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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生产力促进中心它可以是事业单位法人，也可以是企业法人，在业务上接受国家科技行政

主管部门的指导，各有关部委和各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

。

    一种非盈利性的科技服务实体。以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组织科技力量（

技术、成果、人才、信息）进入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以各种方式为企业提供服务，促进企

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生产力促进中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科

技中介服务机构。

    依靠政府，面向企业，组织社会科技力量，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综合配套服务，协助其建

立技术创新机制，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使经济发展

保持旺盛的活力。

    中心作为科技中介机构，把为企业服务、为区域的科技创新服务、搭建政府与企业、企业

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扭带、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我们的重要使命，致力于为

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全方位的科技服务。

    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成立于1995年4月6日，为民政部批准注册的全国

性社团法人，是由全国各生产力促进中心以及从事中小企业生产力促进工作的相关企事业单

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其业务受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

化司指导，现挂靠于科技部直属的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产业深度调研与发展前景评

估报告》共六章。首先介绍了生产力促进中心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生产力促进中心整体运行

态势等，接着分析了生产力促进中心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生产力促进中心市场

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生产力促进中心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生产力促

进中心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产力促进中心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

生产力促进中心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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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4 山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划分析 

5.14 江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与经营业绩 

5.14.1 江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模分析 

5.14.2 江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绩分析 

5.14.3 江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情况分析 

5.14.4 江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划分析 

5.15 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与经营业绩 

5.15.1 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模分析 

5.15.2 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绩分析 

5.15.3 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情况分析 

5.15.4 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划分析 

5.16 河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与经营业绩 

5.16.1 河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模分析 

5.16.2 河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绩分析 

5.16.3 河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情况分析 

5.16.4 河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划分析 

5.17 陕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与经营业绩 

5.17.1 陕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模分析 

5.17.2 陕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绩分析 

5.17.3 陕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情况分析 

5.17.4 陕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划分析 

5.18 山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与经营业绩 



5.18.1 山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模分析 

5.18.2 山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绩分析 

5.18.3 山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情况分析 

5.18.4 山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划分析 

5.19 辽宁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与经营业绩 

5.19.1 辽宁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模分析 

5.19.2 辽宁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绩分析 

5.19.3 辽宁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情况分析 

5.19.4 辽宁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划分析 

5.20 黑龙江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与经营业绩 

5.20.1 黑龙江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模分析 

5.20.2 黑龙江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绩分析 

5.20.3 黑龙江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体系建设情况分析 

5.20.4 黑龙江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划分析

 

第六章 标杆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状况分析 （ZYPX）

6.1 标杆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状况分析（企业类） 

6.1.1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状况分析 

（1）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简况 

（2）生产力促进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3）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务分析 

（4）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绩分析 

（5）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优劣势分析 

6.1.2 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1）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简况 

（2）生产力促进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3）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务分析 

（4）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优劣势分析 

（5）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规划分析 

6.1.3 中山市小榄镇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状况分析 

（1）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简况 

（2）生产力促进中心资源分析 



（3）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务分析 

（4）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优劣势分析 

6.1.4 常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状况分析 

（1）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简况 

（2）生产力促进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3）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务分析 

（4）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绩分析 

（5）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优劣势分析 

6.1.5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状况分析 

（1）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简况 

（2）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务分析 

（3）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优劣势分析 

6.2 标杆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状况分析（事业单位类） 

6.2.1 河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状况分析 

（1）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简况 

（2）生产力促进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3）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务分析 

（4）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优劣势分析 

6.2.2 长沙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状况分析 

（1）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简况 

（2）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务分析 

（3）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绩分析 

（4）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优劣势分析 

6.2.3 石家庄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状况分析 

（1）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简况 

（2）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务分析 

（3）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优劣势分析 

6.2.4 陕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状况分析 

（1）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简况 

（2）生产力促进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3）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务分析 

（4）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优劣势分析 



6.2.5 川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状况分析 

（1）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简况 

（2）生产力促进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3）生产力促进中心经营业务分析 

（4）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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