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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立足广州市园林行业的区域特点和产业特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行业科技创新、

科研成果转化、行业资源整合共享、企业发展需求等出发，建设一个具有基础性、开放性、公益性特点

的行业平台集成系统，发挥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的整体效应，为广州市园林行业的科技创新、产业转

型升级和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持续、有效的平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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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dustry in Guangzhou cit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market demand as the guidance to build the industry platform 
integration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sic, openness, public welfare,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indust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industry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need of enterprises, etc.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overall 
effect of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dustry should work efficiently, which can provide a 
sustained and effective platform support for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dustry in Guangzhou city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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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 +”正深刻影响着各个传统行业变

革的大背景下，园林行业正迎来一场难得的“互

联网 +”转型升级机遇。然而，原本产业链中存

在的信息不对称、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交易过程

原始、供需矛盾突出、科研成果转化难、行业投

融资困难及行业科普力度较小等行业共性问题依

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就广州地区而言，行业主

管部门尚处在对“互联网 + 园林”的政策引导和

探索尝试阶段；高校以培养学生和开展理论基础

研究为主；植物园以收集植物资源为主，缺乏应

用方面的研究；科研院所或者侧重于自身领域的

研究，或者侧重效益高的绿化工程、花卉和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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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平、快”项目上，对公益性、共性问题的研

究积极性不高，科研成果及先进技术不能及时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企业也只是出于经营的考虑，

对行业的个别共性问题做出了有限的尝试；行业

信息网站也只是发布一些前沿资讯及供求信息，

且缺乏公信力。行业各主体仅针对自己的职能领

域或业务板块进行了局部探索，未能有效整合各

方优势资源，形成行业发展合力。

公共服务平台强大的资源集聚、整合能力和

针对性强的知识服务功能获得了各国政府的重视，

并在多个行业得到应用。慕朝师 [1] 通过对公共服

务平台在提供优质基础设施、创设良好文化氛围

及对具体运行实施监督管理等方面重要作用的描

述，论述了建设公共服务平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国内外学者针对产业或行业平台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构建平台的意义和经验 [2]、平台建设的原则和

方法 [3]、平台的组织管理模式和功能定位 [4] 等几

个方面。除此之外，蔡海凤 [5] 认为公共服务平台

是实现资源共享与服务的基础设施，是资源信息

集成化的载体和网络化服务的载体。由此可见，

公共服务平台应该是具有集成性、共享性、开放

性、便捷性、公益性和服务多样性等特征。在平

台的建设模式方面，林永宏 [6] 提出平台建设模式

因各国国情而异，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主要采用

政府全权投入与管理模式，美国趋向于大企业与

研究机构配套合作带动模式，而日本注重政府与

企业、科研院所合作，所以大多采用官民共建模

式平台，并倡议学习荷兰的产学研联合模式。张

振刚和景诗龙 [7] 基于政府视角，提出了政府主导

型、政府引导型和政府鼓励型 3 种平台模式，其

认为产业集群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有效模式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而应随着平台具体情况的变化做

出适时调整。在平台的保障措施方面，朱桂龙 [8]

等认为完善的产学研合作组织运作机制必须具备

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与更新机制。

研究表明，通过对关键技术的深入研究可以

解决行业共性问题，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构

建行业公共服务体系可以为主管部门提供专业的、

持续的、全方位的决策支撑服务，放大政府的科

学决策范围。政府通过引导和统一规划，可以避

免在智慧园林建设上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广州市

园林行业公共服平台的建设研究和尝试，也将为

广东省及其他省市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布局

提供一定的参考。

1　广州市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

广州市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台总体的建设旨

在根据广州市公共服务类平台的快速、稳健、持

续发展的中长期需求和园林行业自身的规律，以

行业资源集成开放、共建共享和提供支撑为目标，

以整合、集成、完善、优化园林行业资源为主线，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广州市园林行业的区域

特点和产业特点，从行业科技创新、科研成果转

化、行业资源整合共享、企业发展需求出发，完

善相关基础条件建设，重点集成园林行业的科技

资源，提升行业公共服务水平，建设一个具有基

础性、开放性、公益性特点的行业平台集成系统，

发挥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的整体效应，为广州

市园林行业的高新技术研究、产业技术创新、科

普教育和行业可持续发展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提

供基础保障和条件支撑。

1.1　构建原则

在平台建设初期 , 由行业政府主管部门成立

专门的工作组牵头，对平台的整体建设进行研究、

指导、服务和监控。根据其功能和类型预先谋划，

避免重复建设。结合广州市园林绿化产业发展特

色和创新需求，有步骤、分阶段，重点突出，积

极稳妥地推进平台建设。通过抓住行业发展新机

遇，形成新思路、树立新理念，在务求实效的同

时，尽可能地开拓创新。

1.2　构建目标

重点对园林行业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园林植

物种质资源、特色技术服务、科研成果转化等具

有基础性、公益性的行业资源进行整合集成 , 完善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 发挥资源综合潜能 , 为广州市

园林行业的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和公共服务

事业的发展提供持续、有效的平台支撑 , 打造独具

广州特色的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统一品牌。

1.3　平台构架

广州市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由以向社会提

供行业资源共享为主要服务内容的研发子平台、

示范展示子平台、智慧园林子平台等基础条件类

平台，以及以提供行业公共技术服务为主要服务

内容的技术服务及解决方案子平台及培训交流子

平台共 5 个子平台（功能模块）组成。

1.3.1　研发子平台 　主要依托于分子生物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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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组织培养实验室、植物遗传育种实验室等专

业实验室，搭建林业园林植物遗传育种、资源创

新的研究平台。突破行业技术壁垒，抢占行业领

域“话语权”，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技术服务。

1.3.2　示范展示子平台 　通过已建成的广东园林

植物种质资源圃、广州市林木良种繁育基地等示

范基地来推进行业新优苗木、新产品及新技术的

展示和示范推广工作。同时将建立专门的示范展

示专区，提供给企业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发布和

展示研究成果和新产品、新技术。不仅可以起到

集中展示和宣传的效果，更能加速提升行业科技

成果转化的效率。    
1.3.3　智慧园林子平台 　该子平台下辖门户网站、

广州数字绿化平台等园林信息化管理系统。门户

网站不仅实现了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电子政务

功能，提升了办事效率，同时全方位地展示了行

业的最新发展动态。通过数字绿化平台作为行业

“大数据、大服务”的综合性信息管理平台，以园

林绿化的管理为核心，以业务整合、流程重构为

基础，横向互联，纵向互通，对园林行业的各类

大数据进行高效、合理、准确的整合，从而实现

园林业务信息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

1.3.4　技术服务与解决方案子平台 　该平台依托

广东省城市园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州市林业

和园林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心、广州市城市绿色废

弃物资源循环利用中心等，集中整合园林行业优

质的技术服务类资源，并进行大力推广。例如：

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技术，植物病虫害预警监

测、诊断与防治技术，土壤改良、植物营养诊断

与配方施肥技术，桥梁绿化与养护技术，立体绿

化技术解决方案，数字绿化技术解决方案，新优

园林植物示范化生产和工程示范等。

1.3.5　培训交流子平台 　依托广州市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基地，承担园林行业技术人员的专业

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依托广州市科普教育基地、

广州市园林科技馆面向公众组织开展各类园林科

普活动；定期组织举办学术研讨会、科技论坛、

国内外行业交流会、新品发布会、行业主题展会

等活动，联合行业组织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扩大

影响，大力开展园林行业新产品、新技术、新方

法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1.4　组织实施

鉴于园林行业的公共属性以及广州市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现状，广州市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由政府进行主导，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

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然后逐步建立专业

的组织机构负责平台的建设和运营。

广州市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台是政府部门、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等平

台主体为了实现解决行业共性问题、攻克关键技

术难题、共享行业信息而共同兴建的。各主体在

平台建设和运行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因

其所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因此也承担

不同的职责。在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各个参与主

体中，政府部门在平台中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是

行业公共服务的组织者、指导者、协调者和推动

者，也是平台建设资金的重要支持者；科研院所

和高等院校在平台中提供基础支撑作用，主要为

行业的共性问题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高等院校

则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人才资源的储备，并对行业

知识传播发挥基础性作用；企业在平台中发挥使

用主体作用，是自主创新、成果应用、资金投入

的主力，也是行业市场行为最为活跃的成员；中

介服务机构在平台中发挥服务作用，是行业公共

服务平台的纽带和桥梁。这五大参与主体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 , 最终形成良好的、有利于行业公共

服务的合作机制。

2　广州市建设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
台的保障措施

为了保障广州市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的良性

运营，使平台共建单位多方受益，提升行业资源的

利用率，充分实现共建共享，为行业发展创造更多

的价值，不仅需要在管理制度、行为规范、人才储

备等方面有所创新，还要在争取政策支持和平台的

推广应用方面有所突破。笔者认为，为保证平台的

健康、稳定、持续运行，需要采取以下维护及保障

措施：（1）制定合理的运行机制，以“平台运作市

场化、经费保障基金化、资源整合共享化、激励机

制最优化、人才队伍多元化、绩效评估常态化”为

指导思想，实现资源整合、人才聚集、服务规范、

资金充足、运作灵活；（2）科学规划，初期要打好

基础；中期要加强平台的公共服务功能，完善功能

模块，尝试创造经济效益；后期要立足广州，辐射

广东，进一步完善园林行业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3）为了使平台持续发展，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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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输血”到“自我造血”的转变，既要体现一

定的公益性，又要获得盈利，既要让平台正常良好

地运营，又要让企业认可并承担；（4）采取多种形

式 , 宣传共建共享的理念 , 提高行业主体对公共资

源的共建共享意识。

3　结语

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是一个系统的

工程，在立足广州市建设花城绿城的实际发展需

求基础上，围绕着各个子平台，有重点、有步骤

地进行科学部署并贯彻实施。大力推进园林行业

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可以为广州市园林行业更

好更快的发展提供基础支撑，进而促进产业的转

型升级。

笔者希望经过 5 年时间，基本建成一个具有

行业权威、特色鲜明、功能完善、体系健全、运

转高效的国内一流水平的园林行业公共服务平台。

逐步实现从园林信息化到生态信息化，打破数据

孤岛，推进园林行业信息共享。从园林大数据到

生态大服务，逐步扩大园林信息化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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