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工作者建议 

建议名称：关于增强学会实体办会能力的探索与研究 

建议人：江苏省力学学会、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江苏省农学会、江苏省能源研 

究会、江苏省气象学会 

建议提交方式：2016 年 6 月五家综合示范学会联名向省科协提交建议 

建议答复方式：江苏省科协未书面答复 

建议内容： 

科技社团创新发展 

－关于增强学会实体办会能力的探索与研究 

为深入研究江苏省省级学会、研究会（以下统称“学会”）提供公共服务产

品与自身发展良性互动关系，发挥综合示范学会的引领示范作用，率先探索学会

可持续发展路径，由江苏省力学学会发起，联合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江苏省农

学会、江苏省能源研究会、江苏省气象学会等 5家学会，按照《科协系统深化改

革实施方案》的精神，在省科协所属相关省级学会中开展调研，并通过专题研讨

形式，交流学会自身能力建设、发展经验与面临的问题，研究新形势下学会“造

血功能”模式，最终，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现将有关研究成果报告如下。 

一、我省学会发展基本情况 

（一）学会发展已进入快车道 

江苏省科协是全国最有战斗力、凝聚力和最具战略前瞻性的省级科协组

织。在省科协的指导和“学会服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以下简称“提升计

划”）的支持下，学会在组织机构、制度机制、人才队伍等方面建设取得长足进

步，学会治理方式逐步健全；科技思想库基地、协同创新服务基地等大量建成，

学会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基础已经夯实；以科技奖励、行业标准制定、

决策咨询、科技中介等为主要抓手的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实现由点到面的突

破，学会服务社会经济主战场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先后有

78个学会在省民政厅组织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获得 3A级以上认定，占科协所

属学会总数的 55.3%，社会信誉好、发展能力强、学术水平高、服务成效显著、

内部管理规范的示范性学会群体逐步形成，学会整体综合实力、社会影响力显著



提升。从整体看，学会已经基本打下良好基础，进入科技社团事业快速发展时期，

也具备了参与科技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能力与条件。 

（二）学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科技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

体制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及党委、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

桥梁纽带，学会进入发展的黄金期。但是，学会组织相对松散，与会员联系不亲

不紧、凝聚力不够、活力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学会受挂靠单位制度的制约，用

人机制不活、进人渠道不畅、人员发展空间不足，学会事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

关系不能较好耦合的问题日益突出；服务学术活动、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公

民科学素质提升、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等工作的收费制度和政策不明，承接政府

转移职能挤占学会挣钱养人的精力、开展公共服务越多反而自身发展越受限等矛

盾日益激化。学会要进一步提升服务科技工作者、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

公民科学素质提高、服务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的能力，实现行业影响显著、学术

活动繁荣、公共服务有力、社会公信良好、自我发展能力强大的现代科技社团的

建设目标，还有面临严峻的挑战。 

（三）学会向多元化发展 

经过三年“提升计划”支持，我省科协所属学会业务能力大幅提升，在学会

工作开展中，学会的发展也呈现显著的差异化特点。省科协所属学会向三种类型

分化，综合示范型、特色型和僵尸型，而且分化程度日益明显。 

以综合示范学会为代表的一批学会，在“提升计划”中综合实力得到巨大提

升的同时，也在学术影响力、公信力和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双创、社会力量设奖

等方面取得了成绩，能够全面支撑科协工作。以特色学会为代表的学会，在“提

升计划”中学术创新、科技服务、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科学普及等某一方面取得

了成绩，产生一批学术型、职能型、双创型、科技服务型、科普型的特色学会，

学会由一专多能向“特、专、优、精”方向发展。少数不能及时转变思路，顺应

改革大潮的“小、弱、散”学会，活动不正常、运行能力弱、社会认可度差，逐

步沦为“僵尸型”学会，面临淘汰。 

二、制约我省学会发展的共性问题 

在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发展时期，省级学会面临转型升级和高速发展，出现了



一些共性问题，尤其是在综合示范学会，问题较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秘书处完全实体化短期内仍难实现。大多数学会虽然已经财务独立，但

是在业务开展，承接职能依然要依托挂靠单位支持，依靠单位、行业的资源。因

此，学会秘书处干部聘用与晋升、秘书长职业化、党组织建设等只能参照挂靠单

位相关制度，受挂靠单位影响较大。 

二是“造血功能”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强化。从我省学会发展情况看，目前较

活跃、经济基础好的学会往往把“生存问题”放在第一位，开展非业务相关的工

作较多；而热心科学普及、学术交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等公益事业的学会，往

往无法获得相应的稳定收入，导致入不敷出，靠科协和挂靠单位的支持运转，不

具有可持续性。 

三是人、财、税等问题与市场关系没有真正打通。学会作为第三方、公益性、

科技型的社团法人，目前在人事、财务、税收等方面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政策，

在当前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学会具体工作缺乏标准指导、帮助学会的

“第四方”能力亟待加强、服务范围亟待扩大。 

上述问题受各省级学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行业不同、挂靠单位性质不同

等影响，表现形式、影响程度均不同，但解决不好将影响甚至阻碍学会的发展，

导致学会错过至关重要的发展时机。 

三、对策与建议 

今后五年，学会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等特点将更加突出；引领力、凝聚

力、服务力和创新力等软实力将明显增强；治理方式现代化、组织体系规范化、

工作手段信息化将迈上新台阶；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等特色将更加鲜明。学

会将通过“四服务一加强”的能力提升，真正成为党领导下团结联系广大科技工

作者的人民团体，提供科技类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组织，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1. 请省科协在学会秘书处向实体化过渡时期，在政策、项目、资金上给予

支持，帮助协调学会与挂靠单位的关系。 

    2. 请省科协强化对省级学会提供服务的能力，为其发展提供所需的人才、

财务、党建、评价等服务。 



    3. 请省科协加强对省级学会内设中介服务机构的项目管理、财务、税收的

指导。 

 4. 请省科协尽快出台“社会组织兴办实体”的指导政策，加大探索学会

注资兴办实体中介机构模式研究力度，总结推广成功案例。 

 5. 请省科协会同相关部门，对学会办事机构及兴办实体的性质给予恰当

的认定（创新企业、高新科技创业），享受相应的减免税政策；对学会新办企业

给予扶持资金支持。简化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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