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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 对湖北省科技 成果转化 途径及 效果进行 实证分析 ，发现科技 成果转化 的效果 与科技 成果 转移的界 

面有关。分析美国、日本等国政府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所采取的政策 ，说明科技成果转移界面的上移符合科技成 

果转化的发展趋势。总结现阶段湖北省及我 国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根据我国企业研发实际情况。提 出促进科技成 

果转 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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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中华人 民共 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 转 

化 法》的界 定 ，科 技成 果转 化系 指为 提高 生 

产 力水平 而对 科学 研究 与技 术 开发所 产 生 

有实用价 值的科技成 果进行 的后 续试 验 、开 

发应用 、推 广直至形成新 产品 、新工艺 、新材 

料 ，发展新产业等活动。由此可以看出，科技 

成果转化是一个过程复杂的科技经济活动 ， 

它是以可供转化的开发研究成果为起点，从 

产品化到商业化、产业化 ，以获得预期收益 

的一个过程 。 

目前 ，湖北省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机构 

主要有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企业、技术贸 

易机构、个体经营等形式。 

1 我省科技成果转化途径 的效果实 

证分析 

1．1 各 种技术 合同的成交金额分析 

从技术合同来看 ．主要有技术开发合 

同 、技术 转让 合同 、技术 咨询 合 同以及 技术 

服务合同4种形式 。 

从图1可以看出．技术开发合同成交数 

目相比其他形式合同数量上并不占优．但是 

成交金 额却一直处 于上升趋 势 (见 图2)．从 

图3可以看出技术开发与技术转让合同的平 

均增 长 率 也相 对其 他 种 类 的合 

同高 ．同时说 明科 技成果转 化象 

科学 研 究 一样 具有 自身 发展 的 

规律 这是 因为科技 成果 先进性 

具有 时效性 ，并且 与科 学研 究 紧 

密相关 。技术咨询合 同无论是成 

交数量 、成 交金额均 处于 较低水 

平 ，并且呈 现下降趋势 。在科技 

成果转 化途径 中 ，技 术开 发和技 

术转让将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 

要形式 。 

另外 从 技术 转 移 界面 上 也 

可以看出这种趋势是符合科技 

成果转化发展方向的。技术转移 

界 面 指 的是科 技 成 果 由科 研 开 

发单位转移给企业的技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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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技术合同成交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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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把开发研究作为技术转移界面的中 

性位置，技术转移发生在开发之前的技术转 

移界 面称为 上游偏 向型界面位 置 ．反之称 为 

下游偏向型界面位置。当技术转移发生在上 

游时意味着技术需方具有较强的技术机会、 

识别能力和早期开发的参与能力 ；而当其发 

生在 下游位置时 ．则 意味着企业 技术 识别能 

力和 早期开发能 力降低 ．技术供 给具有 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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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依赖特征。 

1．2 科技成果通过技术交易会转化的效果 

分析 

技术交易会由于供需方面对面交流。因 

而逐渐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从近几年湖北省参与技术交易会的情况来 

看 ，技术交易会已成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 

重要途径 ，并且技术交易会更适合于技术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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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高的科技成果转化 。 

另 外 ．从技 术 交易 会 的类 型来 看 ，技 术 

交易会更加注重 于针对性 。从信息搜 寻成本 

的角度 来看 ．由于专业 性 、地 区性 的技 术 交 

易会吸引的供需方明确 ．因而信息搜寻成本 

低 ，效果更好 。 

1．3 湖北省科技成 果转化的流 向地域 分析 

从 湖北省 近 6年来 的科技 成 果转 化 流 

向地域来看 ，通过多元统 计 的聚类分 析 ．北 

京 、上海 、江 苏 、浙 江 、广 东 、辽宁 、湖南 7个 

地 区成为湖 北省 科技 成果 转化 第 一大 类 流 

向地域 ．安徽 、福建 、四』II、重庆 、河南 、山东 、 

江西 7个地 区处于第二大 类流 向地域 ，而西 

部 地区特别是 经济不发达 的地 区 ．科 技成果 

转 化的数 量少 、金 额少。但在最 近两年 中 ．流 

向新疆 地 区的科 技成 果转 化金 额 呈现 上升 

趋势 。 

由此 ，两个因素 与科技成果 转化 流 向地 

域有 关 ：一方 面是流 向地域 经济 发展水平 。 

金额 流向最多 的地域 大部 分改革 开放得早 ． 

经济 发达 ，市场竞争激 烈。这也 反映 了湖北 

省科技实力 较强。另一方面 则是 流向地域 的 

地理位 置。湖南 、安徽 、四JII、重 庆 、河南 、江 

西都是与湖北 省交界的区域 。 

同时 ，技术成果 具有强 烈的地方 性 ．直 

接 向本 省转 化 的科 技 成果 金 额 ．最 近 3年 

分 别 达 到 ：1999年 度 的 132 315．02万 元 、 

20o0年 度 的 110 729．46万 元 和2001年 度 的 

214 191．64万元。2001年度这个数值是占流 

向 地 域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金 额 第 2位 广 东 省 

17 679．10万元 的12．12倍 

1．4 技术买方 分析 

从 图4中可以看出 ．国有企业 是科技成果 

的主要买方 。在3个年度 中技术买方投人技术 

引进 的总 额分 别 为 ：1999年 度230 160．65万 

元 ，2000年 度 275 999．50万 元 ．2001年 度 

338 597．13万元 ：而其它 各种企 业在 3年 中 

共投 人 ：1999年度 168 961．16万元 、2000年 

度 202 770．95万 元 、2001年 度 260 874．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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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技术买方统计 (金额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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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及趋势分 

析 

美 国 、日本 科技 成果转 化率 高达85％以 

上。日本10多年来的技术努力集中在使企业 

研究开 发活动 的领 域 向基础方 向推进 ，从 而 

使 日本 技术 转移 界面 由开 发上 移 到应 用 研 

究 ．更 多地侧 重 于促 进形 成 自主 的创 新 技 

术 ，而不再 是依赖 于外部 的技术 引进 。美 国 

则 是力 图使转 移界 面 由应 用研 究 向 基础研 

究方 向上移 ．侧重 的是国家 现有 的和未来研 

究活动要 面 向产业 ．充 分发挥 美 国的科技 资 

源优势 。 

日本 的科研力 量主要 分布 在企业 ．以打 

破纵断式 科研管理 体制 (即科 研体制 是在 一 

个 系统 内进行垂直 管理 )和人 事制度 上 的封 

闭性 (终身雇佣 制 、年功序 列制 )对创 造性科 

学 研究 的制约 ，减少对外 国尖 端技术 的依赖 

倾 向 ，消除 日本科 学 技术 缺乏 独创 性 的 弱 

点 ，促 进技术转 移界面 的上移 。 日本 科学技 

术会议 于 1981年 正式 提 出 了 以流 动研 究体 

制 推 进 创 新 科学 技 术 探 索 研 究 的方 案 ，于 

1981年修改《新技术开发事业团法》，明确新 

技 术开 发 事业 团 的宗 旨为有 效 地开 发 新技 

术 ，推行有 助于新技 术创造 的基础 研究 ．普 

及 和开 发 基础研 究 的成 果 。依 据新 修 改 的 

《新技术开发事业团法》，日本由新技术开发 

事业 团实施创 造科学 技术推进 制度 ．发掘将 

成 为未来技术 革新源 泉的科学 种子 ．并 利用 

流 动研究体制 推进富 于独创性 的探 索研究 ． 

以促 进核心技术 的发展。对这一 流动 科研体 

制 ，其经 费由 国家 预算投 资。创造 科学 技术 

推进 制 度是 以 围绕一 定研 究 主题 的 探索 研 

究 为重 点 ，研 究 过程 中不设 固定 的研 究 目 

标 ，研 究人 员 围绕 研究 主题 自由思 考 ，自 由 

研究 ，主要 是基础研究 和部分 应用研 究 。这 

项制 度 的实施 有 效地 推 动 了技 术 转移 的界 

面 向应用研究 上移 。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其科技政策、产业政 

策 的不 断调 整来推 动 基础研 究 与产 业 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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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一方面，使基础研究的方向 

面向产业界 ，吸纳产业 界人士参 

与 推动技术转 移界面 向基础研究 

方 向上移动 ；另一方 面 ，促 进基础 

研究 与产业界需 求的联 系 ，重视 

基础研 究 、应用研 究和开 发方面 

的衔接。在《反垄断法》执行方面 

有所改变．特别是微软诉讼案中微软公司的 

胜诉更是反映了这种变化 ：使研究和实验投 

资税收减免规定永久化。允许已同联邦政府 

订立 合 同 的学 术 部 门和小 企业 保 留及 获得 

他们 的技术 发明所 有权 (这种 所有权 不再归 

国家所有)．强制技术专利商品化 ，对外界全 

面开放联邦实验室，促进联邦机构拥有的经 

济 、技术和环境信息扩散；采用法律手段激 

励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 。 

通过 比较美 国 、日本促进 科技成 果转化 

的政 策 ，可 以看 出 ，科 技 成果 转移 界面 的上 

移将 是今 后科技 成果转化及 官 、产 、学 、研紧 

密联 系的有效途径 ，这 与湖北 省科技 成果转 

化 的实证分 析是相吻合 的。 

3 进 一步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的对 策 

建 议 

从上面的分析 ．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我 

国在促进科 技成果转 化 、提升 国家竞争 力水 

平方面 ，还可以进一步采取 一些措施 ： 

(1)提升企 业 的技 术转 移 界面 ，促进 企 

业向更深层次研 究发展 。可 以一 方面支持科 

研 院所 、大专 院校 有针对 性地 为企业 在职科 

技人员提供后续高层次教育，吸纳企业科技 

人 员参与科 研院所及 高等 院校的科 研活动 ： 

支持科 研 院所 及大 专院 校 的科研 人 员到 企 

业参与企业的研发活动。通过企业与科研机 

构的合作，在短时期内解决我国企业深层次 

研究力量不足的问题，促进技术转移界面的 

上移 ，同时增强企业获得技术的机会．使其 

在早期 阶段参 与开发研 究。 

(2)建立 科技 成果评价 体 系。国家应该 

鼓励 社会建立 权威 的科 技成果评 价体 系 ．根 

据 科技 成果 的应 用前 景 、成 熟程 度 、投 资 大 

小等 因素 由市场 确定其 价格 ，公开透 明 、自 

由成交，最终 由市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 

置 。 

(3)培养 和造就 一批科技 企业 家和从事 

科技成 果产业化事业 的高 科技人 才队伍 ．增 

加对科技成 果的识别能力 。 

(4)促 进 我省 科研 服务 产业 化 ．扩 大成 

果转化 的服务面 ，带动地 区产业 结构 的改变 

和产业技术水平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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