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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创新是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是我国走向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而科技成果作为科

技创新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将通过对上海市

2004—2006 年获奖科技成果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获奖科技成果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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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科技成果奖励工作。特别是从 1978

年开始，我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

奖励条例》［1］、《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2］、《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奖励条例》［3］、《国家星火奖励办

法》［4］等奖励政策，相应在各部委和省市也设立了各自的

科技进步奖和各种类型的名人奖等奖励类型，形成了比较

规范和完整的奖励和奖励评审体系，并形成了党和政府将

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制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和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科技成果奖励制度也

随之不断改进和完善。但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和国内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我国的科技成果奖励政策是否还适应

现实的需要？获奖的科技成果是否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和

价值？本文通过对上海市 2004—2006 年获奖成果的调查，

分析获奖成果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以此回答上述问题。 

1 上海市获奖科技成果概述 

本次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 735 份，回收有效问卷 500 份，

收回率为 68%。通过对收回调查问卷的分析，2004—2006

年上海市获奖科技成果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1 获奖成果年度分布呈上升趋势 

从本次调查项目获得的数据可知，按年度统计，上海

市获奖科技成果为：2004 年 151 项，2005 年 151 项，2006

年 198 项，呈总体上升趋势(见图 1)。 

 
图 1 上海市获奖科技成果年度分布 

1.2 获奖科技成果等级呈阶梯状分布 

2004—2006 年，一等奖 65 项，占获奖总数的 13％；

二等奖 173 项，占获奖总数的 35%；三等奖 262 项，占获

奖总数的 52%，获奖科技成果等级呈明显的阶梯状分布。 

1.3 获奖科技成果类别以技术开发类为主 

在调查的 500 项获奖科技成果中，获奖科技成果类别

主要有技术开发类、社会公益类、技术发明类、自然基础

科学类、软科学类和科学技术普及类 6 种类型。图 2 反映

了获奖科技成果类别的分布，技术开发类的科技成果 304

项，占成果总数的 61%；社会公益类 111 项，占成果总数

的 22%；技术发明类 49 项，占成果总数的 9.8%；自然科

学类 30 项，占成果总数的 6%；软科学类 4 项，占成果总

数的 0.8%；科学技术普及类 2 项，占成果总数的 0.4%。 

统计结果显示技术开发类成果占绝对优势，成果应用行

业主要是制造业、化工业、公共设施等行业。可以看出，技

术开发类占据获奖科技成果的主导地位，这体现了上海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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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贯彻以应用为导向的科技发展思路，将科技成果的经济效

益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致力于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 

 
图 2 获奖科技成果奖项类别分布 

1.4 获奖科技成果主要来源于大专院校 

对 2004—2006 年的 500 项获奖科技成果的调查研究发

现，大专院校获得科技奖项最多，总计 186 项，占总获奖

总数的 38%；其次是国有企业 70 项，占获奖总数的 14%；

科研院所 64 项，占获奖总数的 13%；股份制及有限公司 61

项，占总数的 12%；中外合资 30 项，占总数的 6%；医疗

机构 29 项，占总数的 6%；民营企业 20 项，占总数的 4%；

机关团体 17 项，占总数的 3%；其它 15 项，外商投资(包

括港、澳、台)7 项，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中心、工程研

究中心 1 项。这充分说明，大专院校、国有企业和科研院

所是上海市科技创新的主体。科技成果奖励政策将对大专

院校、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产生最直接的促进作用。 

1.5 获奖成果在经济效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分别对 2004—2006 年获奖科技成果经济数据与前

3 年和后两年的分析，发现 2004—2006 年的获奖科技成果

项目后两年和其前 3 年相比，获奖项目的各项经济指标都

得到了大幅提升。 

(1)在新增产值方面，2004 年获奖科技成果后两年新增

产值为 20 682.42 万元，比获奖前 7 099.26 万元增加了 13 

583.16 万元；2005 年获奖成果后两年新增产值为 13 136.31

万元，比获奖前 8 014.06 万元增加了 5 122.55 万元；2006

年获奖成果后两年新增产值为 10 839.71 万元，比获奖前 7 

737.15 增加了 3 102.56 万元。 

(2)在新增利润方面，2004 年获奖科技成果后两年新增

利润为 3 378.54 万元，比获奖前 592.59 万元增加了 2 782.95

万元；2005 年获奖成果后两年新增利润为 1 928.22 万元，

比获奖前 1 471.18 万元增加了 457.04 万元；2006 年获奖成

果后两年新增利润为 1 947.25 万元，比获奖前 850.73 增加

了 1 096.52 万元。 

(3)在新增税值方面，2004 年获奖科技成果后两年新增

税值为 413.63 万元，比获奖前 171.04 万元增加了 242.59

万元；2005 年获奖成果后两年新增税值为 867 万元，比获

奖前 1 102.8 万元减少了 235.8 万元；2006 年获奖成果后

两年新增税值为 964.09 万元，比获奖前 322.72 万元增加

了 641.37 万元。 

2 获奖科技成果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 500 项获奖科技成果的调查发现，这些获奖科

技成果不同程度地对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2.1 获奖科技成果自主知识产权增加，推动了自主创新能

力的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2.1.1 中国发明专利授权数增加 

2004—2006 年科技成果获奖中，国外发明专利的总数

为 25 项，获奖后为 225 项，是获奖前的 9 倍，产生了大幅

度的增长。此外，科技成果获奖后国外发明专利授权数各

年度都出现了显著的上升。特别是 2004 年获奖的科技成果，

其获奖后国外发明专利授权数(167 项)是获奖前(15 项)的 11

倍之多。 

对于获奖科技成果的国内发明专利授权也同样呈现出

快速上升的良好态势。各年度获奖科技成果获奖前国内发

明专利授权数为 276 项，获奖后为 1 303 项，是获奖前的近

5 倍。同时，每一年度的科技成果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在

获奖后都保持着相对于获奖前稳定上升(约为 5 倍)。 

从上述变化中可以发现，获得上海市科技奖励是对科

技项目的创新性、实用性及发展潜力等的高度肯定，这种

权威性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无形的宣传作用，提升

了科技成果的可信程度和价值认定，增加了成果的影响力

和知名度，使科技成果在获奖后更易于获得国内外发明专

利的授权。 

2.1.2 发明专利申请数增加 

科技成果获奖提高了获奖单位申请专利的积极性。

2004—2006 年科技成果获奖前，国外发明专利申请数为 46

项，获奖后为 81 项，翻了近一番。与国外发明专利申请数

的情况类似，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数在获奖前后也出现了同样

程度的变化，科技成果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数为 797 项，获奖

后为 1 637 项，是获奖前的 2 倍有余。 

同时，每一年度的获奖科技成果国内外发明专利申请

数，在获奖后都保持着相对于获奖前的较大幅度的增长。上

述变化反映出上海市科技奖励的积极导向作用，科技成果完

成单位和个人的自主知识产权意识不断增强，重视对国内外

发明专利的申请，从而使科技成果的国内外发明专利申请数

在获奖后显著上升，提升了上海市科技创新的原创能力。 

2.1.3 形成了国家、部门等各级标准 

现代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追求已经不在于研发一两件新

产品，而是创立一个新标准。标准竞争日益成为市场竞争

的一个新特征，也是企业建立核心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途

径。国外众多领先企业已将标准竞争作为一种基本的竞争

战略，并通过标准竞争建立其它方式难以获取的核心竞争

力。一旦标准为市场所接纳，这种产品就会成为一系列产

品的规范，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 

如表 1 所示，2004—2006 年 3 年获奖的科技成果项目

总共制定国家标准有 81 项，制定部门标准有 59 项，制定

行业标准有 128 项，制定企业标准有 501 项。可见，经过

评奖机制评选出来的科技成果，在促进标准形成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标准的形成，一是取决于技术，二是取决于市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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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形成国家、部门等各级标准数目 

获奖 

年份 

制订国家

标准 

制订部门

标准 

制订行业

标准 

制订企业

标准 

2004 27 20 52 259 
2005 21 15 39 109 
2006 33 24 37 133 
总计 81 59 128 501 

术没人跟随，至多只能成为企业的内部标准，标准的拥有

者根本无法获得市场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地位。一些重要行

业的技术标准往往涉及到很多的知识产权，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专利权，并且由于技术的庞大和复杂，任何一个企业

都难以同时控制某一生产的全部核心技术，因此技术标准

的制定者就必须得到一定数量的企业或科研机构的支持，

使技术标准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并最终得以完全建立。这将

需要企业、政府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的共同努力。 

2.1.4 形成后续的科技成果，推动科研创新 

2004—2006 年 3 年期间，获奖科技成果项目总共的新

产品证有 115 项，注册商标权有 171 项，国外出版著作数

有 12 项，国内出版著作数有 6 363 项，国外发表论文数有

6 135 项，被 SCI、EI 收录数有 2 851 项。其中值得注意的

是 2004 年获奖的科技成果项目在国内出版著作数有 6 132

项，接近这 3 年国内出版著作数 6 363 项。可见，这 3 年的

获奖科技成果形成了一系列的后续研究成果，推动了上海

市的科技创新(见表 2)。 

表 2 形成后续科研成果数目 

获奖 

年份 

新产 

品证 

注册商 

标权 

国外出版

著作数 

国内出版 

著作数 

国外发表

论文数 

国内发表

论文数 

被SCI、EI

收录数 

2004 29 26 2 6132 692 1845 827 
2005 50 87 4 93 804 2090 1215 
2006 36 58 6 138 685 2200 809 
总计 115 171 12 6363 2181 6135 2851 

2.2 获奖科技成果推动了科技团队建设，优秀人才脱颖而

出，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 

获奖科技成果在对我国的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从表 3 可以看出，从 2004—2006 年，这些成果获奖单

位共培养的博士生人数为 986 人，硕士生则达到了 2 202

人，晋升正副高级职称人数分别为 310 人和 632 人，职务

晋升人员数为 952 人。 

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科技成果项目在

获得奖励后，不但极大地激励了参加项目的科技人员投身

于科技开发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而且进一步提升了科技

人员专业业务水平，学科科研人员越加注重紧密跟踪和把

握本学科的最新学术动态。为国家、社会培养了更多精、

尖、专的高素质科技人才，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

步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例如，上海交通大学的纳微系统中流体流动与传热传

质的基础研究，在 2006 年获自然科学类一等奖。在获得上

海市奖项的基础上，该项目又获得了 2007 年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并培养博士生 7 名，硕士生 6 名，新增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 1 名，上海市曙光学者 1 名。该研究团队的

年龄结构、智力结构、知识结构、职称结构、能力结构不

断优化，一个老中青结合、年龄结构合理、学缘结构适当、

富有团队合作精神、有战斗力的学科团队已经基本形成。 

表 3 2004—2006 年成果获奖单位人才培养情况 

获奖年份 
培养博士

生人数 

培养硕士生

人数 

晋升正高

级人数 

晋升副高

级人数 

职务晋升

人员数 

2004 268 552 81 188 254 
2005 355 876 100 206 352 
2006 363 774 129 238 346 
总计 986 2202 310 632 952 

2.3 获奖科技成果促进了产学研联动发展，适应了我国科

技发展战略的需要 

在 2006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温家宝总

理讲话指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是我国科

技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调整，同时也为今后我国科技成果

转化指明了道路。上海市科委所实施的科技成果奖励政策，

适应了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需要，促进了企业、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 

人才和技术是大学的优势，而企业化运作机制则是企

业的优势，大学与企业的密切合作，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

路，能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受益的效果。科技

成果奖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由于资金难问题，造成

科技成果不能上马或者中途流产的窘境，同时也吸引了具

有人才、技术优势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加入。 

从所获调查数据可知，国家和上海市政府对获奖科技

成果的资金支持从 2004 年的 4 3087.47 万元和 2005 年的

89 369.42 万元，跃升到 2006 年的 2 570 882.13 万元，2006

年度获奖科技成果资金支持研发经费的总额是 2005 年总

额的近 30 倍，这说明了国家和上海市政府已经意识到科

技创新的重要性，加强了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这样企

业不但有了资金的保障，而且促进了产学研联动发展。 

2.4 获奖科技成果加快了获奖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为促

进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从表 4 可以看出，对科技成果的奖励对科技成果的转化

也是影响非常大的。在 2004—2006 这 3 年中，成果获奖单

位的高新技术成果已认定项数为 6 242 项，高新技术成果需

认定数 66 项，成果转化数 858 项。所以，科技奖励政策和

措施对获奖科技成果起到了相当大的助推作用和宣传效应。

获奖项目在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后，大

大提高了获奖科技成果的影响力，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得以推

广。这又极大地激发了研究人员的研究积极性，并促进了这

一技术的提高和突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通过上海市和

国家的科技奖励政策，不仅进一步扩大了本项目的国内影

响，鼓励了项目参加者进行后续研发的积极性，还吸引了众

多企业的注意力，增加了它们投资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信心，

并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表 4 获奖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获奖年份 
高新技术成果

已认定(项) 

高新技术成果 

需认定(项) 

成果转让
(项) 

2004 50 17 292 
2005 4 089 19 328 
2006 2 103 30 238 
总计 6 242 66 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