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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研究
毕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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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是科学城高质量发展以及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环节，在分析国内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

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著名科学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经验的基础上，建议从科学城科技成果供给、需求双方及技术转化中介服务、技术市

场环境等层面全面完善政策措施，有效促进科学城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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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城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实现载体之一。科学城不仅在基础前沿技术、战略性新兴
技术研发等领域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也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应用中居于重要的主导地位。因此，探究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与产
业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1 国际上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的经验分析
国际上主要创新型国家都重视科学城的建设，并以此作为本国

参与国际科技竞争与抢占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抓手。注重科学城与产
业界的紧密互动，通过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产生更大的创新效
益。

1.1 注重科技成果的产出与供给
世界上著名科学城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汇聚大量的高校

院所、研发机构和科技人才，成为创造大量科技成果的源泉。如：美
国硅谷拥有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和诸多专业院校。日本筑波科学
城国外专业人才占科研人才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法国的法国格勒
诺布尔科学中心汇聚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等一大批科学家，为创新成
果产出奠定基础。

1.2 注重构建科技与经济的有效对接
世界著名科学城都注重促进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等园区内外

的深度合作与交流，加速各类创新主体和要素的结合并产生创新绩
效。如：芬兰奥卢科技园构建大学、研究机构与科技园的深度合作机
制；法国的法国格勒诺布尔科学中心推动构建“三螺旋”的产学研合
作模式等。

1.3 注重提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世界著名科学城内部都形成较为成熟的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体

系，服务于科学城内科技成果的及时转化和合理利用。在金融服务、
技术服务、商贸服务等环节助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如：美
国硅谷拥有完善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专业化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对于科技成果产业化具有全链条支撑作用；芬兰奥卢科技园构建和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创新创业资金支持体系，对于初创企业发展、技
术转化应用等提供了坚强的资金支持。

2 我国科学城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我国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总体还存在有效科技成果供给不足、

产学研之间通道未完全打通、企业对接能力不足、成果转化的人才
资本等支撑不力等问题。

2.1 有效科技成果供给不足
贡献科研产出的主力军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但是在技术交易中

高校和科研院所并未成为科技成果的核心供给主体，有效科技成果
供给不足。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与市场实际需求有
差距，缺少生产的可行性及应用的经济性；另一方面，对现有丰富科
技成果汇集整理及有效挖掘不足，技术经营的理念没有建立起来，
对以专利为核心的知识产权闲置浪费认识不充分。

2.2 产学研之间的通道仍未完全打通
产学研之间的通道仍未完全打通，突出表现为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难以从高校和科研院所获取适用的科技成果，而高校和科研

院所不了解市场的技术需求，进而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市
场化程度低，机构间分工协作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体制内技术
转移机构缺乏市场运作经验，缺少参与市场竞争的动力。而市场化
技术转移机构难以掌握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质科技资源信
息，总体发展缓慢。

2.3 企业对接成果能力欠缺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关键是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目前，企

业对接科技成果的能力有待提升。一是，企业对于研发前端的影响
力不足。各类科技研发项目确定过程中，企业需求并不是主要影响
因素。二是，企业参与研发的活力不足，表现为企业自主研发投入不
足、企业研发机构相对不足。三是，企业承接高校院所研发成果的能
力不足。企业不愿承担技术熟化和中试及产业化阶段的成本，也欠
缺对隐性知识研究转化的能力。

2.4 支持成果转化的人才要素缺失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产学研多方主体协同作

用，也需要技术、人才、资本等多种要素融合形成催化合力。一方面，
技术转移专业人才不足是成果转化的掣肘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人
才资源在产学研间流动不畅。科技人才在体制内外、高校院所与企
业之间的流动仍不畅通，限制了科技交流，阻碍了成果的转化效率。

2.5 成果转化的资本要素支撑乏力
支撑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的资本要素仍有缺失，总体上社会投

资科技创新的动力仍显不足，金融支持体系仍不够健全。商业银行
科技信贷风险管理仍需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依然偏
低，间接融资产品和服务模式相对单一；融资担保体系不够健全；创
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作用发挥不充分；政府引导基金服务模式仍需优
化，金融服务体系还不健全等。

3 促进科学城成果转化的路径及对策
科学城本身是独立的创新体系，需要从科技成果供给、需求双

方及技术转化中介服务、技术市场环境等层面全面优化，形成科学
城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保障机制，全方位采取措施促进科学城科技成
果转化。

3.1 推动供给侧改革，提升有效科技成果供给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首先要从高校和科研院所这一供给侧着手，

提升有效科技成果供给。一是，加快落实国家规定的研究开发机构、
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报告制度，为科技成果转化汇集基础成果信
息。二是，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储备制度，扩大储备范围并提升前瞻
性和战略长远性，加强对储备库内成果的挖掘和利用。三是，将科技
成果储备库与高校概念验证中心紧密对接，提升满足市场需求的有
效供给能力。

3.2 大力发展技术市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促进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

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建设成为高标准市场体系。不断健全职务科
技成果产权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培育发展技术转移
机构和技术经理人、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支持国际
科技创新合作、完善技术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优化技术价格发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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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评估认定机制、提升技术市场服务管理水平等。
3.3 充分发挥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作用，提升成果转化效率
促进各类技术转移机构发挥各自优势，在技术转移链条的不同

环节，差异化定位、联动发展。如：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和科研机构
的技术转移机构应发挥其了解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掌握大量成果
信息、被科研人员所信任等优势；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应发挥其
了解市场信息、规则和规律等优势，与高校院所技术转移机构对接
与合作、提供技术转移服务等功能。通过两类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合
理分工、紧密合作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3.4 促进企业提升研发能力，主动对接高校院所成果
企业是最活跃的市场主体，企业也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

核心主体。应在培育重点行业的企业发展，引导其提升科技研发能
力和对高技术成果的承接转化能力。探索落实与推广“揭榜挂帅”制
度，让企业成为科技悬赏制度参与的重要主体之一。通过搭建平台、
各类产业引导基金、优惠研发及产业政策引导等，促进企业与高校
院所的沟通与对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

3.5 重视人才培养与合理流动，促进产学研合作
应重视技术转移人才的培养、加大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的储

备。优化现有的教育学科体系，从源头上培养专业人才。加大对现有
技术转移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提升其从业技能和专业化水
平。对技术经纪人职称进行广泛宣传，提升认可程度。同时，以人才
流动为载体，加强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的信息沟通。

3.6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进一步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

化。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撑作用，建立风险补偿机制，促进科技保
险、科技担保等专业机构的发展。继续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促进

企业提升通过股权市场、债券市场、新三板、创业板等融资的能力。
创新科技金融产品，服务于不同类型科技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完善
科技金融的监督管理体系和服务平台建设，优化企业融资市场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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