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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大环境下, 以用户价值为导向、加速供需双方实现技术转移、各取所需为核心的, 以产业链整

合、加强横向用户关系圈扩展、助力进一步解决产学研信息不对称的, 以扩大产学研合作范围、提升产学研合作

成效为目标的产学研合作生态服务模式应运而生. 基于产学研合作生态服务模式, 构建生态服务模型, 应用于实践,
建设“互联网+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 提供多样化的产学研内容、社交和对接生态服务,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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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Plus” environment, the ecological service mode for industrial-academic-research cooperation
has emerged with the goal of expanding the cooperation scope and improving the outcomes of industrial-academic-
research cooperation. This service mode designates to be user’s value-oriented, the core is to speed up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both supply and demand and to fulfill every need, thus to help further solve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by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and strengthened horizontal user relations circle expansion. Based on this cooperative
ecological service mod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 model, which is applied to
practice, constructs “ Internet Plus Industrial-Academic-Research Cooperation Intelligent Service Platform”, provides
divers i f ied  conten t ,   soc ia l  and  docking  ecosys tem serv ices ,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 l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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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伴随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互联网生态也正蓬勃发展, 并逐渐衍生出许多新的商

业服务模式, 互联网也将主导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 同
时竞争也日益激烈, 无论是华为、百度、阿里巴巴、

腾讯那样的行业巨头, 还是小米、京东、360这样的行

业新贵, 都在加快完善各自的互联网生态体系.
推进产学研合作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

创新型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举措, 也是对需要推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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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与经济更加紧密结合, 对深化产学研工作提出了更

高要求. 江苏省坚持把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作为实施

科技创新工程的主要途径, 引导成果、技术、人才等

科技创新资源的汇聚, 实现区域创新能力不断的提升.
然而技术转移的成功是需要经历复杂过程的, 因此建

设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及其互联网生态体系, 制
定产学研合作生态服务模式, 提供产学研合作生态服

务, 是能够进一步促进产学研合作主体之间的交流、

对接, 充分畅通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快速转化的渠

道, 将有力推动产学研合作工作的深化, 有力支撑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1,2].
相比其他技术转移平台, 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

台借助其生态服务模式, 主站子站信息互联互通、相

辅相成、依据地方特色提供精准服务, 实现了资源共

享的更大化 ,  结合 WEB 端 3D 虚拟展示和移动端

VR 技术, 使得科技成果有了更全面的呈现, 提升了价

值增值的空间, 通过注重对接意向收集和推送, 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对接方式, 更高效地促进了技术转移的成

功和落地.

1   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
江苏省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的建设以数据为

基础, 汇聚各类产学研资源, 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为
用户提供智能检索和推荐服务, 处理并促进技术转移

相关信息在供方、需方、服务中介、管理各个部门之

间形成有效流动, 从而辅助构建政、产、学、研、金

紧密合作的生态体系, 形成互联网+产学研合作生态服

务的新模式和新机制, 最终推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3–5].
平台部署采用“主-子站”分布式部署, 主站整合全

网资源, 提供全网服务, 子站共享主站资源, 目前主要

部署在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及高校院所, 提供区域特色

服务, 推动地方特色产业价值提升并进一步促进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 系统部署时, 可根据业务和服务范围建

设不同服务类型的服务器[6]. 根据该平台的应用范围和

功能需求, 设计了系统的部署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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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部署图

WEB服务器, 处理平台来自互联网的 HTTP请求,
负责不同类型服务之间的枢纽调度, 是一种服务类型

到另一种服务类型的桥梁. 同时也实现主站与子站之

间的切换跳转.
数据库服务器, 专门用于搭载数据库, 提供数据存

储、监控性能、并发控制等服务, 能够大幅降低网络

开销, 优化联机查询.

数据采集服务器, 降低和缓解互联网信息采集工

具给网络带来的拥堵, 减少资源竞争, 即使大量资源涌

进平台, 也能够保证平台的资源使用均衡.
分布式文件服务器, 强化文件存储服务能力, 提高数

据的可用性, 减少管理的复杂程度, 对用户上传的文件

做隔离和进一步检测, 降低由文件所引起的病毒感染.
即时通讯服务器, 提高社交化的服务能力, 分担提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9 年 第 28 卷 第 4 期

70 系统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http://www.c-s-a.org.cn


供社交服务时所产生的流量, 加强用户体验, 保障内容

服务、对接服务和社交服务的流畅.
流化媒体服务器, 提供视频、3D虚拟展示等服务,

提升内容和对接服务的体验, 丰富平台资源表现形式,
实现资源价值增值, 加速技术转移[7].

2   产学研合作生态服务模式

若说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是一个人的外表,
则产学研合作生态服务模式是其内涵. 产学研合作生

态服务模式的核心思想是以用户价值为导向, 使得供

需双方在加速实现技术转移的同时, 不仅各取所需、

各获所得, 还能够参与跨界纵向产业链的整合, 加强横

向用户关系圈的扩展, 有助于进一步解决产学研信息

不对称, 扩大产学研合作的范围, 提升产学研合作成效,
实现链圈式价值重构的生态体系.

产学研合作生态服务模式不仅是“平台+内容+应
用+线下活动”垂直的闭环生态链, 而且此生态链的每

个环节均支持横向扩展的生态系统. 平台, 依据地方业

务需求和服务侧重点不同, 横向扩展了适用于高校院

所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适用于地方科技管理部

门的一些产学研合作子站. 内容, 汇聚产学研新闻、活

动、成果、专家、团队、高校院所、需求、企业、专

利、产品, 及逐步扩展金融、知识产权、创业孵化等

各类服务, 这些内容根据具体业务需求, 有选择性地组

织和分布在平台主站及各子站. 应用, 平台主站及子站,
先后推出了新闻资讯、产学研对接、供需对接、智能

检索与推荐、线上产学研活动、技术转移联盟、技术

社区、校企联盟、科技副总、作价投资、价值增值工

程等一系列应用, 由于平台架构是基于 SOA的 (如图 2
所示), 因此平台便于根据不同的业务需求, 不断的重

构和扩展新的应用. 比如, 基于产学研对接扩展出的供

需对接、作价投资、价值增值工程. 线下活动, 所有的

服务终将落地, 平台的搭建, 内容的聚合, 应用的开放,
均是为了技术转移的成功. 平台通过统计分析线上用

户的产学研合作意向及阶段, 定期组织线下活动, 这种

具备用户基础、数据基础和成果基础的线下活动, 使
得技术转移成功率更高, 很多合作都是在活动现场签

订了合作协议[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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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架构图

在产学研合作生态服务模式下, 技术转移的成功

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产学研合作生态服务模式提供了

三大核心生态服务, 始终贯穿着技术转移从开始到完

成的整个过程, 如图 3所示.

2.1   产学研合作内容生态服务

产学研合作内容是平台的数据基础. 平台通过建

立内容的“生产-分发”服务体系, 标准化内容格式、优

质化内容产出、并协助用户分发内容, 建立产学研生

态圈, 创造、互动、传播、衍生出更多新产学研内容.

同时, 平台通过大数据算法赋能, 充分挖掘平台内容潜

在价值, 维护内容生态的有序发展[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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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产学研生态服务模型图
 

(1) 创新升级的内容生产体系

规范化细分内容: 基于国家发布的技术转移服务

规范国家标准, 设计资源内容的数据字段. 平台通过进

行市场调研 ,  细分各行业领域、成果形式、资源类

型、合作方式等必要条件, 将产学研内容规范化、类

目化、细致化, 便于筛选查找、整理分析.
多元化展示形式: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创新发展, 内

容的展现方式也越加丰富, 产学研内容也需要符合大

众对于内容生产的最新要求. 平台实现以图文为主体,
视频为辅的内容生产方式, 并创新的实现支持 3D环视

及虚拟现实的增强型内容生产方式. 在新的生产体系

下,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产学研内容选择更适合的方式

进行展示, 解决传统产学研内容单一、枯燥、实用信

息缺乏的弊端, 如图 4所示.

(2) 多级完备的内容分发体系

平台建立多场景下内容流转, 在用户进行注册、

发布、浏览、对接、关注等操作时, 同时推送展示相

关内容, 增加内容送达率; 在主站和子站间共享内容,
丰富站点内容, 提高跨区域产学研合作机会.

平台集成多平台的内容分享 ,  包括微信、QQ、

QQ 空间等主流社交平台, 通过定制化内容分享场景,
实现跨平台的统一浏览体验, 既分发了产学研内容, 也
推广了产学研平台, 并引导更多人参与平台建设.

(3) 智能快速的内容挖掘算法

平台采用大数据分析模型, 结合规范且类目细致

的产学研内容、用户角色信息和用户使用行为, 生成

用户图谱, 提供更精准、个性化的数据分析、挖掘服

务, 支持在大体量的数据内容下可以达成更快的查询

和分析速度.
2.2   产学研合作社交生态服务

传统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是基于熟人之间出于日常

关系往来、合作之需而建立起来的强关系、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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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性社交关系行为, 是一种单合作模式. 产学研合作

社交生态在设计之初, 出于升级单合作关系、解决供

需不对称的目的, 凭借政府、高校院所的支持迅速聚

集人脉关系、促进合作对接, 并逐渐以此为基础, 形成

基于信息、供需、对接和人脉而建立起来的泛合作社

交生态模式[11–15].
 

  
图 4    平台资源 3D虚拟展示

 

(1) 产学研合作社交生态主要特征

社交互动: 有效实时的社交互动是产学研合作社

交生态运行的基础. 在平台中, 专家、企业、高校院所

和第三方机构具有个人展示空间, 平台更将与其相关

的资源进行关联展示. 产学研个体在社交生态中可以

相互交流、对接合作、评价咨询, 从而形成良性互动

的社交体系.
数据共享: 数据共享是产学研合作社交生态发展

的前提. 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数据和资源, 数
据的有效流通共享是平台生态建立的关键. 平台协助

产学研个体挖掘有价值资源形成内部数据共享, 提供

主流社交平台分享形成外部数据共享, 内外结合从而

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开展.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是产学研合作社交生态建设的

目标. 采用“主-子站”的分布式部署模式, 将生态系统细

分至各个主体, 弱化中心管理, 不同高校院所、地方科

技机构都可以建立维护自己的生态子平台. 去中心化

模式解决了平台在庞杂体量下发展和管理困难的问题.
“子站独立运营、主站整合资源”的模式合理分配了资

源, 降低了生态门槛, 有助于产学研生态的长期发展.
(2) 产学研合作社交生态服务构建

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交机制 ,  提供智能化、专业

化、社会化服务, 将有助于产学研合作生态的可持续

发展, 释放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3) 线上线下活动服务

活动是直接、有效的社交化互动方式. 平台通过

统计分析线上用户的产学研合作意向及阶段, 定期组

织线下活动, 在活动过程中推广新用户, 促进老用户的

上线使用. 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模式, 提高用户使用率

和活跃性, 促进生态发展.
(4) 智能数据推送服务

作为资源整合平台, 平台以构建开放的, 信息共享的

数据利用机制为理念. 通过绘制用户图谱, 平台直接为用

户推送关注的、实用的、精准的、切实有效的资源信息,
节省用户在查找资源时所进行的过滤和处理时间, 促
进平台与用户间的交流互动, 提高用户使用黏度[12,13].

(5) 技术社区服务

社区是具有某种互动关系的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

社交生态圈. 平台提供开放的社区服务, 产学研各个主

体通过获取信息、发布信息、交流互动产生交集形成

社交圈, 不仅创建和维护了自己的人脉关系, 又促进了

产学研信息的交流发展.
(6) 即时通讯服务

互联网时代, 信息交流的即时性和多样性是用户

互动体验的基础. 平台通过内置即时通讯工具, 便于用

户建立人脉关系, 保持沟通畅通, 也利于用户保持私人

通讯方式的隐私安全[14].
2.3   产学研合作对接生态服务

合作对接是产学研的核心需求, 平台通过建立创

新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运作机制, 协助产学研主体解

决资源信息不对称, 对接双方互信问题, 并监督对接过

程, 保障合作进行[11–16].
(1) 线上意向对接机制

产学研合作的达成需要进行详尽的前期调研工作.
平台通过线上意向对接机制, 提供意向合作双方基础

信息查询、历史对接评价查询、咨询等服务, 帮助促

进双方了解和对接, 减少前期调研成本.
(2) 审核认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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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对专家和企业主体用户提供认证服务. 通过

审核专家和企业核心信息, 确保其信息正确性和身份

真实性.
(3) 大数据分析推荐机制

平台建设以大数据为基础, 汇聚产学研资源, 运用

大数据分析, 为用户提供智能检索和推荐服务, 处理并

促进技术转移相关信息在供方、需方、服务中介、管

理各个部门之间形成有效流动[12].
(4) 在线咨询服务

平台搭建开放的在线咨询服务, 为用户提供一问

一答的咨询方式, 所有咨询信息开放显示. 此服务作为

一种补充性信息展示方式 ,  可帮助供方完善资源信

息、需方了解资源详情.
(5) 对接评价体系

平台对完成意向对接的供需双方提供对接评价体

系. 评价可给与供方资源合理的评定, 帮助平台进行资

源深度分类, 也便于后续用户进行优质资源筛选, 剔除

劣质资源.
(6) 线下合作对接机制

产学研合作达成初步意向后, 平台创建了一个统

一的线下合作对接机制, 帮助建立组织化、规范化、

数据化的对接生态服务体系. 该机制涵盖供需双方合

作对接开始、完成、实施各个过程中, 促进合作的进

一步达成, 保障合作对接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7) 产学研会议活动

平台定期组织产学研合作对接线下活动, 活动方

式多元化, 涵盖各个领域. 活动除通过大数据分析, 邀
请平台中意向对接双方外, 也会根据活动内容精选优

质专家、企业到会参与互动, 还会进行活动宣传、开

放公众报名, 使更多的产学研个体可以参与其中.
(8) 备案登记制度

平台为确认合作对接的真实有效, 做到可查询、

可管理、可追溯, 建立了备案登记制度. 用户通过模板

化, 科学化的备案数据录入, 经过多级政府机构审核认

证, 由平台生成规范化、数字化的统一备案登记号, 并
入库保存. 备案信息已与政府校企联盟平台互通, 拓展

和强化对接生态系统.
(9) 对接成效反馈制度

平台为解决合作对接过程进度追溯困难的问题,
建立对接成效反馈制度. 合作对接双方在完成意向对

接后, 通过对接成效反馈记录后续对接过程中各个重

要节点的成效信息和现实问题. 成效以时间流方式进

行展示, 成效内容终身存储保留, 可有效减少合作对接

双方额外工作成本, 加深双方与平台生态间的联系.
(10) 对接明细分析统计模型

平台大量调研专家、企业、高校院所和科技管理

部门关于合作对接相关数据构成、需求痛点和重点分

析方向, 从而构建对接明细分析统计模型, 做到可从多

字段, 多维度进行动态数据分析和统计, 并形成统一文

档互通流转.

3   生态服务模式积极作用与成效

产学研合作生态服务模式通过建立分布式平台支

持全省范围的深入参与, 平台主站负责全国高校院所

创新资源的对接, 各地区平台子站负责地区产学研需

求的对接, 既可以借平台的公信力集聚国内外的专家

团队, 又可以充分调动地区机构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利用地区机构对当地具体情况的充分了解促进产

学研需求的对接.
目前平台收录科技成果和技术需求 1 万余项, 对

接高校院所 110 余家, 提供各类服务 4300 项, 大型活

动 10 余次, 实现的产学研合作对接 6600 余次. 互联

网+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及生态服务模式通过三

年来的持续升级、服务和推广 ,  先后部署在高校院

所、地方科技管理部门, 通过资源共享、业务互通、

不断汇聚、线下结合的整体生态服务模式下, 在产学

研合作的重要环节发挥了积极作用.
通过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平台功能适应新的合作机

制, 未来规划建设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既可以从全局的

高度协调和整合, 又能充分考虑基层各级科技管理机

构管理理念、方式、机制的差异, 核心在于各地区数

据的共建共享, 在其基础上实现大范围的数据的互联

互通. 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 为科技管理机构科学

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多角度动态反映产学研对接状况,
随时掌握舆情民意, 进一步提高产学研工作管理和服

务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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