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 4 卷   第 4 期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121

合肥、青岛两市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经验对济南市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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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双轮驱动”之一，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支撑。自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发布以来，各省市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来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文章以科技体制改革创新为着眼点，对标与济南市科技创新发展水平近似的城市，以实地调研资料为

基础，结合济南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技发展的规律，得出推进本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As one of the “two wheel drives”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innov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Since the 

releas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utline”,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have 

introduced related policies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ities that are similar to Jinan’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level,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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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ield research data, combined with Ji’nan’s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law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ing the refor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in Jinan city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tructural reform; innovation driv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0  引言

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门 [1-2]。十八大以来，新一轮科技体制改

革率先步入“深水区”[3-4]，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纲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等有关政策

先后出台，科技宏观管理、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协作创新机制等方面迈出重要步伐。各省市

出台了如北京“京九条”、武汉“黄金十条”、

南京“科技九条”、成都“蓉十条”等政策 [5-7]。

济南市提出了“打造成为国内重要的科技成

果策源地和京沪之间科技创新新高地，成为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

战略部署。

青岛市作为山东省副省级城市、计划单

列市，享受着省一级的经济掌控权，2016 年

GDP 已超过万亿，稳居山东省第一，与济南同

为区域内中心城市，一省双城互别苗头的瑜亮

之争由来已久。合肥市为安徽省省会，2016 年

GDP 超过六千亿元，与济南近似。但近年来，

合肥市获批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国家综

合性科学中心、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一

批高校、科研院所相继落户，科技创新综合实

力飞速提升。在此背景下，本文以科技体制机

制创新为着眼点，对标与济南市科技创新发展

水平近似的青岛、合肥两个城市，以实地调研

资料为基础，结合济南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

科技发展的规律，得出推进本市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的对策建议。

1  合肥市在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方面先进经验

1.1  安徽省合肥市两级领导领导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工作[8]

合肥市专门成立了市自主创新领导小组，

建立高层面、跨部门的科技管理体系，统筹协

调各部门开展创新工作。努力争取省级层面政

策项目支持 , 安徽省全省科技资源向省会合肥

倾斜。

1.2  形成重大项目审议机制

合肥市针对投资额度巨大的项目或有巨大

发展潜力的科技前沿项目，实行对重大项目“一

事一议”制。项目审议组长为常务副市长，组

员为“11+X”。“11”涵盖发改、经信、科技、

财政、法制办等市直部门，“X”为项目落地区县。

重大项目的支持政策可以有所突破，会议纪要

的形式通过审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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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9-10]

按照“省院合作、市校共建”的原则，由

安徽省、中科院、合肥市与中科大四方合作共

建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先研院”），

集研究所、大学、企业孵化器等多重功能，形

成“企业导师 + 学术导师 + 创业导师”的培养

模式，培养过程由传统的知识传授拓展为创新

实践、创业指导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合工大

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

程院、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北大未名生

物经济研究院等一批高端研发平台参照中科大

先研院的经验相继建立，打造产学研无缝对接

的高端创新研发平台、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创

新公共服务平台、科技企业孵化平台等四大平

台，一大批以研究开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

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等为主的科技

服务新业态竞相涌现。

1.4  制定扶持产业发展“1+3+5”自主创新

政策体系

合肥市人民政府经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

印发《扶持产业发展“1+3+5”政策体系的通知》

（即 1 个若干规定、3 个管理办法和 5 项具体

政策）。其中，“1 个若干规定”指扶持产业

发展政策若干规定。“3 个办法”指产业、创

业和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5 大政策”

聚焦支持自主创新、现代农业、新兴工业化、

科技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另外还包括 N 个若干

配套政策、实施细则等文件。

安徽省举全省之力推进合肥科技创新发展，

从科技资源配置、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等

方面建设全链条的科技创新支撑服务体系，与

济南市委市政府期盼“举全省之力实施‘省会

战略’”发展济南的美好愿望相契合，把省会

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对山东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2  青岛市在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

新方面先进经验

2.1  建立高层议事协调机制

青岛市组建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11-12]。委员

会主任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常务副市长、

分管市领导任常务副主任，其他副市长任副主

任，相关部门、区市政府、重点功能区管理机构、

驻青高校、科研机构、部分创新企业代表等为

成员单位，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科

技局，办公室主任由市科技局局长兼任，发改、

经信、教育、科技、财政、人社、商务、工商

等部门分管领导兼任副主任。

2.2  高度重视源头创新平台集聚[13-17]

青岛市围绕“四条主线”引进集聚高端研

发机构。一是中科系。中科院青岛科教园在西

海岸落地开工，中科研发城在高新区正式投入

使用，与中科院启动共建先进产业研究院，打

造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二是高校系。新引进

北航、四川大学、西南交大等“985”“211”

高校在青岛设立研究院。三是企业系。与中电

科仪器仪表公司签约，共同打造仪器仪表产业

基地，建设中船重工（青岛）海洋装备研究院，

华大基因青岛研究院签约落户西海岸。四是国

际系。落户高新区的德国史太白技术转移机构

在青成立了创客学院和孵化器。推动哈工大与

乌克兰国家技术科学院签约共建青岛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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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美国海德能、日东（青岛）研究院等联

合成立青岛膜技术国际创新产业联盟。近五年

来，中科院在青形成“两所八基地一中心一园

一城”的发展格局。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等 29

所重点院校相继落户。中船重工等 16 家国字号

科研产业基地建成运营。在推进大院大所等项

目落地过程中，市级财政配套资金 3000 万，直

接拨付落户的县区，由本地政府解决土地及后

续资金事宜。在全市形成引进高端研发机构的

热潮，成为衡量县区科技工作成效的隐形指标。

2.3  科技创新服务政策体系完善[17-18]

打造创新创业“政策超市”，健全科技创

新政策措施，建立创新驱动导向评价体系。目

前，青岛市涉及制定创新创业政策的政府部门

有 19 个，各部门扶持创新创业的政策分散。体

制理顺后，由市科技局牵头，会同市发改、经信、

人社、教育、工商、金融等部门，依托市政务

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大厅，设立创新创业“政

策超市”，将各部门出台的扶持政策纳入超市。

对驻青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实行普惠性的科

技创新财政政策，实现科研经费的全覆盖。

2.4  科技成果产业化链条完善

坚持市场配置科技资源，开展科技孵化服

务、技术转移服务、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局下

设高创资本运营公司，包括投资管理公司、担

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等，综合运用“拨、投、贷、

补、奖、买”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

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导各类资金共同支

持科技创新。成立青岛技术交易市场。采取政

府搭台、中介唱戏，按照“一厅一网一校一基

金”的模式运作。主要工作为“建体系、出政策、

搭平台、组队伍、促改革”，其体系构建和运

作机制为“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化服务机构、

技术经纪人”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

青岛市作为山东省经济发展的“双子座”

之一，经济总量远超济南，对外开放度、营商

环境等也更加优化，特别是近年来青岛市由“招

商引资”向“招财引智”转变，高度重视源头创新，

大力引进大院大所，仅从数量对比，济南市省

会科教资源优势不再明显。

3  济南市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 

存在问题

3.1  驻济科技资源整合利用不充分

目前济南市对驻济高校、科研院所的定位

及支持还局限在“小济南”、“小科技”的状态，

支持范围及力度较小，各类支持计划大部分都

限定于市属高校、科研院所等，央属或省属高

校及科研院所能够参与的范围较窄，直接影响

了驻济高校及科研院所在济从事科技创新创业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2  支撑科技创新创业的新业态新模式缺乏

济南市科技服务业的总体规模还比较小，

竞争力还比较弱，尤其是高端专业孵化机构极

度匮乏，直接影响了创新资源的共享、创新链

与产业链的对接融合。

3.3  区县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及理解不足

区县政府重视招商引资、轻创业投资的现

象普遍存在，更多考虑投入产出比，关注税收，

对于引进大院大所对地方的人才聚集和创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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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带动作用认识不明确，对产业链、环境、

人才等创新链条上的关联认识不充分。

4  加快推进济南市科技体制机制

创新的有关启示

4.1  建立省市会商机制

建议学习合肥，努力推动省市共建“创新

共同体”，将济南市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置于

山东省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当中去，形成省市协

同创新长效会商机制。建议我市主动对接各类

省级规划与政策，以《山东省“十三五”科技

创新规划》为引领，以打造体制机制先行区为

目标，紧抓省委、省政府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建设泛济青烟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

区机遇，积极争取将高新技术企业审批等与科

创中心建设相关的行政审批权下放，全力争取

各类省级科技创新政策、高端要素向济南市集

聚，争取在规划编制、政策实施、改革试点、

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把大项目、好项目

多放在济南，在省级层面更有效推动区域性科

创中心建设工作的贯彻和落实。

4.2  强化政策激励机制[19-20]

建议学习青岛、合肥，围绕区域性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出台系列专项实施细则，形成政策

体系。扩大科技创新财政资金支持范围，将驻

济央属、省属高校、科研院所及创新型企业等

创新主体纳入进来，充分体现科技创新的开放

性 [5]。深化驻济高校和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强

化创新人才政策激励机制，创新分配激励机制，

推进产教融合、科教协同，建立健全现代科研

院所制度，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21]。进一步

落实企业科技创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建立政

府采购政策激励机制，支持企业引进海外高层

次人才，健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强化对

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撑与激励机制。

4.3  推动县区对科技创新的重视

建议学习青岛，强化各县区对科技创新发

展的认识与理解，强化对各县区、市直部门科

创中心建设考评与监测。鼓励县区引进高校、

科研院所、高端产业研发中心、科技孵化器等

重大创新平台，设立专项财政资金，直接拨至

县区，作为重大创新平台引进建设配套资金 [22]。

4.4  构建考核评价机制[23-25]

进一步完善创新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将其与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相结合，细化

相关指标。将重大创新平台引进列入招商引资

范畴，明确各类重大创新平台所对应的招商引

资数额，适用招商引资考核机制，调动各县区、

市直部门引进重大创新平台的积极性，强化科

技招商力度。同时，注重考核结果运用，把考

核结果作为奖惩兑现、评先树优、干部使用、

工作改进的重要依据，对各县区和市直部门先

进单位进行通报表彰和物质奖励。

结论

综合来看，济南作为山东省会城市，市委

市政府提出“打造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肩负着带动周边科技创新、推

动区域科技进步的使命。而合肥、青岛无论从

经济总量、政治地位、还是从科技创新发展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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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力等各方面，均与济南近似，在两者在科

技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则都有值得济南学习借鉴

的经验，“知不足，而后徐徐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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