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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场深度评估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

报告中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

访谈，以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

立的产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

和规律，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经过2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包括建设中的已经接近400个，分布在全国30个

省、市、自治区。工程技术中心涵盖了农业、电子与信息通信、制造业、材料、节能与新能

源、现代交通、生物与医药、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海洋、社会事业等领域。地方工程技术

中心的建设也是如火如荼。

工程技术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对推动集成、配套的工程化成果向相关行业辐射、转移与扩散，

促进新兴产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起到了重大作用。全面了解和掌握整个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的市场走向和发展趋势对企业的战略决策至关重要。

本报告利用资讯长期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场跟踪搜集的一手市场数据，采用与国际同步的

科学分析模型，全面而准确地为您从行业的整体高度来架构分析体系。报告主要分析了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的政策背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投资建设现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发展运营模

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行业领域发展状况;区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与经营效益;典型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架构建设与发展状况;同时，佐之以全行业近5年来全面详实的一手连续性

市场数据，让您全面、准确地把握整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市场走向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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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管理模式分析

（1）并行矩阵项目课题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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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一个构思良好的项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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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激励竞争机制分析

3.2.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才队伍建设分析

3.2.7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知识产权运用分析

（1）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2）成立知识产权保护机构

（3）全面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3.2.8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信息化建设分析

3.3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运行模式分析

3.3.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场开发机制分析

3.3.2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独立运行机制分析

3.3.3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体化运行机制分析

3.3.4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开发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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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网络式运行机制分析

3.3.7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股份合作制分析

3.4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运行目标体系分析

3.4.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ldquo;内部运行&rdquo; 与&ldquo;正外部性&rdquo; 目标

（1）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ldquo;内部运行&rdquo;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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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工程中心与下游企业的利益博弈及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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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托母体与研究中心完全合一，成立工程技术产业化企业

3.5.3 工程中心与国家科学技术部的利益博弈及模式选择

（1）建立研究中心的评价、监督、竞争和激励机制

（2）对转制为股份公司的研究中心实行资产管理约束

3.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存在问题分析

3.6.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运行模式与机制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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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织性质与行为上的问题

3.6.3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体制和运行环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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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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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领域分析



5.1.4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单位

（1）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地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1.5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员状况分析

5.1.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能力分析

5.1.7 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化成果辐射扩散状况分析

5.1.8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分析

5.1.9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服务与人才培养状况分析

5.2 山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与经营效益分析

5.2.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规模分析

5.2.2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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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工程研究中心技术领域分析

5.3.4 工程研究中心单位列表

（1）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地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3.5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员分析

5.3.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能力状况分析

5.3.7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成果辐射扩散状况分析



5.3.8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分析

5.3.9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服务与人才培养状况分析

5.4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与经营效益分析

5.4.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规模分析

5.4.2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5.4.3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领域分析

5.4.4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单位

（1）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地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4.5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员状况分析

5.4.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能力状况分析

5.4.7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成果辐射扩散状况分析

5.4.8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分析

5.4.9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服务与人才培养状况分析

5.5 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与经营效益分析

5.5.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规模分析

5.5.2 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5.5.3 工程研究中心技术领域分析

5.5.4 工程研究中心单位列表

（1）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地方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5.5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员状况分析

5.5.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能力状况分析

5.5.7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成果辐射扩散状况分析

5.5.8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分析

（1）上海宽带技术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

（2）国家燃料电池汽车及动力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

（3）国家远洋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

5.5.9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服务与人才培养状况分析

5.6 浙江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与经营效益分析

5.6.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规模分析

5.6.2 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1）国家级

（2）省级

5.6.3 工程研究中心技术领域分析

5.6.4 工程研究中心单位列表

5.6.5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员状况分析

5.6.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能力状况分析

5.6.7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成果辐射扩散状况分析

5.6.8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分析

（1）国家黄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

（2）国家海洋设施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

（3）国家列车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

5.6.9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服务与人才培养状况分析

5.7 湖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与经营效益分析

5.7.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规模分析

5.7.2 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1）国家级

（2）省级

5.7.3 工程研究中心技术领域分析

5.7.4 工程研究中心单位列表

5.7.5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能力状况分析

5.7.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成果辐射扩散状况分析

5.7.7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分析

5.7.8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服务与人才培养状况分析

5.8 辽宁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与经营效益分析

5.8.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规模分析

5.8.2 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1）国家级

（2）省级

5.8.3 工程研究中心技术领域分析

5.8.4 工程研究中心单位列表

5.8.5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员状况分析

5.8.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能力状况分析



5.8.7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成果辐射扩散状况分析

5.8.8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分析

（1）国家金融安全及系统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国家稀土永磁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8.9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服务与人才培养状况分析

（1）国家金融安全及系统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国家稀土永磁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9 河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与经营效益分析

5.9.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规模分析

5.9.2 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1）国家级

（2）省级

5.9.3 工程研究中心技术领域分析

5.9.4 工程研究中心单位列表

5.9.5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员状况分析

5.9.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能力状况分析

5.9.7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化成果辐射扩散状况分析

5.9.8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分析

5.9.9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服务与人才培养状况分析

5.10 湖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与经营效益分析

5.10.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规模分析

5.10.2 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1）国家级

（2）省级

5.10.3 工程研究中心技术领域分析

5.10.4 工程研究中心单位列表

5.10.5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员状况分析

5.10.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投资及资产状况分析

（1）资金来源

（2）资产情况

5.10.7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情况分析

（1）科研项目



（2）国家级项目

5.10.8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成果和转化推广分析

（1）成果产出形式

（2）主要技术来源

（3）奖项成果

（4）成果转化与推广

5.10.9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产出与经济效益状况分析

5.10.10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服务与合作交流分析

（1）开放服务

（2）技术培训方式

（3）人员培训

（4）技术合作

（5）学术交流

第6章：典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架构建设与发展分析

6.1 国家碳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1.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1.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1.3 工程技术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6.1.4 工程技术中心业务范围分析

6.1.5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1.6 工程技术中心人才配备

6.2 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2.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2.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2.3 工程技术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6.2.4 工程技术中心业务范围分析

6.2.5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2.6 工程技术中心人才配备

6.2.7 工程技术中心硬件设施配置

6.3 国家煤加工与洁净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3.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3.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3.3 工程技术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6.3.4 工程技术中心业务范围分析

6.3.5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4 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4.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4.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4.3 工程技术中心重大项目情况

6.4.4 工程技术中心业务范围分析

6.4.5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4.6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规划分析

6.5 国家燃气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5.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5.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5.3 工程技术中心业务范围分析

6.5.4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5.5 工程技术中心人才配备

6.6 国家工业控制机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6.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6.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6.3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7 国家网络新媒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7.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7.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7.3 工程技术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6.7.4 工程技术中心研究方向分析

（1）业务系统技术

（2）智能终端技术

（3）创新基础技术

6.7.5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7.6 工程技术中心人才配备

6.7.7 工程技术中心硬件设施配置

6.8 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8.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8.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8.3 工程技术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6.8.4 工程技术中心研究方向分析

6.8.5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9 国家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9.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9.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9.3 工程技术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6.9.4 工程技术中心研究方向分析

6.9.5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9.6 工程技术中心人才配备

6.9.7 工程技术中心硬件设施配置

6.10 国家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10.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10.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10.3 工程技术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6.10.4 工程技术中心研究方向分析

6.10.5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10.6 工程技术中心人才配备

6.11 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11.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11.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11.3 工程技术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6.11.4 工程技术中心研究方向分析

6.11.5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11.6 工程技术中心人才配备

6.11.7 工程技术中心硬件设施配置

6.12 国家多媒体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12.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12.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12.3 工程技术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6.12.4 工程技术中心研究方向分析

6.12.5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12.6 工程技术中心硬件设施配置

6.13 国家合成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13.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13.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13.3 工程技术中心研究领域分析

6.13.4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13.5 工程技术中心人才配备

6.14 国家中药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14.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14.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14.3 工程技术中心研究领域分析

（1）先进的中药水/醇提取流水线

（2）熟化的微波辐射诱导萃取技术

（3）完善的超临界中试装置与工程技术

（4）领先的薄膜包衣技术和新材料

（5）中药各类新药、质量标准、新制剂研究开发

6.14.4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6.14.5 工程技术中心人才配备

6.14.6 工程技术中心硬件设施配套

6.14.7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规划分析

6.15 国家城市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分析

6.15.1 工程技术中心发展概况分析

6.15.2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分析

6.15.3 工程技术中心组织架构分析

6.15.4 工程技术中心研究方向分析

6.15.5 工程技术中心科研成果分析

（1）部分课题项目

（2）专利、资质

（3）重点产品

6.15.6 工程技术中心人才配套



6.15.7 工程技术中心典型案例分析

（1）成都双流航空港污水处理厂

（2）成都新都工业区污水处理厂

（3）山东省莱州市沙河镇污水处理厂

（4）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农药废水处理工程

（5）新疆尼勒克县瑞祥焦化废水处理工程

（6）四川省宜宾县污水处理厂

（7）四川东材集团污水处理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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