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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科技咨询业是第三产业中以智力型服务为特点的新兴行业。
它以科技为依托，以信患为基础，综合运用科学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按市场机制向用户提供各
种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可行性报告、规划、方案等创造性智力服务，为解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各
类社会组织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帮助。
我国的科技咨询业，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的，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是1980年3月，中国科协受
安徽省人民政府邀请，组织了以华罗庚教授（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为首的多学科专家对皖西自然资
源和煤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进行科学考察、决策咨询，提出了可行性方案。
使皖西煤矿的技术改造周期缩短两年，推行了科学管理，每年可多产煤8000万吨，创经济效益数亿元
，这应该算是我国现代科技咨询的第一声号角。
为了推动科技咨询快速和规范性发展，1980年底，中国科协制定了《科技咨询服务章程》，并于1981
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技咨询工作会议，在会上对科技咨询的价值取向作了进一步概括：科技咨
询服务是利用社会上专家拥有的科学技术专门知识，解决社会、经济和企事业单位中的科学技术与管
理的一种活动，是运用科学技术更有效地为社会、生产服务的一种方式。
1982年，中国科协会同财政部联合颁发了《科协系统所属学会科技咨询服务经费的暂行规定》，给科
技咨询首创的优惠政策，激发了科技界多年来积蓄的潜能，由中国科协率先成立了中国科技咨询中心
，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科技咨询机构和组织，使科技咨询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为改革开放和经
济建设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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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科技咨询业持续发展对策研究》重新厘定和阐释了咨询、科技咨询、科技咨询业的基本概
念和特点，探析了国际科技咨询业发展的主导趋势，我国现代科技咨询业的发展取向，以及科技咨询
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在此基础上全面、深入、系统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
以后我国和山东省科技咨询业发展的现状，找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依据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提出了“十二五”现代科技咨询业发展的思路、目标和
重点领域以及相关的对策建议。
另外，《现代科技咨询业持续发展对策研究》还对国内部分省（市）科技咨询业发展的模式和政策环
境、发达国家科技咨询业发展的路径和措施进行了深入探析。
　　《现代科技咨询业持续发展对策研究》可为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科技咨询机构、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亦可作为有关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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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如松，山东省科技咨询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研究员、注册咨询专家、高级科技咨询师。
中国科技咨询协会理事、中国技术市场协会理事、山东科技咨询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山东工程咨
询协会理事、山东技术市场协会理事。
出版著作4部，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为主承担了山东省地方标准（13837／T 1023-2008）科技咨询业服务质量规范起草制定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为科技咨询管理理论与实践、现代科技咨询业发展战略与政策法规。
帅相志，山东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教育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
省科技咨询协会副理事长，高级科技咨询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主持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2项、省级科研课题22项。
出版学术著作13部，发表学术论文97篇。
为主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5项、三等奖3项，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
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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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吉林省科技咨询业发展的对策第二十章 浙江省科技咨询业发展策略分析第一节 浙江省科技咨询业
发展的迫切性第二节 浙江省科技咨询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及解决策略第二十一章 福建省科技咨询业发
展进程及改进措施分析第一节 福建省科技咨询业发展的紧迫性第二节 福建科技咨询业发展存在的问
题及改进措施第六篇 国外科技咨询业发展的路径与启示第二十二章 美国科技咨询业的发展与经验启
示第一节 美国科技咨询业发展概况第二节 美国科技咨询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第二十三章 英闺咨询业
的发展与启示第一节 英国咨询业发展历史、现状与趋势第二节 英国咨询业发展的有益启示第二十四
章 法国科技咨询业发展路径与借鉴第一节 法国咨询业发展的路径第二节 法国科技咨询业发展经验的
借鉴第二十五章 德国科技咨询业发展与经验探索第一节 德国促进咨询业发展的举措第二节 德国科技
咨询业发展的经验启示第二十六章 日本科技咨询业的发展策略与启示第一节 日本科技咨询业发展的
现状及特点第二节 日本科技咨询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第二十七章 加拿大工程咨询业与管理咨询业发
展特点探析第一节 加拿大工程咨询业的发展与借鉴第二节 加拿大管理咨询业的发展与启示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技咨询行业规范》二、国家科委《关于推动我国科技咨
询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三、山东省地方标准《科技咨询业服务质量规范》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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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部《科技咨询业统计调查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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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咨询业的内涵与特点因为咨询业为智力型服务行业，通常也被人们称为“头脑产业”，而聘请咨
询专家咨询被称为“借脑”。
作为一种智力密集型的知识服务性产业，咨询的现代意义则是指来自个体和组织外部的专业化技能，
它以专门的知识、信息、经验为资源，针对不同的用户需求，提供解决某一问题的方案或决策建议。
'（一）咨询业的内涵咨询业是利用知识、技术、经验、信息等，并通过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策略、规划措施或建议的行业，是第三产业中以咨询服务为特点的各种行业
的总称。
咨询业是一种顾问服务，是以正确的方法，在适当的时间，向适当的人提出正确的建议。
从活动的主客体关系来看，咨询是一项独立服务，包括技术独立、财务独立、行政独立以及思想上的
独立；从过程来看，咨询是一项双向、互动式的价值增值活动；从目的上看，咨询是为客户提供最优
决策的智能型服务；从产品形式上来看，咨询活动提供的产品不是实物形态的产品，也不仅仅是知识
产品，而是运用这些知识产品解决客户的实际问题，满足客户需要的服务；而从咨询活动的要素构成
上，它又包含了咨询的委托者、咨询的受托者以及委托者和受托者之间的咨询关系三个要素，当这种
咨询关系形成正式的经济利益关系时，咨询就发展为一种有偿的高智能服务；而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
，咨询是一种高层次的系统工程，咨询专家可以为客户从收集信息，分析研究，到制定决策方案和实
施细则以及对方案组织评估和论证，从而形成完整的咨询业务运行机制。
从目前理论和实践活动中不科学地使用咨询业的概念来看，有必要加强行业管理的规范，建立具有指
导意义的行业管理规则和相关的立法、工商管理制度，以促进咨询业整体健康、快速地发展。
培育咨询市场的首要前提是要让现有的和潜在的咨询客户认识到咨询是什么，能提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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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山东省社科规划2007年重点研究课题（07JDB032）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经过课题组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于2010年6月完成了预定的研究任务并通过专家鉴定。
有关专家、学者在评价该研究成果的特点和创新点时指出：1.选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面、深入、系统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以后我国和山东省科技咨询业发展的基本
情况，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依据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并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提出“十二五”现代科技咨询业发展的思路、目标和任务，是非常重要
和适时的。
2.研究方法科学，技术路线先进。
该课题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调查随访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和方法，既符合该课题研究内容的要求，又体现了研究方法和
思路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3.具有理论创新和重要的应用价值。
在理论研究方面：重新厘定和阐释了咨询、科技咨询、科技咨询业的基本概念和特点，探析了国际科
技咨询业发展的主导趋势、我国现代科技咨询业的发展取向，以及科技咨询业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
、新任务，富有理论创新意义；应用研究方面：以山东省为个案，总结分析了“十一五”以来科技咨
询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经验和影响因素，根据我国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十二五”科技咨询业发展的思路、目标和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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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科技咨询业持续发展对策研究》：探索科技咨询业发展理论正视国际咨询业主导趋势摸清科技
咨询活动实践基础探查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判断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明晰科技咨询业发展思路提
出推进科技咨询业发展对策促进科技咨询工作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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