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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机制创新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机制创新

（上接第一版）

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主任谢商华

多年从事知识产权法研究工作。在担任十一届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期

间，她几次提交提案，呼吁“加快职务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谢商华介绍，一方面，对高校院所来

说，科技成果被视为国有资产，这些成果无论是

对外转让、许可使用、投资入股，还是自己生产，

都要费心费力且存在巨大风险，不转移转化就不

用承担风险；另一方面，对科研人员来说，按当时

的政策，职务发明获得的专利权属于单位，发明

人只能从转化收益中获得一定奖励，不能共享所

有权，所以无权决定科技成果是否转移转化。

重重“关隘”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即高校院

所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关系如何界定。

改革探索，从“确权”入手

今年 3 月，西南交大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李群

湛牵头的新一代轨道交通牵引供电系统关键技

术与应用项目团队获得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技术

发明类一等奖。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难问题，西南交大早在

2010 年就开始了突破“关隘”的探索，李群湛团

队就是西南交大确定的多个“探路者”之一。他

们取得了“同相供电技术”这一电气化铁路供电

系统的重大技术突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提高列车运力的同时，节能效果也十分显著，

兼顾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产业化推广情

况并不令人满意。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1 年，学校批准李群湛

团队成立公司来推广这项先进技术，过程中发现

一个问题，校外合作方一开始谈得很好，但发现

公司对专利没有所有权，就马上不干了，因为怕

产生知识产权纠纷，投资打水漂。

在探索陷入胶着状态之际，2015 年 9 月，《关

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

体方案》公布，四川与京津冀、上海等 8 个区域被

确定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这一改革方案赋

予四川先行先试的重任。

四川立即行动起来，2015 年 11 月，《中共四

川省委关于全面创新改革驱动转型发展的决定》

明确提出：以明确科技成果权属为突破口，完善

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制度。开展职务科技成

果权属混合所有制试点，明确科技人员与所属单

位是科技成果权属的共同所有人。

随后，四川先后印发《四川省职务科技成果

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关于支持

四川省高校院所职务发明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

分享制度改革试点的十五条措施》等系列文件。

随着各项政策出台，高校院所也开始展开各

种尝试。西南交大明确科研人员和学校可通过

既有专利的分割确权和新专利的共同申请两种

方式共享知识产权，由此正式启动“职务科技成

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试验。随后，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相继发布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

什么是“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

革”？改革前后有何不同？结合西南交大的实

践，王顺洪提炼出两点内容：一是职务科技成果

以前是“纯”国有，现在变为国家和个人“混合”所

有；二是将“先转化转移，后奖励”变为“先确权，

后转化转移”。

在西南交大，产权的比例确定为国家占有知

识产权的 30%，成果完成人团队占 70%。“先确

权”大大推动了李群湛团队成果转化落地的速

度。近 5 年来，他的团队已有 70 多项专利分割确

权，并先后成功转化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同相供

电技术”及设备开始在多地推广使用。

目前，西南交大完成专利分割确权 201 项，

通过科技成果评估作价入股成立科技型企业 24

家，吸引社会资本近 8 亿元。四川大学、成都理

工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相关

高校也积极推进改革，成果颇丰。

利益分享，让科研人员富起来

西南石油大学副研究员任海涛所在的钻头

研究室被称为“中国钻头技术的国家队”，解决了

先进钻头“卡脖子”问题。在同类地质条件下，以

前的钻头工作几个小时就得停机更换，他们新研

发的钻头可以坚持两天。

这样一支“国家队”收入如何？据介绍，在他

们学校，老师以前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基本工

资和绩效。全年加起来，中级、副高、正高职称的

老师分别可拿到 10 万元、12 万元、15 万元左右。

有的老师可能会有一些课题方面的收入，或者论

文奖金，但数额都不大。

“这几年，我们的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差不

多翻了一番。”任海涛介绍。他所说的这几年，正

是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来的这

些年，增加的收入正是来源于成果转化。

在与记者谈及职务科技成果改革利益分配

机制的激励作用时，李群湛说，团队的成员大多

是博士，寒窗苦读 20 多年，把研发成果锁在抽屉

里 对 不 起 国 家 ，但 同 时 大 家 也 要 面 临 养 家 的

责任。

“开展成果转化的公司 2011 年就成立了，直

到 2017 年才见到效益，研发团队成员的收入也

是从 2017 年才开始增加，之后的几年确实是推

广最快的。”李群湛的学生、团队成员郭凯告诉

记者。

在谈到对成果完成人实行产权激励的必要

性时，王顺洪解释说，西南交大用“三个有利于”

进行科学判断，大胆提出变“纯”国有产权为国家

和个人“混合”所有，让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

在产权上得到进一步体现，可以分享到创新带来

的成果。“先转化转移，后奖励”相当于分粮，“先

确权，后转化转移”相当于分地。分粮好还是分

地好？当然是分地好！千激励万激励，不如产权

激励、利益联结。

激励机制，让创新成果多起来

四川省科技厅提供的数据表明，截至目前，

四川省 45 家试点高校院所累计完成职务科技成

果分割确权 630 多项，作价入股创办企业 100 多

家，带动企业投资 70 多亿元。更令人高兴的是，

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其中不乏行业顶尖者。

今年 5 月 23 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宜昌人

福药业以总额 5 亿元签订新药专利许可与合作

开发合同，其中，宜昌人福药业支付华西医院

4 亿元和 5%的年销售收入提成，专利许可协议为

1 亿元。这是华西医院麻醉科主任刘进教授团

队收到的第 6 项成果转化费用，加上之前的 5 项，

刘进团队成果转化总经费已达 8.17 亿元！刘进

告诉记者，这得益于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赋予

高校院所更大的自主权。

“作为一线临床医生，在长期工作中，经验的

积累会迸发出很多创新灵感，但这些灵感要变成

新药，则需很多经费支持。是不是每一次有了灵

感都去立项申报经费？即使申报了，能不能申报

上？申报上了，又能不能有成果回报？都得打上

问号。况且，申报科研经费的程序耗时较长，一

线医生工作繁忙，时间一长，积极性就小了。”刘

进介绍，“如今，华西医院之所以在麻醉新药开发

方面走在前列，正是得益于这项改革，让早期成

果的转让经费，大部分都可以留给研发团队，作

为后面多个新药滚动开发的经费。”

改革还促进一批关在“抽屉”里、放在“口袋”

里的职务科技成果开始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在成都理工大学地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楼

大厅的电子屏幕上，各种色彩的圆点、线条不停

闪烁。范宣梅介绍，这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地质

灾害实时监测预警系统，数万处地质灾害点的监

测数据会从野外实时传输到系统，系统再根据智

能预警模型，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号，政府部门

的相关负责人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和短信收到

预警信息。

据介绍，仅去年汛期，这套系统就在四川、贵

州两地成功预警地灾 60 余起，保障了数万人生

命财产安全。今年 7 月 8 日 19 时 08 分，系统发出

橙色警报，预告甘肃永靖县黑方台即将发生地质

灾害。4 小时后，滑坡发生，由于预警及时，未造

成人员伤亡。目前，这套系统已全面部署到贵

州、四川、山西、西藏、青海、甘肃等多个省份的数

万处地质灾害点。其中，整个四川省的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工作都由这个实验室承担。

范宣梅介绍，这个目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实时监测预警系统，从 20 年前开始基础理论研

究，10 年前就基本成熟并可以推广应用了，但真

正大范围推广还是这几年。

她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到成都理工大学

找他们合作的各地政府机构和企业很多，许多老

师以前把论文“揣在自己口袋里”，因为私自转化

出去有风险，现在政策允许了，都积极主动地“掏

出来”了。

具体负责成都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校

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邓星桥告诉记者，随着改

革深入推进，去年以来，成都理工大学科技成果

转化呈爆发式增长态势，大学科技园老师创办的

转化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增加了 50 多家。

探索试验，还在深入推进

作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四川有责任继续

担当起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重任。

彭清华在谈及下一步如何推进此项改革时

说：“四川要在前期探索基础上，开展职务科技

成果转化前非资产化管理改革试点，完善高校

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自主决策和市场化定

价机制，形成更强改革综合效应和更多终端转

化成果。”

在出台《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推进创新驱

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后，四川省政府出台

“支持科技创新十条”，提出“深化职务科技成果

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明确“试点单位职务科技

成果转化前不纳入国有资产管理”“推动职务科

技成果退出或部分退出国有资产管理清单”等改

革任务。

“这次出台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前非资产

化管理改革’等政策，就像去掉了悬在头上的一

把剑。”王顺洪告诉记者。他进一步解释说，从

理论上说，目前推进的改革是建立在职务科技

成果是国有资产这个理论基础上的，四川作为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部分高校院所作为试点

单位进行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是有根据

的，也得到了肯定和支持。但要全面推广复制，

让相关各方都放心大胆地做，就必须实行非资

产化改革。

“正是出于各种顾虑，不少单位对职务科技

成果‘宁可放旧，也不放手’。如果我们换一种思

路，‘与其放旧，不如放手’进行彻底改革，那将激

发更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王顺洪说。

据介绍，此次四川省委提出“非资产化管理

改革”之后，许多之前观望的单位纷纷要求加入

职务科技成果非资产化管理改革试点行列。

事实上，财政部已于 2019 年修订相关规定，

确定在转化过程中知识产权的评估不强制、备案

彻底取消；高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形成的国有股

不用办理产权证。这些事实表明，改革已经向职

务科技成果非资产化迈出了关键一步。

结合这些年在西南交大从事成果转化的经

历，康凯宁分析称，事实上，高校院所的许多专利

只是学术成果、实验室成果，还远达不到产业技

术成果的标准，是未成熟的“青果子”，要把这些

“青果子”变成可交易的成果，还要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截至 2020 年，西

南交大有 4500 多项有效专利，但从 2016 年 1 月

开始权属改革至今，只有 201 件专利经分割确权

后进入转化，占比仅 4.5%。余下的多数还需要

通过中试提高技术成熟度，需要加强中试研发平

台建设，需要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

推动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是四川省知识产权

服务促进中心的一项重要职责。谢商华告诉记

者，目前，一是需要加大力度培育壮大成果转移

转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因为许多科研工作者专

注于学术研究，并不了解转移转化的市场运作；

二是需要支持大学加强中试平台建设，让“青果

子”尽早变成“红果子”；三是需要提高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工作的知识产权服务质效，引导科研

人员的科研工作不仅仅服务于论文和职称，而

是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服务，为企业创新发展

服务。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尝试也很值得借鉴。

医院成果转化部部长袁淑兰介绍，医院组建了专

业化的成果转移转化机构和团队、建立成果转化

标准化管理体系、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与

“成果转化奖”，她所在的成果转化部，负责医院

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和专利、成果转化基金管

理。同时，医院与相关方面联合组建了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四川西部医药技术转移中心，提供专

业化的技术转移服务。这一套组合拳激发了医

院职工服务企业和社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如果我们通过一系列改革破除一道道阻

碍，让更多高校院所转移转化的科研成果从极少

变成两位数、三位数或更多，将有多少专利从抽

屉里‘跳’出来，汇聚成澎湃动力，推动创新引领

高质量发展！”王顺洪感慨道。

改 革 要 触 及“ 痛 点 ”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只有着力解决

“谁来创新”“如何激发创新动力”等问题，才能

推动各类主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成果不

断涌现。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动力，根本靠改革。而

改革的关键又在于深化机制创新，突破体制障

碍。要在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基础提升、创新

资源配置、创新环境优化等方面持续用力，健

全科技创新支撑服务体系，促进科技、金融、产

业、人才有机结合。

四川提出，要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前

非资产化管理改革试点；要完善高校和科研

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自主决策和市场化定价机

制；要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

机制，对作为科技成果主要完成人或对科技

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高校院所正职领

导，依规探索开展科技成果持股改革试点。

可以说，每一条都触及痛点，每一条都值得

期待。

成都科学城夜景成都科学城夜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朝阳下的天府新经济产业园朝阳下的天府新经济产业园 DD 区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