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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企业面临的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整合检测实验资源、聚集科研人才队伍、建立平台管理制度、完善平

台服务功能,搭建起四川省茧丝绸行业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是具有产品技术研发、管理咨询、技术培训、信息服务功能

的国家级示范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创新开拓为中小企业提供特色服务,增强服务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整体行业技术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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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颁发

的《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
中指出,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就是充分运用网络信

息等现代技术,对科研基础条件资源战略重组和系统

优化,以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四川茧丝绸行业具有悠久的栽桑养

蚕、缫丝织绸历史,是传统养殖和生产加工业,目前全

省有19个市(州)、120县(区)、100多万农户从事栽桑

养蚕,2014年桑园面积185万km2、缫丝企业76家、织
绸企业34家、丝绸印染企业6家,形成了栽桑养蚕、缫
丝织绸、印染服装、家纺用品、蚕桑资源产品、出口贸易

系列完整的产业链,全年实现丝绸综合产值305亿元,
位居全国同行业生产前茅。但四川省内丝绸企业存在

生产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自主创新弱、技术管理人

才欠缺、地处边远山区、信息环境滞后等缺陷。针对行

业这些问题,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面对丝绸行业发

展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整合本院的科技成果、仪器

设备和技术人才资源,创新性地搭建了为全省茧丝绸

中小微企业技术和信息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为

全省茧丝绸企业公共服务的目的。

1 四川省茧丝绸行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是全国三家丝绸科研机构

之一,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省级茧丝绸综合性科研院

所,历经30多年不断发展壮大,2014年总资产11238

万元。2001年转制以来,先后完成国家、省级各类科

研项目100余项,荣获四川省政府科技进步奖13项,
国家级新产品5项,中纺协科技进步奖4项,全国丝绸

新产品金奖6项以及各类奖11项,享有国家专利35
项、著作权6项,储备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和专业人才资

源,为全省茧丝绸行业发展、实现创新驱动,搭建“四川

省茧丝绸行业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具备

殷实的基础条件。
平台结构和功能组成:

材料研究室

成都蜀锦工艺品厂

生物研究室

机电研究室

四川丝绸网站

公开发行刊物

四川丝绸简讯

印染基地

机电加工基地

桑蚕茧试验基地

科技研发
中心

信息管理
中心

产业
基础部

综合信息服务功能

四
川
省
茧
丝
绸
行
业
公
共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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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服务

产品设计试样功能

检验检测功能

人员培训服务功能

外贸代理服务功能

技术咨询服务功能

1.1 基础设施建设

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按照四川省茧丝绸行业科

技基础条件资源和需求情况,整合理化实验和检验检

测设备资源,重新添置实验仪器、中试生产设备和计算

机网络服务等设施,满足全省茧丝绸行业技术创新和

网络信息服务的需要。为更好地实现中小企业新产品

研发测试和中试生产,对现有材料、生物研究实验室、
蚕桑选育基地、桑皮纤维加工基地、蜀锦工厂等场地进

行改造,建成适应全省蚕桑丝绸行业科技创新需求和

行业发展需要的科技基础条件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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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制度建设

为规范运作,提高“平台”服务质量和效率,充分调

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平台”制定了《劳动用工管理办

法》、《职工业绩考核办法》、《劳动纪律管理办法》、《科
技管理办法》、《科研经费使用管理试行办法》等各项管

理制度。“平台”行政管理实行主任负责制,人事管理

实行开放竞争的全员聘用劳动合同制、工作考核实行

绩效挂钩的岗位责任制、科研开发及经营业务实行项

目组长负责制;人员绩效分配采取与所在岗位的德、
能、勤、绩挂钩的分配制度。通过人事、财务、分配等一

系列运行机制的建立、工作实践和各项制度的完善,基
本建立健全了“平台”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使“平
台”的运营逐渐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1.3 人才队伍建设

“平台”在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现有人才队伍基

础上,不断从高校和行业内整合吸纳蚕桑、丝绸、纺织、
生物、机电、自动化等专业人才,补充完善平台专家团

队,使人才队伍中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80%以上,中
青年龄段的占60%以上,拥有专业资格证书30人,使
平台服务队伍具备高学历、年轻化趋向,具有合理的年

龄结构和知识结构体系,增强了平台技术研发和团队

培训的服务力量[1]。

1.4 服务功能建设

“平台”整合科研院校的科技成果资源和专家人才

资源,开展六大服务功能和其他特色服务功能。开展

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实用技术研发及示范服务;
提供技术质量标准制(修)定服务;对各类工艺、产品、
包装和新产品试样等提供设计服务;对各类茧丝绸、纺
织产品的性能、质量等指标提供检验检测服务;对蚕桑

丝绸各类技术以及项目申报论证、评审答辩、财务管理

等提供管理咨询服务;采取现场培训、集中授课等方

式,开展行业技术、市场经营、政策解读等行业培训服

务;通过主办四川丝绸网站和《四川丝绸简讯》期刊等

提供各类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利用省丝绸科学研究

院在行业中的优势,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项目管理

培训、外贸代理等特色服务。

2 “平台”运营情况

2010年,“平台”以“边建设、边服务”理念,逐步为

全省中小企业提供科研技术、行业信息服务。随着“平
台”不断改建科研基础设施、建立平台运营机制,基本

完善平台服务功能,能够满足茧丝绸中小企业技术和

信息的服务需求。2011年被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认定为“四川省茧丝绸行业公共服务平台”,2012
年“平台”荣获工信部“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

台”,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2013年被四川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评为“四川省中小企业重点服务机构”。

2.1 运营机制

“平台”在运营过程中,建立健全了科学的管理制

度,充分调动平台工作人员积极性。实行主任负责制,
人事管理全员聘用劳动合同制,业绩管理实行绩效挂

钩岗位责任制,科研开发实行项目组长负责制等管理

制度。平台利用本院的技术专家库、新产品和新技术

项目储备库以及自有知识产权科技成果库等资源,集
聚高校、协会等专业服务机构,建立了良好协同服务机

制,进行长期性战略服务协作,对全省茧丝绸企业进行

规范性服务[2]。采用“优惠服务+公益性服务”相结合

运行机制,实行微利经营。平台在科技成果推广有偿

服务,与行业各级主管部门、协会或产业园区签订优惠

服务协议,收取比市场低30%的服务价格。平台运行

过程中,免费公益性服务在总体服务活动中占绝大多

数,主要对社会免费开放丝绸网站、赠阅期刊以及对企

业科技成果推广的技术咨询、各类技术培训和国家标

准宣贯等服务活动。

2.2 开展的服务活动

2.2.1 信息服务

“平台”主要是通过四川丝绸网站、行业内刊《四川

丝绸简讯》及公开发行刊物等渠道提供信息服务。四

川丝绸网站整合各类网站资源和行业资源,即时公开

发布行业宏观政策、市场实时交易、行业新闻等行业综

合信息。行业期刊《四川丝绸简讯》以刊载政策深度分

析、产业结构调整等深度思考文章,以及每季度行业生

产、出口数据统计和行业运行等分析报告,为政府机构

和企业管理层提供决策信息服务。多渠道的信息服务

较大地改善了因地域或企业自身条件的局限而获取信

息困难的局面,为茧丝绸行业提供了行业生产管理、工
程技术、市场营销等信息交流大环境。

2.2.2 技术服务

在行业服务上,紧贴行业特点,服务体系贯通茧丝

绸产业链,覆盖桑、蚕、种、茧、丝、绸、印染、丝绸机械、
贸易各个环节,从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到人才培养、成果

转化与产业化等环节实现全过程支持,建立服务保证

措施,促进平台良性发展。平台还充分利用整合科技

资源和构建的产学研联盟体系,通过服务网络不断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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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平台服务覆盖面,提升平台区域影响力。目前平台

的服务已覆盖四川全省茧丝绸企业,辐射重庆、云南、
广西、陕西等省市。近年来,平台在省内外茧丝绸行业

服务中小企业逐步增长,2011年服务企业136家次、

2012年245家次、2013年286家次、2014年385家次,
服务企业数量4年来持续增长,用户满意度达到了

90%以上。

3 “平台”特色服务功能

四川省茧丝绸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不仅实

现了一般科技平台具有的技术研发、新产品试制、检验

检测、人员培训、技术管理咨询以及通过网站期刊为行

业提供各类信息服务的功能,还根据自身优势开展了

一系列特色服务:一是利用科研院的技术研发和成果

储备优势,采用技术转让、技术支撑、示范推广等方式,
为企业提供产品创新、技术改进、管理升级等技术服

务;二是利用科研单位管理项目的特长和优势,为企业

项目选题策划、申报论证、中期监理、项目验收审核和

项目核算等系列咨询服务;三是凭借省丝绸科研院在

行业中的技术优势,在省内牵头国家、省级重大项目,
将区域内的中小企业直接纳入项目中解决生产实际问

题;四是凭借省丝绸科研院具有的长期经营进出口业

务,为丝绸行业中小企业解决外贸出口实际问题。

4 结语

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信息化时代,行业国际竞争

日趋激烈,而企业掌握最新的信息资源和具有核心创

新能力对于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省

丝绸科学研究院利用本院的科学仪器设备、科技文献、
储备的科技成果、专家人力等资源系统构建起了促使

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的四川省茧丝绸行业公共服务平

台。平台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等技术服务,帮助全省茧丝绸中小企业提升设计水平

和创新能力、优化工艺流程和节能降耗。通过开展的

各类信息服务,为全省、周边乃至全国的茧丝绸行业提

供了一个开放互动的信息平台,改善了全行业生产经

营、企业管理、工程技术等交流活动的大环境,降低了

企业运行成本,提高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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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ofSichuanSilkIndustry
PublicServicePlatformby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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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ichuansilkindustrypublicserviceplatformwerebuiltthroughtheinnovation,combinationofthetestingexperiment
resources,gatheringthehumanresources,creatingtheplatformmanagementsystemandperfectionoftheservicefunction.Theplat-
formhadthefunctionsoftechnologyservice,managementconsulting,technicaltrainingandinformationservice.Theplatformpro-
videddifferenttechniqueandinformationservicesformediumsmallandmicro-sizedenterprises,helpedtostrengthentheircompeti-
tivenessandimprovedthetechnicallevelofthewholecocoon&silk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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