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产业集群视角下的标准化方法研究与应用试点 

推荐单位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项目简介 

作为 2008 年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支持项目、以及 2009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自筹经费项目，《产业集群视角下的标准化方法研究与应用试点》项

目从理论研究出发、着力关注现实问题，从“产业集群”这个新经济现象的视

角研究标准化方法，首次对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聚集地“中关村”的标

准化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战略研判，为标准化原理与方法研究引入了研究和

管理的新思路和新模式，提供了鲜活而丰富的案例，更为产业集群相关各方提

供了开展标准化活动的标杆、行动方法和发展方向；项目创新性提出了“标准

化战略重点领域选择分析”方法，不仅解决了本项目研究过程中涉及的产业集

群标准化重点领域选择和战略性标准识别的技术关键，更引领了近年来乃至今

后一段时间内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国内产业集群及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标准

化战略设计与实施。 

本项目采用数据分析、理论推演、深度调研、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对“中

关村科技园区”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海量数据的比对，梳理了园区各家企业

参与起草我国各类标准、参与各类标准化活动的领域分布、数量分布和竞争力

情况；基于标准化原理和方法完成了中关村标准化发展模式与特色研究。基于

实证研究的基础，结合产业战略设计和政府公共治理的方法，对相关标准化原

理和方法进行深入探析，从标准化创新来源、组织变革、战略选择等三大方面

提炼出产业集群中的新标准化方法；深入研究了产业集群中的产业联盟标准化

问题，为产业集群标准化机制创新及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坚实依据。 

项目完成了《产业集群视角下的标准化方法研究》、《中关村园区企业参与

标准化活动现状分析》、《中关村科技园区标准化的特点与模式研究报告》、《中

关村科技园产业联盟标准化模式与机制研究》、《标准制定及标准化管理》系列

报告，以及包括了 10 个重要企业案例的标准化方法系列案例集；发表论文 2

篇；出版专著《首都标准化：中关村科技园区实证研究》1 部。 

研究过程中，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认识到本项目方法和成果的价值，委

托项目组，基于本项目理论成果和实证研究基础，利用项目方法和成果进一步

开展了中关村标准战略研究和电子信息业、新能源节能与环保、新材料、生物

工程及新医药、先进制造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领域标准战略选择，已被采

用为现今中关村标准战略的重要组成，支撑指导中关村的标准创新活动。同时，

研究报告和案例已被用于高等院校管理学和 MBA 教学中；支撑相关研究院所

开展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服务于北京市政府和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公共管理

和战略选择；用于标准化政策和管理研究、企业管理、经济、贸易和技术领域

的实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以及国际同行的认同与肯定。 

 



成果推广

应用情况 

《产业集群视角下的标准化方法研究与应用试点》基于近年来我国产业发

展和升级的背景，以标准化方法研究作为切入点，着力解决发展中的标准化问

题，研究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满足了社会各界对标准化理

论和实践的需求。 

项目研究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产业集群应用试点的主要对象，得到了中

关村管理委员会和标准化服务机构的高度认可。在本项目研究尚未完全结束

时，即以前期研究成果为基础，委托项目组进行技术服务，开展中关村科技园

区标准战略研究，并认为“研究成果的应用将推动中关村标准化工作、促进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提升中关村自主创新能力及产业竞争力。” 

与此同时，项目成果得到了中关村各类企业、产业联盟和研究院所的认可，

认为本项目研究为本企业和产业联盟的标准化发展模式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提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易于操作，可在本机构内推广使用；为今后一

段时间的标准化理论发展和关键问题研究提供了思路、模式和重要补充。高等

院校则将本研究及其案例集等成果作为管理学教学中标准化相关课程的重要

案例进行进一步分析与推广。 

项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推动了“标准化原理与方法”领域的进一步

研究和推广；提升了以中关村产业园区为代表的产业集群中各有关方面标准化

工作的科学性；支撑相关研究院所开展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服务于北京市政

府和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公共管理和战略选择；引领了近年来乃至今后一段时

间内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国内产业集群及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标准化战略设

计与实施；为高等教育中标准化教学提供了优秀的教学案例；用于标准化政策

和管理研究、企业管理、经济、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实践。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专利目录

（已授权

和已公示） 

无 

其他知识

产权目录 

 

无 

 

主要完成

人 

排名：1 

姓名：赵文慧 

技术职称：助理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技术路线、项目进度的整体落实与协调。

完成研究任务中产业集群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特点的研究；参与部分实证研究

和调研工作；是《产业集群视角下的标准化方法研究》研究报告的主要撰写人，

以及两篇论文的第二作者，负责专著中部分章节的编写。完成人投入项目工作

量为 85%。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排名：2 

姓名：赵朝义 

技术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主持完成了研究成果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的试点

应用，凝练研究成果及应用情况，作为第一作者完成《首都标准化——中关村

科技园区实证研究》著作的编写。完成人投入项目工作量为 5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07 年“国家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研究”获国家质检总局“科

技兴检奖”一等奖，排名第八。 

 

排名：3 

姓名：白殿一 

技术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主要负责项目研究内容在标准化原理与方法领域研究中的定位

与衔接研究，从产业战略设计和政府公共治理的方法把握研究技术路线，提出

了“标准化战略重点领域选择分析”方法，作为第一作者完成论文两篇。完成

人投入项目工作量为 5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1 年“城市图形导向系统标准化及应用研究”获得科技

兴检一等奖，排名第一；2008 年“《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

求 第 1 部分：图形标志及相关要素》等 5 项标准” 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二

等奖，排名第一；2008 年“标准化工作导则国家标准 (GB/T 1.1—2000、GB/T 

1.2—2002)”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一等奖，排名第一；2005 年“国家术语、

图形符号标准体系建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二。 

 

排名：4 

姓名：逄征虎 

技术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主要负责产业集群发展背景的理论研究与分析，参与了中关村

标准化现状分析、模式与特色研究。完成《标准制定及标准化管理》子报告、

以及部分案例集的撰写。完成人投入项目工作量为 6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08 年“标准化工作导则国家标准 (GB/T 1.1—2000、GB/T 

1.2—2002)”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一等奖，排名第二；2007 年“国家技术标准

体系建设研究”获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兴检奖”一等奖，排名第七；2005 年“标

准化工作指南系列国家标准”获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兴检奖”三等奖，排名第

一；2004 年“标准化工作导则国家标准”获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兴检奖”二等

奖，排名第二。 

 

排名：5 

姓名：薛海宁 

技术职称：工程师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开展标准化方法的实证研究，完成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企业参与标准化活动的基础数据整理和分析，走详细了解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参与标准化活动的现状及特点，完成对中关村高新技术典型企业、产业联盟案

例分析，研究提出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标准形成机制及产业发展与标准化互相

促进的运转模式。完成《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参与标准化活动现状分析报告》、

《中关村产业联盟标准化模式与机制研究报告》报告的撰写工作，作为第三作

者完成《首都标准化——中关村科技园区实证研究》著作的编写。完成人投入

项目工作量为 8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排名：6 

姓名：吴学静 

技术职称：助理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负责任务中产业集群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特点研究；参与部分

实证研究和调研工作；完成部分企业案例的编写。完成人投入项目工作量为

6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主要完成

单位 

排名：1 

单位名称：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作为课题承担单位，利用本机构中

央基本科研业务费的支持，独立完成了研究任务的所有内容；将本课题成果积

极应用于首都标准化战略、中关村标准化发展等各地实践中，鼓励企事业单位、

高等院校在标准化政策和管理研究、企业管理、经济、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实践、

教学和科研中采用本课题研究成果。 

 

注：项目公示表请转为 PDF 格式。表格内容须与推荐书内容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