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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

最新发布的《中国科技
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让
我们看到，我国科技成果正
在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累累

“金果”。
说起如何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业内人士往往会
提及“三部曲”。201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
成 果 转 化 法》修 订 实 施 ，
201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若干规定，国办印
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行动方案》。“三部曲”从修
订法律、出台配套细则到
部署具体任务，明确了促
进 科 技 成 果 转 移 转 化 的
路径。

去年，中国科技成果转
化报告首度发布，体现出“三
部曲”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的显著进展。今年的报告
中，成果转化合同总金额同
比增长过半、成果转化合同
均价增长超四成。这些数据
表明，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的各项改革措施正在逐步
落实，创新创造活力进一步
激发，经济社会迎来创新驱
动发展新局面。

这一变化，从“标王”中
就可见一斑：2018年的报告
中，单项成果转化金额最高
纪录为山东理工大学“无氯
氟聚氨酯化学发泡剂”项目，
实现成果转化 5.2 亿元；而
2019年的报告中，“标王”金
额大幅度提升，中国科学院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压缩空
气储能技术作价投资”合同
金额高达17.5亿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仅科研成果的总价、单价
纷纷提升，科研人员的口袋也鼓起来了。今年的报
告中，科研人员个人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占成果
转化现金和股权收入的比例，由2017年的51.3%增
长到2018年的52.7%，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获
得的奖励占奖励个人总金额的比例从 2017 年的
90.2%提升到 2018 年的 94%，这些比例已经超过了

“三部曲”所要求的比例，科技“创富”效应进一步显
现，让潜心科研的科技工作者不再清贫。

仅就2017年、2018年两年的数据来看，个人奖
励比例提升幅度似乎不算太大，但与“三部曲”之前
对比则能看出显著不同。过去，高等院校等科研机
构的科研成果转化需要层层审批，手续复杂，而且科
研人员没有处置权，变现困难。根据此前的规定，科
研人员获得的奖励只占成果转化净收入的20%。由
于缺乏转化渠道，加上科研人员缺乏足够的激励机
制，大量科技成果只能被迫“沉睡”。如今，随着这些
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桎梏纷纷被打破，科技成果转
化率和含金量自然有了明显提升。

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通道，培育发展新产业新
动能，均离不开科技成果转化。我们期待着，随着各
项政策的落实和机制的完善，有越来越多的科技成
果变成“金果”，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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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
显示，我国科技成果含金量呈现出越来越
高的趋势。

首先，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规模持续攀
升，总价高了。

2018年，3200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
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
额、合同项数持续增长。其中，合同金额
达177.3亿元，同比增长52.2%；合同项数
为11302项，同比增长6.7%。转化合同
总金额超过1亿元的单位有32家，同比增
长14.3%。财政资助项目产生的科技成
果转化合同金额增长势头明显，合同金额
为56.1亿元，同比增长78.4%。

不仅总价高了，单价也高了。统计显
示，我国科技成果高价值转化趋势明显，

“大单”频出。
2018年，科技成果交易合同均价大

幅提高，转化合同平均金额为156.9万元，
同比增长42.6%。技术入股金额增长强
劲，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
金额高达79.2亿元，同比增长56.2%。以

作价投资平均合同金额达1559.3万元。
大额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频出。2018

年，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3种方式转化
科技成果单项合同金额超过1亿元的合
同有30项，超过5000万元的有60项，超
过1000万元的有232项。例如，中国科
学院工程物理研究所的“压缩空气储能技
术作价投资”合同金额达17.5亿元，上海
科技大学的“基于配体导向的蛋白质降解
技术平台的小分子抗肿瘤药物的开发许
可”合同金额达8.2亿元。

此外，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显著增长，科研
人员的钱包鼓了。2018年，通过现金和股
权奖励科研人员 6.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人均奖励金额9.9万元，同比增长
40%。科研人员个人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
励金额达67.6亿元，同比增长44.9%。其
中，股权奖励为42.6亿元，同比增长75.8%。

根据报告，哪些机构最“大方”呢？统
计显示，2018年，对科研人员的现金和股
权奖励金额超过1亿元的单位有12家，其
中前三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

所（9.7亿元）、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
机械与物理研究所（4.8亿元）以及清华大
学（4.6亿元）。

报告还显示，产学研合作有力推动了
创新驱动发展能力的持续提升。

2018 年，3200
家高校院所签订“四
技”合同总金额达
930.8 亿元，同比增
长16.6%，内容涵盖
技术转让（包括转
让、许可、作价入
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4个
方面。2018年，高校
院所与企业共建研
发机构、转移机构、
转化服务平台总数
为 8247 家，同比增
长14.8%；创设和参
股新公司 2155 家，
同比增长16.2%。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发布——

科技成果越来越值钱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研究表明，中国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越来越值钱了！

2020年5月13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发布。报告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

规模持续攀升，高价值转化趋势明显，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显著增长，产学研合作有力推动了创新驱动发展能力的持续提升。

该报告由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共同编写，并在全国发行。这

是该报告的第二次发布，首次为去年发布的2018年度报告。

2019年，年报编写组以全国3200家公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2018年成果转化数据为样本，采用数理统计、专家咨询、

电话访谈及实地调查等方法，综合分析后完成此项报告。

该项报告还总结揭示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哪些趋势，取得了什么经验以及仍然存在的问题。

□ 看数字，科技成果价值提升

当然，《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
度报告》也并不讳言，我国科技成果转化
领域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中，政策执行
不到位、专业服务待加强等是比较突出
的“短板”。

具体来说，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需
要进一步落实。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
权、收益权已下放给高校院所，但部分单
位落实不到位，行动滞后；由于容错纠错
等机制和政策的缺失，部分单位依然担忧
承担国有资产流失责任；部分税收优惠政
策难以落地。

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人才服务能力
有待提升。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3200 家高校院所中，共有 687 家单位
（21.5%）设立了技术转移机构，其中只有
306家单位认为技术转移机构在成果转
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有技术转移机
构服务能力较弱，仍存在“规模小，服务
少，能力弱”现象；高水平、专业化技术转
移服务人才严重缺乏，高校院所编制有
限，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专职人员少且能
力不足。

中试熟化平台缺乏，供需双方对接渠
道需畅通。成果挖掘和对接缺乏精准性；

中试熟化平台基础条件不足；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未实现融通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相关考核、激励机制不
健全。高校院所成果转化纳入考核体系
权重过低；人才考核评价“四唯”问题依旧
存在，“破四唯”改革落地不充分；成果转
化人员的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不健全。

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支持不充分，亟待
加强。金融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
不够，承接成果转化的中小微企业难以获
得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支持，严重影
响科技成果转化；投入科创领域的资金比
例较少；成果转化早期融资比较困难。

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与政策咨询服务
缺位。缺少科技成果评价标准，成果评价
的权威性难以界定；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发
布较多，但落实与咨询体系亟待完善。

针对这些短板，报告建议，进一步完善
科技成果转化落实机制，大力推进专业化
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完善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机制，
深入改革技术转移转化专业人才评价考核
体系，加大金融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支
持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评价标准体系和咨
询培训平台的构建。

□ 看特色，成果转化模式多样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

展示了一些高校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过
程中，探索形成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成果转
化模式。

有的单位打通政策链，使转化制度日
益健全。

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王延峰、张娅科研团队的“计算
机视角在多模态交互中的应用”项目，为
智能人机交互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上
海交通大学通过“五步转移法”进行成果
转化模式与机制创新。

具体来说，第一步，2018年7月，上海
交通大学与王延峰及其合伙人王艳青、张
娅成立的上海媒智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
作协议；第二步，上海交通大学按名义价
格1元将科技成果的70%转让给课题组；
第三步，学校与课题组共同委托有资质的
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对科技成果进行评
估，评估价格为1000万元；第四步，学校
将科技成果的30%（价值300万元）在国
有产权交易机构挂牌交易，课题组参加摘
牌并获得科技成果的全部产权；第五步，
课题组在获得知识产权之后，将其用于合

作成立项目公司的知识产权出资。“五步
转移法”完成之后，课题组与学校形成债
权债务关系，课题组在5年内将1000万
元中的30%支付给上海交通大学。

有的单位瞄准国家战略及市场需求，
推动高价值成果产业化。

例如，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着眼精
密仪器与装备技术体系和领域，联合开展
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多个高精尖产业研
究与项目合作，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红
旗产学研创新基金，累计成功孵化企业
93家。

部分单位探索建立符合成果转移转
化规律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
术转移服务模式。例如，中国科学院工程
热物理研究所建立科技发展处和资产管
理公司相互配合的协同工作机制，实现

“前期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与“后期实施运
营投后管理”的有效衔接，全年转化合同
总金额达19.2亿元。其中，中国科学院工
程热物理研究所2018年成立的“中储国
能（北京）技术有限公司”转化合同金额
为17.5亿元，为2018年高校与科研院所

转化成果中单项合
同金额最高的。

一些单位建立
多种形式、符合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规律
的 产 学 研 合 作 体
系。例如，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制订具体
实施办法，探索建立

“企业+科研团队”“科技成果入股”等专
业化市场化服务模式，以知识产权为纽
带，与多家企业合作成立30家产业研究
院，近3年间共计有110个作物品种得到
转化应用。

一些单位加强技术转移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例如，中山大
学成立知识产权服务公司，围绕成果转化

“专业化”特点，建立专业技术转移队伍，
打造“学校管理人员—院系兼职职业经理
人—公司专业队伍—科研人员”4个层次
一体化运行的成果转化人才体系，2018
年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
成果合同金额同比增长5倍。

□ 看短板，专业服务有待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