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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技术

■成果转化风向标

■我要技术

我们常说的三斤、五斤，是计量；三斤少五斤

多，是评价；每斤八块，则是交易。为什么我们感

觉科技评价难？“因为我们在科技评价前缺少科

技标准化计量这个环节。只要这个环节补上，问

题便迎刃而解。”这就是巨建国的逻辑，也是他

30年建立科技计量规则的动力。

科技标准化评价，是对科技“项目（成果）、企

业（法人）、人才（团队）”三种技术载体依据《科学

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进行科技评价。针对科

技人员科研绩效的“计量、评价、交易”，巨建国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就创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并

用于管理研究。

2002年，巨建国担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企划部主任，主管集团公司战略规划和业绩考核。

摆在他面前的是，如何考核47个院、所长的创新绩

效，“当时提出用‘制度、技术、经济’三套指标体系

全面考核一个院、所长的思路，得到了领导认可。”

2006 年，一套“技术增加值＋经济增加值”

的考核办法，在部分央企和科研院所试点。时任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二部主任郑焕敏提出：规

则很好，但一两个院所孤掌难鸣。“如果能变成一

套理论或国家标准，我们就敢大胆推行了”。

2009年1月，巨建国与他人共同起草的《科学

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简称《科技通则》）发

布。2月 10日，时任副总理张德江做出批示：“在

科技领域推行‘科技通则’是一项重大改革，也是

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建议先试点，取得经验

后全面推广。”5年来，巨建国坚持在部分院所、企

业、政府试点，取得了重大突破。2013年，获得国

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标准创新贡献奖。

2011年 6月 17日，科技部与浙江省人民政府

在部省工作会商时提出：科技部支持浙江省在具

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

试点。目前，已完成 64家科技服务机构 180人的

培训工作，并通过互联网实现对科技成果的在线

标准化评价，将评价成果放进了“技术超市”。

科技评价的国家标准

“《科技通则》的颁布，意味着科研项目投入产出

效率的计量和评价有了科学、规范的方法，可实现对

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量化’管理。”巨建国直言，作

为国家科技评价领域的首个标准，适用于自然科学

领域包括基础、应用和开发研究等领域，“可每年动

态计量每个人或团队在每个科研项目上的技术增加

值，这是任何科技管理都离不开的基本数据”。

《科技通则》对技术创新的定义为隐性收

益+显性收益。巨建国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图

表——技术创新的计量模型，共分为 13个级别：

1—4级为知识创新，5—9级是产品工艺创新，从

第 10 级销售级到 13 级回报级，为收益显现的商

业成功（产业化成功）的阶段。从 1—13级，就是

从“科技”到“经济”的全过程。

他以汽车制造为例说，工作分解结构将所要

完成的目标自上而下逐级分解，汽车制造过程变

成了直观的“技术报表”，并细化为一个个责任、

功能和计量单元。“工作分解结构可以帮我们找

到具象的创新点。大到发动机小到各种联接零

件，进展到什么级别、花了多少钱，是真正的创新

还是拼凑的东西一眼就能看明白。”

作为最早的试点单位之一，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 206 所收获了采用《科技通则》带来的成果。

试点近 4年，人均主营业务收入已达 200万元，经

济增加值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 7％，人工

成本率低于 6％，部分指标达到世界 500 强企业

的优秀指标，技术创新速度从原来的 60 个月提

升到不足 18个月，技术创新生态逐年优化……

让技术创新过程“可视化”

■报告分析

高花青素含量蓝莓胶囊

所属领域：生物

单位名称：北京林业大学

成果简介：该成果来源于林业公益性行业专项——蓝莓定向培

育及加工利用技术研究。已申请一项专利，一种蓝莓胶囊及其制备

方法。蓝莓加工产品主要以果汁和果酱为主，加工工艺中采用高温

高压来防止微生物污染，延长保存期限。研究表明，高温高压将导致

蓝莓中花青素、维生素等活性物质的分解，大大降低其营养保健价

值。该成果依托冷冻干燥和胶囊化技术，不仅有效保持了蓝莓果实

中花青素的含量与活性，而且以胶囊产品替代蓝莓鲜果传统加工产

品种类，更新了产品结构和消费方式，延长了蓝莓果实的保存期限。

该发明对提高我国蓝莓精深加工水平，促进蓝莓相关食品或保健品

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目前国内外常见的蓝莓产品主要为

大宗加工产品，如蓝莓果汁、果酱、果干等。生产过程中，受高温、高

压等加工条件局限，对蓝莓花青素等活性成分造成极大的破坏与流

失。且资源利用率低，对花青素含量较多的果渣果皮部分造成了浪

费，产品附加值低。该成果提供的利用冷冻干燥技术制备的高花青

素含量的蓝莓胶囊，针对性地解决了蓝莓鲜果利用率低，花青素易破

坏流失，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该胶囊花青素含量高，抗氧化能力

强，为合理利用生物量丰富的蓝莓资源及制备高品质蓝莓高附加值

产品提供了新的思路。

推荐单位：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

海-气CO2通量观测系统的升级研究

所属领域：高端装备制造

单位名称：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成果简介：课题来自厦门市海洋研究开发院项目。海－气 CO2

通量观测是全球碳循环研究的核心内容，准确评估海－气 CO2通量

需要对海洋多参数进行同步观测，因此该系统将成为海洋碳通量调

查的强有力的工具。该观测系统的升级研究将使海－气界面 CO2通

量观测具有高分辨率、多功能、多参数、全天候和自动化的优点，可广

泛应用于近海、近岸、大洋、南、北极的大气与海洋 PCO2及相关的物

理、化学和生物要素的连续走航观测，在海洋碳循环、海洋生物地球

化学、极地科学和全球变化研究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该系统与

同类产品相比，除了具有监测 PCO2功能外，还集成海水温、盐、溶解

氧和 pH 测量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并集成了风速风向控制系统。在

性能上可以达到国外的水平，价格只有进口的 60%，性价比较高。该

系统关键的技术难点在于对测量数据的准确度和精密度的保证，以

及水——汽平衡器的设计要具有结构简单、平衡快，性能稳定的特

点。该仪器资金投入少，技术指标和功能可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先

进水平，每台可为国家节省 20 几万的资金，对于推动我国海洋碳循

环的技术和实力的发展，提高我国海洋碳循环与全球变化研究学术

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推荐单位：国家海洋局海洋科学技术司

桑黄培养基质优化短段木栽培技术研究

所属领域：生物

单位名称：吉林省长白森林经营局

成果简介：桑黄是一种珍稀的大型药用真菌，其药用价值早在

唐朝的《药性论》就有记载。《本草纲目》记载，桑黄可治癖饮积聚、

腹痛金疮；《中药大辞典》叙述其可治内科多种疾病。其子实体入

药，味微苦，能利五脏、宣肠气、止血、排毒、和胃止泻。现代医学研

究表明，桑黄除了具有传统中医理论上的药理作用以外，还具有抗

癌、抗肿瘤、抗衰老、抗疲劳、抗氧化、抗纤维化、骨髓造血功能损伤

的保护、免疫调节、保肝和抗肝硬化等功效。该研究成果首次对桑

黄真菌类群中的火木层孔菌菌丝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系统研究，

明确碳源、氮源、最适温度和最适 pH 等培养条件；首次对桑黄真菌

类群中的火木层孔菌原种、栽培种的菌种制作及培养，培养基质及

菌木树种选择与优化进行系统研究，获得了最佳配方；首次应用短

段木对桑黄真菌类群中的火木层孔菌进行人工栽培，掌握了桑黄

短段木人工栽培技术出菇管理的关键技术。人工栽培桑黄所用原

料主要是树木锯末、短段木和少量有机质等。每段原料和人工等

综合成本不超过 6 元，产桑黄子实体 180g 以上，按每 500g 市场价

400 元计，获利在 140 元以上。推广栽培后，如每户林农利用 30m2

空间栽培每年可增收 10000 元以上。

推荐单位：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

变性淀粉新产品开发

所属领域：现代农业

技术需求：企业在小麦、玉米新品种研发过程中，迫切需要积累

种质资源。希望有关部门通过牵头搭桥给予企业提供更多广适、优

质、高抗的农作物种质源，为企业的科技研发奠定良好的基础。

需求单位：山东福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国家科技成果网

功能糖（醇）类生物制品开发

所属领域：现代农业

技术需求：新型功能糖（醇）及生物制品开发，有较高的市场需

求，技术工艺成熟，保证完成产业化建设。

需求单位：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国家科技成果网

2009 年，《科技通则》步入试点和推广应用

阶段。此后，国家在政策和规划层面开始谋划

布局。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明确

提出：继续开展科技成果评价试点工作，推动科

学技术研究项目的标准化评价。发展第三方独

让成果交易不再犯难

新华社长沙9月 22日电 （记者谢樱）记者

22 日从湖南省科技厅获悉，湖南省技术产权交

易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方式，在长沙成功召开了

水稻新品种展示与拍卖会，来自国内 30 多家种

子企业的 100多名代表参会，水稻新品种成为争

相竞拍的“香饽饽”。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科技厅成果市场处和湖

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共同举办，共展示与推介了

湖南希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早、中、晚及超

级杂交稻新品种 20多个，其中 8个品种进行了竞

卖，最低起拍价为 100万元。

经过现场激烈竞价，8 个品种的专属使用权

全部拍卖成功，拍卖总价达 3278万元。其中“望

两优华占”以 150 万元起拍，最终以 500 万元成

交。“望两优 1998”经过 12 轮竞价，最终以 1998

万元成交。

“之前完全没有料到今天的竞卖会场面如此

火爆，不少水稻新品种的落槌价远超大家的估

计。这是好事，说明大家越来越认识到科技成果

的市场价值，好种子就应该有好价格。”一位来自

省外的企业代表刘先生说。

湖南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省级技

术产权交易平台，以竞卖的形式集中展示和推广

科技成果，旨在进一步促进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与经

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湖南新稻种竞卖
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方式

由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和中国

高新区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国家高新区创新发

展报告 2013》近日在科技部官网上线。报告指

出，50%以上的企业发明专利出自国家高新区。

这份报告通过大量数据统计与分析，展现了

截至 2012年底国家高新区在创新发展方面取得

的进展。2012年国家高新区国内生产总值达 5.2

万亿元，占全国 GDP 的 10.1%，聚集了全国 30%

以上的企业研发投入和 55%以上的企业研发人

员，实现了 50%以上的企业发

明专利。成为全国创新资源最

密集、创新活动最活跃、创新强

度最大、创新成果最丰硕的区

域。

报告指出，国家高新区的

创新密度和创新效率均大大领

先于全国水平，2012 年高新区

每万人从业人员拥有有效发明

专利 107 件，是全国的 9.4 倍；

高新区每万名 R&D 人员授权

发明专利为 322.1件，是全国的

1.4倍；高新区亿元研发投入的

发明专利产出数量为 15.5 件，

是全国的 2倍；高新区的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增

长均高于全国水平，分别比全国高出 10 个和

10.6 个百分点。国家高新区的知识产权以发明

专利为主，发明专利授权占比达到 37.8%，比全

国高出 20.5个百分点，发明专利的增长比全国高

出 15.3个百分点。

据编委会专家介绍，本报告构建了“国家高

新区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从创新资源集聚、创新

创业环境、创新活动绩效、创新的国际化和创新

驱动发展五个方面，给出了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

的评价性描述和针对性分析。

报告指出：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尤其创新的国际化指数迅速提升。创新资源集

聚和创新创业环境指数增长明显快于创新活动

绩效和创新驱动发展指数增长，说明要素投入有

效转化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能力还需要一个

过程。

50%以上的企业发明专利出自国家高新区

9 月 18 日，在展览现
场，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教授
张 传 育 在 介 绍 婴 语 翻 译
app。 据 介 绍 ，这 款 手 机
app 开发者与台大医院小
儿科合作，收集了 10 万多
项资料，能够帮助父母了解
婴儿哭闹原因。

当天，2014 台北国际
发明暨技术交易展在台湾
台北世贸展览一馆开幕，为
期4天，展示2000多项发明
品及专利技术。

新华社记者 王庆钦摄

2014年台北国际发明暨技术交易展开幕

■图说交易

2011年、2012年国家高新区专利申请、授权、拥有单位密度 单位：件/万人

万人专利/发明专利

申请专利

申请发明专利

授权专利

授权发明专利

拥有专利

拥有发明专利

2012年105家

191.0

87.4

106.3

33.5

321.6

107.3

2012年88家

195.7

90.4

108.8

34.7

329.1

111.5

2011年88家

157.6

74.2

82.2

27.4

284.3

97.3

“为什么科技评价难、科技成果转化更难、科

技成果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难上加难？”“又是什

么‘隔离’了科技与经济？”

一头银发、略显清瘦，言必谈“标准”。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巨建国，与记者的

交谈从并不轻松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开始。

“计量、评价、交易，是科技成果转化面临

的三大难题，也是科研成果评价难的症结所

在。”巨建国认为，科技与经济的“隔离”是两

套语言体系所致。科技项目（成果）标准化评

价，在遵循共性的科学规律基础上，把抽象的

技术创新活动变成直观的计量模型，让科技

与 经 济 在 一 个 平 台 上 讲 同 一 套“ 科 技 普 通

话”。

让科技与经济在一个平台上对话
——科技标准化评价试点进行时

文·本报记者 刘 垠

立评估制度，指导和支持社会专业评价机构开展

科技评价。

2012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指出：开展科技项目标准化评价和重大成果产出

导向的科技评价试点。

政策层面的逐渐明朗，让巨建国倍感振奋，

科技评价试点在全国推广的蓝图日渐清晰。

在他看来，浙江试点取得的突破较大。“找到

了‘1个平台+N 个网店’”的商业运营模式，使科

技服务机构从‘散养’转向‘圈养’成为可能，使政

府科技资源配置从‘漫灌’转向‘滴灌’指日可

待。”

巨建国所说的“1 个平台”是指国家科技成

果（项目）标准化评价公共服务平台，“N 个网店”

则指每个科技服务机构培训合格后，都可以在平

台上开设一个“标准化评价网店”，采用一套统一

规范的标准进行评价，实行信用自动积分、实时

显示制度。

“原来的科技服务机构都是些‘散兵游勇’，

现在有了一套国家标准、一个平台和一系列培

训，专业能力与执业水平得到提高、行业自律就

会得以规范。”巨建国坦言，以前的政府科技经费

是按照“项目、企业、人才”配置，项目完成后，连

一个数据轨迹（经验值）都留不下。如今，政府的

科技经费可以“精准配置”到技术创新水平 13级

中的任一级别，而且留下变化的轨迹——科技大

数据。

2014 年 5 月 27 日，国家奖励办召开科技成

果评价试点工作座谈会，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按

照国科办奖《科技成果评价试点工作方案》进行；

二是根据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方案进行。目前，

青岛市科技局已完成培训，拟进行“体内循环”，

让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进入政府科技资源配置

环节。

目前，科技部正在起草科技成果（项目）标准

化评价试点方案和明年全面推广方案。

就在 9月中上旬，北京市海淀区以政府文件

形式发布了包含 1 个意见、4 个支持办法和 1 个

实施细则的“1+4+1”政策体系。其中“1”个试行

评价方法是指《海淀区技术创新项目市场化评价

实施细则》(试行)，以筛选优质技术创新项目为

主线，探索建立一套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核心

区创新项目市场化评价方法，建立由市场决定技

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

巨建国的愿望是，5 年内，让国家科技成果

标准化评价公共服务平台正常运营，实现对科技

成果（项目）的标准化评价。只要是政府资助的

项目，都能在该平台上进行评价和监管，并与科

技金融机构实现业务对接。

最近，中关村科技评价研究院将巨建国对科

技标准化评价的研究成果，变成各种版本（政府

版、企业版、院所版、金融版等）的软件工具进行

推广，并得到了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