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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4浦江创新论坛——科技成果转化共享汇邀请来自高校、基金、银行和技术转移机构

的有关专家学者参会，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展开深入探讨。本期专报对科技成果转化共享

汇嘉宾观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2024 浦江创新论坛专报之二十三

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改革 加快技术转移体系建设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和中介服务机构等各方的共同努力。深化科技成果

转化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对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

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供需不匹配、免责机制不健全、技术

转移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需在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收益分配机

制优化、技术转移人才培育、跨国技术转移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加快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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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与趋势

从主体类型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扮演日

益重要的角色。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科技部科技评

估中心联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

年度报告 2024、2023（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高校

院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金额总体呈双增趋势，越来越多的高校

院所总合同金额突破新高，2023 年共计 396 家单位转化总合同

金额超过 1亿元，同比增长 7.4%。2023年高校院所以六种方式

转化科技成果总体合同金额达 2054.4 亿元。其中，以转让、许

可、作价投资等方式转化的合同金额和 1亿元上高价值成果数量

都明显高于科研院所。

从服务体系看，技术转移专业人才队伍和专业机构迅速壮

大。在人才队伍方面，《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 2024、2023

（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半数以上高校院校建立了专

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人才队伍，人才规模已超过 1.7万人。在

专业机构方面，超过四分之一的高校院所专门成立了技术转移机

构。截至 2023年底，共计 1773家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

转移机构、转化服务平台，约占填报单位总数的三分之一，共建

机构平台数量超过 1.9万家。

从区域分布看，长三角区域是承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

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 2023（高等院

校与科研院所篇）》报告显示，长三角地区高校院所 2022年度



3

以六种方式转化的科技成果合同总金额为 485.7亿元，约占全国

合同金额的三分之一。从省域承接角度来看，江苏、广东对其他

地方高校院所产出成果吸引力明显较强。

二、问题与挑战

一是科技成果供给端和需求端的认知差异难以弥合。香港大

学协理副校长尹晓波指出，从科研到市场转化不是单向过程，而

是一个循环、迭代的过程，大学教授往往只注重提供解决方案，

却忽视了该过程离不开专业的技术转化人才和机构的支撑。史太

白基金会名誉主席约翰·吕恩认为，技术转移服务不仅是为高校

科研成果转化提供服务的过程，也是为各类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服

务的过程，只有建立起双向的服务渠道才能真正实现供给端和需

求端对接。

二是免责机制缺失严重制约着高校院所成果转化。中国科技

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贺德方指出，科技成

果价值评估是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收益现值法难以适用、专利

价值难以分割等问题导致科技成果价值难以估算，若没有减责免

责机制，相关负责人就不敢在价值无法精准估算的情形下全力支

持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技术交易所董事长郭书贵认为，赋权改革

之后如何解决高校院所领导后顾之忧，是打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路径的关键，尽职免责机制亟须建立。

三是缺乏高质量专业转化人才队伍。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

执行总裁邹叔君认为，高质量技术经理人才仍然缺乏，现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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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技术经理人数量在迅速增加，但质量上还不太满足转化所

需。同时，技术经理人缺少背书机制，难以走进大院大所把科研

项目成果开发出来，无法在老师和企业间建立起信任关系。在政

策支持方面，深圳证券交易所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谢文

海指出，高校院所和市场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技术转

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开展服务的成本偏高，服务企业能力不足，。

因此，迫切需要提升技术经理人的专业服务能力和市场链接能

力，建立一套复合型技术经理人培养体系。

三、相关建议

一是结合高校院所特点建立技术转移机构。高校院所应结合

自身科研规律特点构建技术转移体系，打通从源头创新到市场应

用的全过程。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彭

慧胜指出，针对学校基础研究占比高，转化周期长的特点，学校

专门邀请成果转化业务好、富有活力的中青年教授组建技术研究

发展中心，并在各个院系建立技术数据库，积极识别和挖掘相对

成熟的技术成果。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学科规划处

处长许锋介绍，医院成果转化办公室配有常驻法律顾问，已帮助

医院建立起从创意产生到价值培育、知产保护、转化方案制定及

后续与企业谈判的整个合规体系。

二是优化技术转移收益分配机制。苏州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田天介绍，一方面，应设计合理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考核

机制，对于转化推广服务业绩突出，且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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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科研人员可直接聘任研究员或副研究员。另一方面，建立

起有贡献就有收益的可持续技术转移体系，对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明文规定允许从项目经费中提取 10%的中介奖励，给予对促

成项目有贡献的科技服务机构或个人。

三是完善技术经理人培养体系。邹叔君指出，技术经理人应

当分行业、分领域进行培养，不同行业领域规律特征不同，不存

在“万金油”式的培养方法。另外，需要建立技术经理人资源库，

形成统一标准的技术经理人评价机制，进一步加强技术经理人队

伍的规范性。波士顿学院技术转移及特许授权办公室主任文立民

指出，技术经理人培养是一个复杂过程，不能依赖单一体系，需

要深入了解法律、投资、商业、政府等不同体系的运作机制，并

具备垂直领域的专业知识。

四是加强国际技术转移与合作。ESP科创投促服务中心首席

运营官杨康提出，当前国际保护主义盛行，信任关系遭到严重破

坏，阻碍跨国知识转移体系建设，建议通过各种媒介和载体加强

跨文化交流。谢文海建议，国家应加强顶层设计，借助“一带一

路”科研合作统筹建设国际技术转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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