行业， 其

Ｒ＆Ｄ 人员数量也有了大规模提升。 地方财政科

技支出标志着当地政府对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以

及扶持力度， 为科技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资金支

持。 据统计， ２０１８ 年， 福州、 厦门和泉州的地

方财政科技支出在全省处于第一层次， 三市地方

财政科技支出总计高达 ７０ 亿元， 占据全省地方

财政科技支出的 ６０％以上。

１３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４ 卷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表 １　 福建省各市要素投入情况（２０１８ 年）①

地区
Ｒ＆Ｄ 内部经费支出

（亿元）
Ｒ＆Ｄ 外部经费支出

（亿元）
Ｒ＆Ｄ 人员数

（人）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

（亿元）

全省 ６４２． ７９ ２２． ８８ ２４３ ３９１ １１５． ２５

福州 １８０． ６６ ７． ２６ ６９ ７６２ ２９． ０８

厦门 １５５． １５ ９． ７０ ７１ １６３ ２８． ４６

莆田 ２７． ３６ ０． ５９ ７ １００ ３． ２２

三明 ２４． ７４ ０． ４７ ８ ３３６ ３． ４８

泉州 ９４． ７７ １． ０１ ３５ ７６９ １４． ６９

漳州 ５７． ７４ １． ２３ ２２ ７７１ ４． ９９

南平 １９． ８１ ０． ３９ ８ ０１０ ３． ７０

龙岩 ４０． ５０ １． ３９ １１ ２１１ ８． ９８

宁德 ４２． ０６ ０． ８５ ９ ２６９ ６． ８０

　 　 ２． 科技产出存在显著区域差距。 福建省的

科技产出在区域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由表 ２ 可

知， ２０１８ 年福州和厦门在发明专利拥有量和每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上， 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

位， 而莆田、 三明、 南平等市相对落后。 福州和

厦门由于其经济优势和产业特性， ２０１８ 年两地

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共计 １０７ 亿， 表现十分突

出， 然而莆田、 宁德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仅为

０ １ 亿元， 福建省各市之间的科技产出差异可见

一斑。
３． 科技产业发展潜力不一。 福建省各市的

科技产业发展潜力不一， 主要表现在创新型企业

和高新技术企业在空间存在的分布失衡状况。 创

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既是科技服务业服务的

供给者， 同时也是科技服务的需求方， 因此该类

企业的数量是衡量地区科技产业发展潜力的重要

指标。 由于福建省未公布 ２０１８ 年相关数据， 这

里借助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由表 ３ 可知，
２０１７ 年， 福建省的创新型企业， 福州和泉州占

据了半数以上， 而国家创新型 （试点） 企业和

高新技术企业， 厦门市占比将近 ５０％ ， 集聚现

象突出， 各地区发展失衡较为严重。

表 ２　 福建省各市科技产出情况（２０１８ 年）②

地区
发明专利拥有

量（件）

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

／ （件）

技术市场

合同成交额

（亿元）

全省 ３８ ５２２ ９． ８５ １１０． ９５

福州 １２ ６３５ １７． ５２ ３６． ６２

厦门 １１ ３１２ ２８． ２１ ７０． ７９

莆田 ８０２ ２． ７７ ０． １

三明 ６４７ ２． ５２ １． １

泉州 ８ ６５８ １０． ０１ ０． ９９

漳州 １ ４６６ ２． ８８ ０． ４９

南平 ７８５ ２． ９３ ０． ４３

龙岩 １ ０８０ ４． ０９ ０． ２９

宁德 １ ０６５ ３． ６７ ０． １１

２３

①

②

数据来源：《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福建省统计局关于 ２０１８ 年福建省科技发展主要指标情况的通知》，《福建统计
年鉴 ２０１９》。

数据来源：《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福建省统计局关于 ２０１８ 年福建省科技发展主要指标情况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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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福建省各市创新企业情况（２０１７ 年）①

地区 创新型企业
国家创新型

（试点）企业

高新技术

企业

全省 ６８０ ２３ ３ ０５４

福州 １４０ ３ ７４４

厦门 ５５ １１ １ ４２５

莆田 ３８ １ ５５

三明 ４７ １ ８９

泉州 ２２８ １ ３９０

漳州 ４８ ２ １５４

南平 ２３ ０ ４４

龙岩 ３６ １ １０８

宁德 ５２ ０ ４４

平潭 ０ ０ １

４． 科技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不足。 产业间的

关联分析可以借助于投入产出表来进行， 通过计

算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来反映产业关联的特

征。 影响力系数是指国民经济某一特定产业部门

增加一单位的最终使用， 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

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 影响力系数高于

１， 表明该特定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效果高于

产业的平均水平， 小于 １ 则是低于产业平均水

平； 而感应度系数则反映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均

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 某一特定产业部门由

此受到的需求感应的程度。 感应度系数大于 １，
表明该特定产业受到其他产业的影响要高于产业

平均水平， 数值越大， 越容易受到其他部门的影

响， 小于 １ 则表明所受影响较小。
笔者基于最新发布的 ２０１７ 年福建省 １４２ 个

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 并结合 １４２ 个部门

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 将科技服务业分为研究

和试验发展、 专业技术服务和科技推广、 应用服

务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及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业， 得到各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见表 ４）。

表 ４　 科技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②

行业 感应度系数 影响力系数 产业综合波及度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０． ３４３ ３１４ ０． ６６１ ６０９ ０． ５０２ ４６１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０． ２６６ ４１５ ０． ７５１ ６９３ ０． ５０９ ０５４

研究和试验发展 ０． ２０５ ２１９ ０． ８２０ ８７９ ０． ５１３ ０４９

专业技术服务 ０． ５９１ ６５２ ０． ７３１ ２５０ ０． ６６１ ４５１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０． ７３５ ４６４ ０． ７６９ ０５０ ０． ７５２ ２５７

　 　 由表 ４ 可知， 从影响力系数的角度看， 福建

省科技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均小于

１， 表明其拉动作用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从而说

明福建省科技服务业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 对其

他产业的拉动作用较弱， 科技服务业尚未成为福

建省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 从感应度系数的

角度看， 感应度系数均低于 １， 说明受到其他行

业的拉动作用也不明显， 整体规模相对较小， 基

础服务平台的建设仍需完善， 为其他产业提供服

务的能力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根据以上分析， 福

建省科技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较差， 不仅

体现在对其他产业的影响不强上， 也体现在受其

他产业的影响较小的表现上， 科技服务业尚未形

成与关联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 福建省科技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１． 科技服务业区域竞争激烈。 在创新驱动

３３

①

②

数据来源：《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２０１９》《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福建省统计局关于 ２０１７ 年福建省科技发展
主要指标情况的通知》。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７ 年福建省 １４２ 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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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战略影响下， 我国各省对科技服务业的发

展均给予了较多关注， 科技服务业区域竞争激

烈， 与福建省同属沿海地区的广东、 浙江和江苏

比较而言， 福建省的科技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由表 ５ 所示， 近 ５ 年福建省的 Ｒ＆Ｄ 经费投入

强度始终保持在 １ ５—１ ８ 之间， 远低于广东、 浙

江、 江苏各省， 甚至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而

在 Ｒ＆Ｄ 人员投入方面， 虽然福建省 Ｒ＆Ｄ 人员每

年都在持续增长， 但总量和增长速度远不及其余

三省， 由此可见福建省仍需加大研发人员的投入。

表 ５　 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四省科技服务业投入对比①

年份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 ）

全国 福建 浙江 江苏 广东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全国 福建 浙江 江苏 广东

２０１９ ２． ２３ １． ６６ － － － － － － － －

２０１８ ２． １９ １． ８０ ２． ５７ ２． ７０ ２． ７８ ４ ３８１ ４４４ １６０ ９２２ ４５８ ０３８ ５６０ ２６３ ７６２ ７３３

２０１７ ２． １３ １． ６９ ２． ４５ ２． ６３ ２． ６１ ４ ０３４ ０００ １４０ ３２５ ３９８ ０９１ ５６０ ００２ ５６５ ２８７

２０１６ ２． １１ １． ５９ ２． ３９ ２． ６２ ２． ５２ ３ ８７８ １００ １３２ １５５ ３７６ ５５３ ５４３ ４３８ ５１５ ６４９

２０１５ ２． ０７ １． ５１ ２． ３６ ２． ５３ ２． ４３ ３ ７５９ ０００ １２６ ５７２ ３６４ ７１０ ５２０ ３０３ ５０１ ６９６

　 　 在科技服务业产出方面， 如表 ６ 所示， 福建

省的技术市场成交额每年都在快速攀升， 到

２０１９ 年已达到 １３９ ５９ 亿元， 但与浙江、 江苏、
广东几个省份相比差距明显， 仅为同年广东省的

６ ２％ ， 虽然这与广东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存在一定关系， 但也说明福建省自身在科技成

果转化、 应用方面能力不足。 而从每万人专利授

权数来看， 福建省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较

浙江、 江苏、 广东仍存在一定差距， 且伴随

２０１９ 年专利授权总数的下降， 福建省的每万人

专利授权也有所下降。

表 ６　 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四省科技服务业产出对比②

年份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全国 福建 浙江 江苏 广东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件）

全国 福建 浙江 江苏 广东

２０１９ ２２ ３９８． ３９ １３９． ５９ ８８８． ０１ １ ４７１． ５２ ２ ２２３． ０８ １７． ６７ ２４． ９１ ４８． ７８ ３８． ９６ ４５． ７８

２０１８ １７ ６９７． ４２ ８４． ５２ ５９０． ６６ ９９１． ４５ １ ３６５． ４２ １７． ５４ ２６． ０４ ４９． ６１ ３８． １３ ４２． １４

２０１７ １３ ４２４． ２２ ７５． ４６ ３２４． ７３ ７７８． ４２ ９３７． ０８ １３． ２１ １７． ４６ ３７． ７９ ２８． ２７ ２９． ７８

２０１６ １１ ４０６． ９８ ４３． ２２ １９８． ３７ ６３５． ６４ ７５８． １７ １２． ６８ １７． ３３ ３９． ６２ ２８． ８８ ２３． ５５

２０１５ ９ ８３５． ７９ ５２． １４ ９８． １０ ５７２． ９２ ６６２． ５８ １２． ５０ １６． ０５ ４８． ２２ ３１． ３８ ２２． ２３

２． 福建省科技服务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匮乏。
科技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各类资源要素的支撑， 目

前福建省的科技服务业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

成效， 但部分产业发展所需资源自始匮乏或者后

续不继， 对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持续发展产生制

约影响。 （１） 高层次专业人才缺乏。 相关的高

层次专业人才是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

源， 科技服务业的蓬勃发展， 有赖于高素质专业

４３

①

②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由于 ２０２０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
年鉴尚未公布，２０１９ 年部分数据存在缺失。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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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福建省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的总体数量相对欠缺， ２０１８ 年福建省 Ｒ＆Ｄ 人员

全时当量仅为广东省的 ２１ １０％ ， 其主要原因是

福建省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增速缓慢。 从 ２０１４ 年

的 １３５ ８６６ 人年， 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６０ ９２２ 人年， 五

年间福建省的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仅增加了

１８ ４４％ ， 其中在 ２０１５ 年， 这一数据还有所回

落。 同期相比， 广东省增加了 ５０ ４８％ ， 浙江省

增加了 ３５ ３５％ 。 不仅如此， 研究人员中具有博

士、 硕士学位的人员占比较低， 整体发展思路较

为保守， 难以满足科技服务企业对思维方式、 竞

争意识、 专业特长、 运作方式的要求。 （２） 中

介服务发展滞后。 技术市场是科技产品从研究层

面向生产销售层面转移， 并继而转化为实际生产

力的依托， 因此技术市场成交额可以很好地衡量

一个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率。 ２０１９ 年全国技术市

场活跃， 成交总额为 ２２ ３９８ ３９ 亿元， 而福建省

仅为 １３９ ５９ 亿元， 约占全国的 ０ ６２％ ， 占比非

常低，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福建省科技中介服务

发展滞后。 目前， 福建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数

量较少、 业务能力相对不足， 相关平台搭建尚未

完善或者不能有效运行等， 导致科研机构及科研

院校与需求企业的沟通合作不畅， 供需对接困

难， 最终影响了技术市场的交易活动。
３． 科技服务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 对比发

达国家和我国科技服务业发达区域， 福建省的企

业研发投入相对较少。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监测

报告 ２０１９》 的数据显示， 福建省 ２０１７ 年全省企

业 Ｒ＆Ｄ 经费投入达 ４４８ ７９ 亿元， 比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８８ ２６ 亿元增长了 ２５ ９％ ， 企业 Ｒ＆Ｄ 经费投入

是 Ｒ＆Ｄ 经费投入的主体， 企业 Ｒ＆Ｄ 经费投入占

全省 Ｒ＆Ｄ 经费投入的比重高达 ８２ ６４％ 。 然而

与全国其他各省相比， 福建省的经费投入总额明

显偏少， 仅比全国各省平均经费投入略高。 此

外， 企业 Ｒ＆Ｄ 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仅

为 ０ ９８％ ， 基本与全国平均持平， 一定程度表

明福建省的科技服务企业自主研发意识与市场竞

争意识薄弱。 目前， 福建省的科技服务企业主体

仍由政府出资或主导， 民营资本比例较少， 所承

接的项目也以政府分配为主， 项目运营缺乏自主

性， 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仍然欠缺。 这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科技服务企业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 市

场竞争力略显不足。
４． 大数据对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冲击影响。

大数据与物联网、 云存储、 云计算、 智慧城市相

伴而生， 密切联系。 大数据意味着在信息交换、
信息存储和信息处理的过程中产生了海量数据。
如何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存储、 利用与分析是大

数据时代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随着大数

据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通过不同方式将

大数据纳入并融合到各自的发展战略中。 科技服

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为其

他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服务的天然属性， 因此大数

据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影响。 在此过程

中， 要求科技服务业加强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

设， 整合信息资源， 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 强化

信息安全， 以便能够为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

必要的数据支撑。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科技服务业是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新兴产

业， 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 笔者采用

描述性统计方法， 并结合产业关联分析， 对福建

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展开分析， 发现并得出

如下结论： 近几年随着产业发展环境的不断优

化， 创新服务平台的成功搭建及顺利运营， 福建

省科技服务业的规模有了显著增长， 相关科研投

入和创新产出也在逐年增加， 总体上呈现向好态

势， 但也存在着要素投入不平衡、 科技产出存在

显著区域差距、 产业发展后继力量不足、 科技服

务业的产业关联不足等问题。 与此同时， 福建省

的科技服务业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 与其他省份

的区域竞争在不断激化， 自身发展所需的人力资

源和企业资源相对匮乏， 另外以大数据为代表的

新兴技术也在不断冲击着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这

都对福建省发展科技服务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以上结论， 笔者针对性地提出如下政策

建议：
（一） 继续加大对科技服务业的扶持力度，

合理制定扶持策略

科技投入是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基本要素， 区

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物质前提， 也是科技服务业发

展的现实基础。 由于研发本身存在回报率低、 不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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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大的特性， 很多科技服务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会面临资金短缺的情况。 福建省的科技服务业

对比发达省份起步较晚， 仍处于成长的早期阶

段， 面临的资金不足困境尤为突出。
自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 《关于促进科技服

务业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 以来， 福建省科技

服务业的资金情况已大为改善， 然而这仍不能很

好填补科技服务业的巨大资金缺口， 因此， 政府

在加大对科研经费投入的同时， 要实施更为广泛

的扶持政策来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 对不同阶

段、 不同性质的科技服务企业提供差异化的扶持

政策， 实施相关资助计划。 如对处于发展初期的

科技服务企业， 评价其发展潜力， 选取达到评价

标准以上的企业， 给予一定的优惠补助， 如对企

业发展初期急需的固定资产及研发设备， 给予购

买补贴、 税收减免， 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对

紧缺型的科技服务业， 制定如长期贷款、 财政补

贴、 设立专项扶持资金、 贷款担保、 信贷优惠等

相关政策来加速该类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然而，
仅仅依靠政府资金难以满足众多科技服务企业的

资金需求， 政府应发挥资金的引导作用， 逐步扩

展科技投入资金来源渠道， 引导、 鼓励民间资本

对科技服务业的投资， 实现资本来源的多元化。
如此， 在减轻财政压力的同时， 充分满足科技服

务业的资金需求， 也为民间资本所有者带来收

益， 实现多方共赢。
（二） 建设科技服务中介平台， 增强科技

服务业对其他产业的促进作用

科技服务中介平台作为紧密联系科技服务供

需双方的纽带， 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助力， 也

是促进科技服务业不断推动其他关联产业快速发

展的关键所在。 建设科技服务中介平台， 大力培

育科技服务企业， 有助于促进福建省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
完善的科技服务中介平台， 职能多元， 它既

可以帮助科研机构寻找需要科技服务的相关企

业， 也可以根据企业特点推荐或者个性化定制符

合该项需求的相关科研机构。 但在当前情况下，
福建省的科技服务业服务效率相对较低， 主要是

由于科技服务中介企业发展思维较僵化， 业务积

极性不强， 不能有效地与日益变化的产业需求相

匹配。 政府应考虑统筹多方资源， 加强建设综合

的、 多元化的科技服务中介平台， 将金融机构、
高新技术企业、 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以及民间资

本等紧密关联起来。 通过该平台， 满足涉及科技

服务的各方需求。 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可以在研

发领域获得预期收益， 而有科技服务需求的企业

或单位也可以通过该平台发布信息， 对接供需各

方。 通过多方协作、 合作共赢， 促进科技服务中

介平台与当地特色产业的互联互动， 促进政产学

研一体化， 协同提升福建省的科技服务业水平。
（三） 健全和完善管理体制机制， 激发科技

服务企业的研发热情

虽然， 福建省已先后制定了 《福建省科技

服务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修订了 《科
技进步条例》 《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专利保护

条例》 等地方性法规， 也发布了 《关于促进科

技服务业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 等利于科技服

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但 ２０２０ 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 “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 也是为

“十四五” 规划良好开局打下基础的关键之年，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 落实确立一套完善、 标准、
符合现阶段福建省发展特性的法规体系， 为福建

省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闭环，
仍然任重道远。

政府应通过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相关

法律法规， 进一步明确科技服务业的自身定位与

产业使命， 推动其独立发展， 提高为其他产业提

供服务的水平与能力。 应完善帮助科技服务产业

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 帮助其按照市场准则独立

化、 专业化、 多元化发展， 建立以财政投入为引

导， 企业参与为主体， 社会参加为补充的完整体

系。 同时， 政府在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的同时，
也要制定适当的考核体系， 加强对科技服务业成

果绩效的考核， 对不能达到考核要求的企业视情

况考虑是否取消其政策福利， 对达到甚至超额完

成考核目标的企业继续给予一定的奖励， 以此来

激发企业的积极性， 促使企业针对市场需求进行

技术创新， 不断增强其创新能力， 以提升科技服

务业的整体创新能力。
（四） 加快培养和引进科技服务业的高端人才

科技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有赖于科技人才

的培养和引进。 目前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专业人

才， 尤其是高端人才仍然比较紧缺。 人才资源的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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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导致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动力不足， 发展瓶颈

凸显。
福建省应采取相关措施吸引科技服务业相关

人才， 借鉴国内其他发达地区引进海内外专业人

才的制度设计与有益经验， 适时通过推出住房补

贴、 购房优惠、 所得税减免、 落户条件降低、 创

业支持等人才吸引政策， 吸引人才来闽， 做到人

才 “引进来”， 同时关注人数众多且就读于福建

省高等院校的优秀毕业生， 吸引他们 “留下

来”。 此外， 发挥福建省优势产业与主导产业的

相关特性， 鼓励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科技人

才 “柔性聘任” 的机制， 通过研究机构和高等

院校的相关政策来吸引高端人才。 不仅如此， 福

建省还应加强对辅助性行业相关专业人才的引

进， 如律师、 科技评估师、 相关鉴证人员、 经纪

人等， 促使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高层次、 多元

化、 系统化发展。
（五） 大力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器， 积极培育

产业基础

产业基础薄弱是福建省科技服务业发展面临

的瓶颈问题之一， 实现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加强

产业基础是重要的抓手。 首先， 福建省应从战略

上重视企业孵化器的作用。 企业孵化器能够为各

类科技企业、 科技项目与理念的初期孕育与快速

成长提供载体。 通过孵化器的发展， 有助于快速

建立起一批具有创新思想的科技创新型企业， 通

过落实与孵化器相关的政策措施， 逐步建立福建

省科技创新产业的产业基础。 其次， 建设综合性

产业试验园区， 积极培育产业基础。 结合福建省

优势产业， 建立集科研、 生产、 服务于一体的综

合性产业园区， 引导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 最大

程度发挥科技服务业集聚优势， 努力打造国内知

名的科技服务业园区。 在园区内， 建立健全共享

机制和平台， 通过集聚发展， 降低企业成本， 提

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有效利用率， 促进福建省科

技服务业的高质量、 高效率发展。 进一步地通过

发挥综合性产业试验园区的扩散效应， 在福建省

各区域逐步推广科技服务综合性产业园区的实

践， 推动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全面发展。
（六） 加强区域合作， 统筹整体发展

当前， 福建科技服务业主要布局在福州、 厦

门、 泉州等地， 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较为突出，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整体发

展。 因此， 在全省范围内加强产业合作， 促进协

调发展是福建省科技服务业实现全面、 持续发展

的必要途径。 省内各市应在思想意识层面打破行

政区域边界对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固有枷锁， 认可

并促进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 发挥空间扩散效应

的影响。 在保持先发区域优势的前提下， 即福

州、 厦门、 泉州等地继续保持其先行者的地位，
加大对发展质量的重视程度。 在现有的产业基础

之上， 着力打造具有国内影响力， 甚至国际影响

力的科技服务品牌， 在持续发挥其集聚效应的基

础上， 逐步释放其扩散效应。 后发地区则通过政

府加以引导， 积极实践福州、 厦门、 泉州发展科

技服务业的有益经验， 实现错位发展。 科技服务

业的发展， 仅靠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具体产业难以

持续， 必须由众多有机部分相互扶持， 通力协作

实现。 因此， 必须加强区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以此统筹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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