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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社团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的过程机制
研究*
——基于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的纵向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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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社团是联系服务科技人才的纽带，是联通政产学研的有效制度设置，为

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融合提供了重要支撑。本研究基于角色理论，以浙江省科学技术

协会为研究对象，基于“角色行为动机—角色实践过程—角色互构结果”的分析框架，探讨

科技社团如何实现角色跃迁，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研究发现，科技社团在科技经济融

合场域中过程机制的形成遵循“参与者—推动者—引导者”的逻辑路线，服务科技经济融

合发展过程呈现“常态对接—协同联动—跨界融合”的动态演化规律。

关键词：科技社团   科技经济融合   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

DOI:10.11842/chips.20230417001

0  引言 

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发展的趋势。当代中国处于社

会转型时期，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国际科技竞争与

国内转型压力交织，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与科技强转

向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需求凸显[1]。面向经济主战场

推进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及遵循科

技创新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科

技自立自强”、塑造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环节[2]。习近平

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代表大会上

提出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加速渗透融合的

论断，指出中国科协要坚持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强调

了科技经济发展一体化趋势和科技社团在服务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科技与经济融合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环

节[3]。在国家战略导向和实践需求下，科技社团服务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是参与国家

创新治理的必由之路。在此政策背景下，如何提升科技

社团服务科技经济融合质量，促进科技社团行动的科

学、高效，是一个重要议题。科技经济的融合生长立足

于中国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带来科技社团外部环

境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科技社团的组织方式和

理念形态形成了挑战。正如新制度理论强调，组织在受

到外部环境冲击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制度创业”，即发挥

自身能动性改造已有制度或者建构新制度。那么，在科

技经济融合支撑科技强国建设作用愈加凸显的大环境

下，科技社团在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的不同阶段定位如

何？角色变迁及演化规律是怎样的？基于以上问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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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通过对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的纵向案例研究，剖析

科技社团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的过程机制及演化过程，以

期弥补现有研究不足，为科技社团服务科技经济融合提

供实践启示。本研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

体系研究》中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的支撑成果，为我

国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经验。

1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1.1   角色理论概述　

“角色”一词由米德引入到社会学研究领域，后经莫

雷诺（J. L. Moreno)、林顿（R. Linton）等不断发展完善形

成角色理论。角色理论是对角色发展的社会学研究，关

注于解释是什么力量促使人们发展对自己和他人行为

的期望，主要对角色预期、角色认知、角色体现三者的相

互关系进行研究[4]。随着社会学的不断发展，角色理论

的应用范围逐渐拓展，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管理和教学活

动，典型的有明茨伯格的管理角色理论和卡恩的“重叠

角色组”模型。与此同时，角色理论的内涵不断丰富，

1970年霍尔斯蒂（K. J. Holsti）首次系统地在对外政策分

析中使用角色概念，研究了国际角色和国际政治参与模

式的关系[5]。20 世纪后期，比德尔（B. J. Biddle）将关于

角色理论的相关研究概括为结构角色理论、认知角色理

论、组织角色理论、功能主义的角色理论、符号互动论者

的角色理论[6]。角色概念不再局限于社会中的个体，同

时聚焦于由社会分工决定的某种特定行业或部门，同样

在社会网络中担负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使命。社会个

体、部门、行业在社会中承担所属角色时，要把握未来发

展趋势，积极转变自身角色[7]。

1.2   科技社团在科技经济融合场域的角色　

科技社团从组织属性而言可以分为正式科技社团

和草根型科技社团两类。科技社团作为非机构化的、可

接受非职业科学家参与的科学共同体组织形态，在国家

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独特作用[8]。具体到

科技经济融合方面，作为科技社团中的典型代表，中国

科协系统兼具政府部门角色的特殊性和科技社团的柔

性、横向联系的组织特性，既能行使院士推荐、建立院士

工作站等特殊职能，同时能促进知识的跨边界流动，相

较于其他类型的科技社团在科技经济融合场域更能展

现作为。科协系统在科技经济融合场域中的角色作用

主要体现在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和以科技人才为集合的

学会能动性，协调多方力量，密切联系政产学研等机构，

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促进“四链”融合。

1.3   科技社团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研究　

科技社团产生由来已久，通过帮助政府逐步释放社

会参与治理活力，衍生出不同情境下的独特治理实践[9]，

在国外有着较广泛的发展和应用。这不仅仅体现在国

际学术界对科技社团具体实践的作用机理考察，同时包

含国际新形势下，当代科技社团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应如

何发挥及发挥何种新功能的价值探析[10]。中国科技社

团作为内嵌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

学与民主发展的真实“印迹”，是科技转化和知识生产、

传播、使用过程中的重要枢纽[11]，其蜕变与社会变革相

耦合，经历了萌芽、过渡、诞生、发展及转型的百年历

程[12]，逐步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和重视。

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背景下，科技经济融合逐渐成为科技、经济、管理领域学

者研究的重点。早有学者洞察到科技社团在科技经济

融合场域的作用空间，探讨了科技社团如何在科技经济

融合场域发挥作用。史阿娜基于智能网联中心的案例

分析，识别了科技社团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的关键因

素[13]。沈能、胡傲将科技社团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的实践

总结为平台智能化、服务下沉化、主体联盟化、合作国际

化 4种模式[14]。袁梦、孟凡蓉基于利益博弈视角，认为中

国科协开展的“科创中国”政策执行遇到阻碍的根源在

于多元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动态博弈[15]。张蜀艳等从

增强学术引领能力、提升产学研融合能力、提高科技资

源融通能力、强化社团自身发展能力 4个方面提出了科

技社团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的创新策略[16]。这些学者的

研究表明，科技社团在科技经济融合场域作用日益凸显

的同时，有必要重塑科技社团角色及功能。

1.4   现有文献述评　

以往研究阐释了科技社团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的作

用机理，对科技社团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的现状、典型实

践、模式机制已有诸多见地，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然而，具体到科技社团在科技经济融合场域“采用何种

过程机制”的研究并不多见。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存在

以下改善空间：研究成果缺乏对科技社团服务科技经济

融合过程机制的系统性研究，无法在整体上厘清科技社

团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的行动逻辑和角色变迁。过程研

究是辨认事物或现象如何随时间变化而演进的概念化

和理论化建构[17]，是系统性认知事物行动变迁的重要工

具。2021年，《管理世界》等26家期刊共同发起成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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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期刊研究联盟。诸多学者倡导开展中国情境的公

共管理案例研究 [18]，重视动态变化现象所蕴含的时间

性[19]。据此，本研究基于角色理论视角，从角色行为动

机、角色实践过程、角色互构结果 3个维度出发，通过纵

向单案例研究揭示典型科技社团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的

过程机制，以期更好地回答科技社团在科技经济融合场

域的行动逻辑及角色变迁，提炼本土管理实践规律，促

进科技经济融合质量提升。

2  研究设计 

2.1   方法选择　

本研究聚焦于过程机制发生及演化，是对机理类和

过程类问题的探讨，需要通过详细的过程剖析阐释复杂

时间与理论之间的联系，适用采取纵向单案例研究法。

通过对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浙江省科协”）

服务科技经济融合行动逻辑和方式的动态刻画，全面揭

示科技社团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的详细过程。

2.2   案例选择与阶段划分　

根据典型性选择和理论抽样原则，本研究选取浙江

省科学技术协会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浙江省科协开展

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开创性建设了“一家三站”等，服务

科技经济融合的过程具有典型性。其次，浙江省科协在

科技经济融合场域的业务布局较为全面，联通了省委人

才领导小组、省直厅局单位等政府部门，贯通了科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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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浙江省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历程中的关键事件

表1　资料收集的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

一手资料

二手资料

数据对象

浙江省科协秘书长

浙江省科协组人部部长

浙江省科协学会部部长

浙江省科协宣传部成员

浙江省科协院士专家服务中心负责人

浙江省科协交流中心负责人

宁波市科协负责人

绍兴市科协负责人

中乌航天研究院副院长

场地观察（院士之家、湘湖院士岛、柯桥院士小镇、东盛

慧谷产业综合体）

浙江省科协、浙江省产学研联合体等在内的官方网站、相关媒体报道、内部杂志等资料；CNKI等外部研究性材料

数据获取方式

半结构化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

观察记录

内容

工作理念和工作定位；运行机制和多主体协

同机制等

人才工作布局、人才政策、人才奖项

联系各级学会服务地方协同创新机制；“科创

中国”浙江试点

科学家精神培育；科技追梦人系列活动；

“一家三站”的顶层设计、协调机制等

海智计划；民间科技交流

院士中心和院士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机制

发展定位；产业对接；发挥学会力量；

“引什么，怎么引、怎么用、怎么留”、

对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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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企业、科研院所、孵化器等机构和平台，分析浙江省

科协能较为全面地揭示服务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的一

般过程。第三，浙江省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过程具有

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各阶段的战略目标、行动方式呈现

不同特征，数据较为完整。根据浙江省科协服务科技经

济融合过程，可以划分为萌芽阶段（1993~2012年），加速

阶段（2013~2018年），升级阶段（2019年至今），图 1为浙

江省科协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的关键性事件。

2.3   数据搜集　

本案例数据来源包括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多源数

据的三角验证可以确保案例研究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一方面，研究人员在 2020年期间通过多次半结构化访谈

获得了大量一手数据，共进行了 4次线下调研，1次线上

调研（疫情原因），访谈人数总计 9人，其中包括中高层管

理者 8人，如表 1所示。另一方面，本研究搜集了浙江省

科协、浙江省产学研联合体等在内的官方网站新闻及相

关媒体报道资料，补充调研资料，保证研究质量。

2.4   数据编码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对案例数据进行处理。依据

“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式编码”的数据分析

程序，首先通过开放式编码对原始资料进行概念化和范

畴化，然后利用主轴式编码探讨各范畴间的逻辑关系，

最后通过选择式编码挖掘核心范畴，确定核心范畴与主

范畴间的关系。

（（1））开放式编码开放式编码。通过对收集到的案例原始资料和

网络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通过贴标签、现象摘要、形成

概念、提炼范畴实现概念化（编码前缀为A）和范畴化（编

码前缀为B），共得到35个副范畴，如表2所示。

表2　开放式编码示例

原始资料摘录

萌芽阶段（1993~2012年）

从中国科协到浙江省市地方科协，在整个发展过程

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最早我们紧跟国家发展需求，

按照中国科协的部署，浙江省科协在全省范围内推

出并实施“金桥工程”，先后制定了《“金桥工程”方

案》等。并以此为契机，争取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

门对科协工作的重视和支持,...1995年全省提前和

超额完成“八·五”后三年的任务，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 ...2000年，全省有19个县（市）的党政领导亲自担

任“金桥工程”指导协调小组组长 ...促进了科技与

经济紧密结合，为浙江实现“科教兴省”的战略目标

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加速阶段（2013~2018年）

这一阶段，浙江省科协进一步发挥敢于先行先试、

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作为主要抓

手。2013年，以浙江省农业机械学会服务永康现代

农业装备产业创新发展为试点 ..2014年10月,中国

科协启动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2015年4月，浙

江省获批成为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全国首

批3个试点省份之一，推动学会开展服务活动…

2016年，全面推进“三型组织”建设，2017年，启动

“博士创新站”试点与推广工作 ...抓住国家推进“一

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机遇，支持

共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宁波）创新助

理学会企业联合体等，进一步加速全省范围创建试

点的谋篇布局。

（下接 续表1）

初始编码

初步概念化

A1 紧跟国家发展需求，在中国科协一体化部署下，

开展科经融合探索

A2 识别科经融合机遇,促进供需精准对接，推动科

技产业融合实践

A3 努力争取相关部门支持

A4 目标提前超额完成

A5 成功得到政府高度重视

A6 敢于先行先试的精神

A7 依据发展需求，抓手不断迭代升级

A8 发挥资源禀赋优势，自觉主动探索

A9 把握环境机遇，推进产学研合作

A10建设“三型 ”组织

A11 发挥人才能动性，建设人才工作新平台，优化

配套制度建设

A12 助力区域创新

副范畴化

B1 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B2 中国科协引领发展

B3 实现供需闭环

B4 促进科技产业对接

B5 促进府际协调

B6 服务科技成果转化

B7 提高创新转化效率

B8 突破结构“弱位”

B9 精神驱动

B10 抓手迭代升级

B11 发挥资源禀赋

B12 开展试点示范

B13 加快产学研合作

B14 精准识别机遇

B15 促进科技资源整合

B16 加强三型组织建设

B17 打造人才新平台

B18 强化制度保障

B19 促进校企合作

B20 对标发展战略

B21 服务区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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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轴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对 35个副范畴间关系进行反复论

证，经过系统分析得到15个主范畴，如表3所示。

（（3））选择式编码选择式编码。通过对表 3中 15个主范畴间关系

进行反复论证,提炼出3个核心范畴,如表4所示。

3  案例分析  

3.1   萌芽阶段：促进常态对接机制初步形成　

“科技经济融合”的讨论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80年代

初。1981 年，国家科委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我国科学

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技术应和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1982年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

技术，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在国家政策指

导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科协部署实施了“金桥工

程”，旨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

科技与经济融合。浙江省科协在实践中发现，浙江科技

创新与实体经济存在脱节现象，而科研和产业的高效结

合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保证[20]，因此，浙江省科

协通过感知识别国家需求和组织发展下的行动先机，

1993年正式决定在全省实施“金桥工程”，以期充分发挥

科技人才的作用，组织科技攻关和技术承包，促进科技

表4　选择式编码分析结果

核心范畴

角色行为动机

角色实践过程

角色互构结果

主范畴

C1国家需求

C2组织发展

C3自觉求变

C4环境机遇

C5高位推动

C6战略赋能

C7科协引领

C8主动作为

C9 组织建设

C10 推动协同

C11 追求创新

C12 促进融通

C13促进常态对接

C14促进协同联动

C15促进跨界融合

原始资料摘录

升级阶段（2019年至今）

在此阶段，根据国家需求和浙江发展需要，浙江省

科协既有自己创设的一家三站平台，又有“科创中

国”浙江创新基地。在整个盘子里差异化发展，同

时跟相关部门联手，谋求联手共赢…未雨绸缪的推

进“浙江院士之家”建设，开展“千名专家进万企”深

化年活动。以大湾区顾问团和院士专家工作站建

设、海智基地等为抓手，持续推进院士专家智力和

海外智力集聚工程,…组建成立了“浙江省青年高层

次人才协会”，推动成立了“长三角创新助力联盟”

等…聚焦浙江省八大万亿产业开展技术服务，并以

承办2020年世界科学家峰会为契机，创优国际品牌

…打造“科创中国”浙江示范区，推动数字化改革，

打造“浙里科创”等核心应用场景。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之一的浙江省科

协地位不断提升，促进科技经济融合能力进一步增

强。

续表1

初始编码

初步概念化

A13  融入科协系统，拓展创新工作

A14 谋求差异化发展和联合协作

A15 搭建新平台，扩大影响力，发力主战场

A16 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畅通高端人才集聚通道

A17 创建新组织，促进产业链等深度合作

（上接 表2）

副范畴化

B22 对接中国科协资源

B23 前瞻布局人才工作

B24 跨部门合作

B25 差异化发展

B26 打造三智合力平台

B27 打造助企赋能平台

B28 打造品牌效应

B29 理念创新

B30 跨层级合作

B31 跨区域合作

B32 跨领域合作

B33促进四链融合

表3　主轴式编码示例

主范畴

C1国家需求

C2组织发展

C13促进常态对接

C14促进协同联动

C15促进跨界融合

副范畴

B1 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B8 突破结构“弱位”

B3 实现供需闭环，B4 促进科技产业对接

B13 加快产学研合作，B19 促进校企合作

B33 促进四链融合，B35 服务融合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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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萌芽阶段，浙江省科协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经验较薄

弱，在发展压力下积极争取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促

进科技和产业对接，并以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作为

浙江省科协构建自身优势的重要任务。基于此，浙江省

科协把“金桥工程”作为行动的重要抓手。其一，浙江省

科协坚持中国科协引领，先后出台《“金桥工程”方案》、

《“金桥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和《“金桥工程”奖励办

法》等政策，为促进金桥工程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的

制度环境。其二，浙江省科协主动作为，致力于打破融

合壁垒以拓展自身行动空间。一方面，积极争取相关部

门的支持，如省科协党组《关于在全省实施“金桥工程”

方案的报告》被浙江省委办公厅转发，有效助推浙江省

科协突破结构“弱位”，为“金桥工程”在全省的顺利推进

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发挥各级科协所属学会、厂矿科协、

科技咨询服务机构、农函大和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能动

性，建设院士专家工作站，促进产创的有效对接。

在这一阶段，浙江省科协将“金桥工程”列为工作重

点，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面向基层，面向企业，面向农

村，以项目为核心，以架桥为手段，以转化为目的，主动

作为，广泛深入地推进“金桥工程”项目的实施，探索将

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方式，如图 2所示。可以发现，

浙江省科协作为一种“骑跨”在不同组织间的柔性社会

组织试图“穿越”不同组织间边界，从而发挥跨边界的组

织优势和极强的社会联结功能[21]，作为科技经济融合的

重要参与者，初步构建了科技供给和产业需求的常态对

接机制，拉开了以科技促经济发展的序章。

3.2   加速阶段：推动协同联动机制逐步凸显　

2012 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二者的协调得到广泛重视和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国务

院制定并实施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为科技经济融合提供

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在此引领下，浙江省政

府为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平稳度过爬坡过坎、提质增

效的关键期，出台了《浙江省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等

相关政策。浙江省科协感知到这一机遇后，先期意识到

要重塑发展优势，在确保发挥自身系统能量的同时，还

需要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创新科技人才工作，提

高服务创新能力。因此，浙江省科协充分发挥敢于先行

先试的浙江精神，立足资源禀赋，主动开展试点示范，按

照“点链面”布局，致力于探索学会、高校、企业等创新主

体协同创新的工作机制，汇聚创新资源服务区域创新。

加速阶段，浙江省科协已经初步积累一定的实践经

验和人才资源，服务科技经济融合能力得以快速提升。

然而，科技经济融合面临市场化风险高、信息不融通、产

业化效益滞后、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存在极大复杂

性。“复杂动态环境中，知识是有限的，而确定性更难获

得”[22]。为进一步巩固和发挥关键作用，浙江省科协加

强组织改革和创新工作模式，促进学会、高校、企业等创

新主体协同联动。具体而言：第一，加快建设“三型”组

织，浙江省科协积极打造开放型组织、枢纽型组织、平台

型组织，统筹网上网下科协组织协同，拓宽科协系统的

覆盖面、代表性和开放度，充分发挥联系科技工作者的

纽带功能，拓展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建立创新要素优化

配置高效利用的机制，依托数字化改革将各类科协组织

和科技人才资源集合，连接产学研等创新主体，实现精

准发力。第二，积极推动多元主体协同。一方面，浙江

省科协积极开展试点示范，以浙江省农业机械学会促进

永康现代农业装备产业的升级发展作为试点。仅隔一

年，中国科协部署开展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浙江省科协

角色行为动机 角色实践过程

定位
国家需求
组织发展

目标
提高科技成果转
化效率

选择 金桥工程

角色互构结果

战略
指导

理念
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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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产业
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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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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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萌芽阶段科技社团促进科技经济融合过程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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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康的创新与实践契合这一重大举措，获得中国科协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的支持，成为全国首批 3个试点省份

之一，通过试点示范正式开启了科技社团助力地方经济

发展的道路探索，形成了学会企业协同创新联盟、科研

基地共建、学会服务工作站、智库规划咨询等 10余种学

会与地方、企业的合作模式。另一方面，从打造聚才、引

才、用才新平台和强化制度保障等方面谋划。譬如，实

施院士智力集聚工程，加强与海内外院士机构、科研院

所的联系合作，搭建院士专家集聚平台，优化院士专家

工作站规划布局，促进院士专家创新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

在这一阶段，浙江省科协高度重视服务科技经济融

合发展工作，在感知到科技经济融合新发展机遇后主动

将信息内化达成组织认知一致，从组织建设和推动协同

两个维度出发，以国家期望的“三型”组织建设为目标，

以“上下贯通”、“内外融通”、“左右联通”的工作方式推

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主动开展试点示范和积极响应

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同时实施院士智力集聚工

程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通过能力和行动的协调配合在

科技经济融合场域从“参与者”转向“推动者”，服务多主

体协同，以逐步优化的协同联动机制赋能科技经济融

合，如图3所示。

3.3   升级阶段：促进跨界融合机制发展完善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全国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吹响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

劲号角。2020 年“科创中国”的提出为地方科技社团服

务科经济深入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2022年，浙江省第

十五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省的首

位战略，科技和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凸显。浙江省科协精

准识别发展机会，开创性地建设了“浙江院士之家”，跨

出了科技经济融合的新步伐。同时在“科创中国”谋划

之初，浙江省科协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先一步遴选宁

波、温州、嘉兴、余杭、德清 5个城市作为省级试点单位，

积极推进浙江全域化试点。通过战略赋能和高位推动，

浙江省科协创新工作理念，为发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

作用赋能。

升级阶段，浙江省科协已具备较好的服务科技经济

融合能力，重视理念创新和数字科协建设，并将其贯穿

于跨部门合作、跨层级合作、跨区域合作、跨领域合作的

全过程，促进多维融通。第一，在跨部门合作方面，浙江

省科协切实加强与省委人才办、发改、经信、科技等部门

的联系合作，推进“一厅一主题”的合作方式，即针对某

个具体主题与一厅展开合作，精准服务全省业务部门，

共促浙江经济发展。第二，在跨层级合作方面，浙江省

科协上承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全国学会

等组织网络，下联市县、企业、高校科协、学会、科研院

所、孵化器等机构和平台，在与多元主体的互动中促进

创新网络的融通发展[23]，为企业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动力源泉。第三，在跨区域合作和跨领域合作方

面，浙江省科协围绕浙江产业发展需求和长三角一体化

国家战略，积极打造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长三角科技

论坛等重大活动平台；打造院士、海智、学会三智合力平

台，建成首批“院士之家”，促进院士服务从点到面，从一

家企业到一个产业、一个园区的转变；打造助企赋能平

台，开展“千名专家进万企”深化年活动。此外，浙江省

科协直接推动和间接影响地方成立了一批新组织，包括

推动成立了一批科技经济融合类的学会，如浙江省青年

高层次人才协会、科创之江百人会、省级学会联合体等；

推动成立了一批跨区域的创新联盟，包括长三角创新助

力联盟、长三角科创乌镇联盟等；推动组建了一批综合

性的创新组织，包括科经融合类研究院、“科创中国·甬

创未来”直播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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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加速阶段科技社团促进科技经济融合过程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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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阶段，浙江省科协围绕“科创中国”工作积极推

进浙江全域化试点，不断强化浙江天然的人才资源禀赋

和后发的数字化改革基础，引领科技经济融合工作开

展，推动跨部门合作、跨层级合作、跨区域合作、跨领域

合作，工作机制进一步细化，辐射范围更加广泛，创新的

力量和纽带功能进一步凸显，其在科技经济融合场域的

角色进一步由“推动者”转换为“引导者”，如图 4 所示。

浙江省科协通过将理念创新和数字科协建设贯穿于科

技经济发展全过程，推动跨界融合机制生成，促进科技

经济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3.4   科技社团促进科技经济融合过程机制分析　

角色行为动机和角色实践过程是决定科技社团服

务科技经济融合能力的关键要素。在科技社团服务科

技经济融合场域，科技社团要经历从夯基垒台到加速推

进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历程。不同发展阶段中，

角色行为动机可以激发科技社团服务科技经济融合的

能动性，推动科技社团在实践过程中以人才为本、企业

为基，突破科技经济融合壁垒，实现关键技术突破、成果

转化和创新延伸，促进科技经济融合能力持续提升，如

图5所示。

在角色行为动机方面，科技社团作为政府机制和市

场机制外的第三种机制，具备巨大的潜在资源和捕捉变

化的敏锐反应。科技社团在科技经济融合场域的角色

行为动机经历了从国家需求和组织发展，到自觉求变、

抓住环境机遇，再到高位推动和战略赋能的过程，通过

行为动机的更新迭代打破不同融合阶段的藩篱和阻力，

探索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难题的中国方案。

在角色实践过程方面，推动科技经济融合涉及政

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同行动者，也依赖于科技部、经

信委、发改委等多部门间的府际协调及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中国科协和地方科协间的层级合作。以中国科协

系统为代表的科技社团充分发挥双重身份特质，经历了

从科协引领、主动作为，到组织建设、推动协同，再到追

求创新、促进融通的实践过程，推动科技经济融合从单

体到群体再到区域层次的转变。

在角色互构结果方面，科技与经济融合既是一种政

府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市场行为。相较于作为间接调控

者的政府，科技社团作为联通政产学研金服用的纽带，

可以对科技界和经济界供需力量建构的供需机制进行

调适。通过明确角色行为动机，开展角色实践，科技社

团经历了“参与者—推动者—引导者”的变迁，聚焦点展

现出“常态对接—协同联动—跨界融合”的动态演化趋

势，反映出不同阶段科技社团业务布局侧重点的变化，

进而促进科技融合水平的不断提升。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1）浙江省科协兼具省属单位和科技社团的双重身

份，一方面充分发挥了省属单位角色的特殊性，深度对

接中国科协、全国学会、政府部门等机构，为多主体融合

牵线搭桥。另一方面深入挖掘了科技社团角色的多样

性，发挥了广泛联络科技工作者的纵向体制优势，为科

技经济融合提供良方。

（2）科技社团在不同阶段充分发挥不同的角色功能

作为核心战略，链接政府、科技人才、企业等力量，可有

效回应科技经济深度融合带来的挑战，促进科技经济融

合质量提升。核心关键是其能围绕国家导向和组织需

求因地因时制宜充分发挥不同角色的功能，这也是浙江

省科协能够在科技经济融合场域展现作为的重要因素。

（3）科技社团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呈现“常态对接—

协同联动—跨界融合”的动态演化规律，这种动态演化

规律并非是单纯线性演化，而是交叉融合同步进行。事

实上，科技经济融合场域不同主体有着较大的需求差

角色行为动机 角色实践过程

定位
高位推动
战略赋能

目标
促进科技经济
深度融合

选择 科创中国

角色互构结果

战略指导

理念重塑

追求创新

促进融通

多维
融合

引导者

促进跨界融合

助推

 

图4　加速阶段科技社团促进科技经济融合过程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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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同一组织在复杂的外部环境及内部资源约束的双重

影响下，也会呈现不同场景下的融合需求。这进一步要

求科技社团能够充分推进数字化改革，搭建不同场景下

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为组织工作开展奠定基础。

4.2   理论贡献　

（1）明晰了科技社团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的过程机制

及实现路径。本研究基于浙江省科协 1993年到 2021年

的案例分析，动态刻画了科技社团在不同阶段服务科技

经济融合的角色及纵向维度的变迁，对科技社团服务科

技经济融合研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2）将角色理论应用于科技社团服务科技经济融合

研究领域，探讨不同发展阶段下科技社团的角色行为动

机、角色实践过程、角色互构结果，揭示科技社团服务科

技经济融合的动态演化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扩展了角色

理论研究的边界。

4.3   实践启示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提出以下 3个方面的政策建

议，以期为科技社团更好地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提供

参考。第一，科技社团要把握自身定位，面向国家重大

战略和科技经济融合需求制定战略决策，增强服务国家

发展需求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第二，以科协系

统为代表的科技社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双重身份特性，

一方面要深度对接中国科协、全国学会、政府部门等机

构，配合营造“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创新生态。另一方

面要创新人才工作方式，开创性的建设科技经济融合平

台，打造“人才蓄水池”和“创新策源地”。第三，科技社

团要立足自身发展阶段及资源禀赋确定行动目标，以发

挥科技人才的能动性为“经线”，以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

联动和跨界融合为“纬线”，以数字化改革为支撑，通过

科学的行动策略提高角色互构效能，实现科技经济的深

度融合。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案例来自于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较为发达、

对创新和人才极为重视的浙江省科协，以科技社团服务

科技经济融合的过程机制为出发点，力图呈现科技社团

在科技经济融合场域的行动“全景”，推动中国科技社团

走出固化思维，为推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提供“良方”。

不可否认的是，浙江省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具有较强

的地域特色。因此，文章呈现出的过程机制可能对科技

社团所处环境和行动选择具有特定的依赖性，未来可以

围绕不同应用场景下科技社团如何通过促进创新生态

系统形成进行拓展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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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ocess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Based on the Longitudinal Case Analysis of Zhejia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 Yun, WANG Xuejing, GUO Do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6

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is a platform to gather and serv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rs.  It effectively connects governments, industri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provides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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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lue and economic value.  Based on the role theory, this study 

focused on Zhejia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was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role behavioral 

motivation - role practice process - role mutual construction result", discussed h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s 

realize role transition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economy.  It was found that the 

formation of process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ic integration 

follows the logical route of "participant-pusher-guider", and the process of serv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ic 

integration presents a dynamic evolution featuring "normal docking - collaborative linkage -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Zhejia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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