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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专论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科技创新取得的成果在实际

生产、生活中实现应用的过程，科技成果转化有多种
途径和方式。科技成果转化虽然强调的是成果的应
用，但是能否顺利进行转化，依靠的是科技成果从产
生到应用的整个过程，是个技术、经济活动相互衔接、
相互结合的复杂过程，也是个风险与收益相互平衡的
过程，需要从科技创新全过程出发来推动。在实际工
作中，需要经济、科技、产业、教育等部门协同推进；在
创新链条上，需要科研活动的立项、研发、中试、开发、
应用、推广等一系列过程的协同配合；在创新主体上，
需要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政府等各个创新主体

相互协作，共同推动成果的转化。
由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综合与复杂性，目前用

“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指标来简单地衡量科技成果转
化活动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实际上会带来“只有成
熟的成果才能转化、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不需要各方面
衔接配合”的误导，甚至产生“把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不
完善简单归因于科技成果质量不高”等问题。

根据科技成果转化的客观规律，衡量科技成果转
化活动，就应从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过程、各环节全面
客观地进行反映，而不能简单地使用一、二个指标。
目前，国际上把技术的转让和许可作为衡量技术转移
的重要指标，这也是我国衡量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况
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很多政策促进技术

的转让和许可，还采取多种措施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
的技术转移。除了技术转让和许可外，科技成果转化
途径是多样化的，还有多个反映科技成果转化情况的
指标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委托研发是当前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
转化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来自
于企业的研发经费总额不断提高。2012年，高等学校
来自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达到 261亿元，是 2006年的
2.58 倍，占高等学校研发经费总支出的三分之一；研
究开发机构来自于企业的研发经费达到 47.4 亿元。
据统计，我国高校的科研合同中超过 80%以上都是委
托研发合同。

第二，产学研合作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机制保
障。要保证科技成果转化取得实效，必须在转化过程
中有科研人员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产学研合作就
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通过产学研合作，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在企业转化形成现实产品，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下转第三版）

多维度评价科技成果转化
陈宝明

科技日报讯（记者常丽君）密友圈里关系铁，泛

泛之交也有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瑞士巴塞尔大

学研究人员最近发现，脑中的神经元放电就像一个

社交网络，每个神经元都与其他许多神经元建立连

接，但最强的连接只存在于少数最相似的神经元之

间。相关论文发表在最近的《自然》杂志上。

神经元形成网状的连接，称为突触，每个细胞与

其他上千个细胞相连。但并非所有突触连接都一

样，绝大多数联系都很脆弱，联系密切的只有少数。

该研究组长、巴塞尔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托马

斯·马西克-弗罗杰说：“我们想知道，在那些包含数

百万神经元的复杂网络中，是否有某种法则能解释

它们的行为。我们发现其中一个法则相当简单，‘志

同道合’的神经元之间是强连接，行为不同的神经元

之间是弱连接或根本没有连接。”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月 5日（北京时间）报道，他

们集中研究了大脑皮层的视觉区，即从眼睛接收信

息并引起视觉认知的脑区。这里的神经元会对特殊

的视觉图案起反应，但要把它们的突触连接区分开

来非常困难，因为每个细胞都和几千个“同伴”紧密

纠缠在一起，每立方毫米就有近 10万个。

研究人员把高分辨率成像和高灵敏电学检测手

段结合在一起，发现相邻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就像一

种社交网络。连接点就像“脸书”（Facebook），让我

们和其他许多熟人相互交往，但大部分人还有个更

小的密友圈。这里的朋友基本都是共同的，他们的

意见对我们来说也比其他人更重要。

“脑中的弱连接彼此影响很小。”马西克-弗罗杰

说，“功能类似的神经元之间形成小部分强连接，却

能对‘伙伴们’发挥最强的影响。这有助于它们共同

合作，放大来自外界的特定信息。”

但神经元为什么要建立大量的弱连接呢？论文

第一作者李·克塞尔说：“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学习有

关。如果神经元需要改变行为，相应位置的连接就

会加强，这或许是为了确保脑内的迅速可塑性。”这

样它就能迅速适应环境变化。

“本研究揭示了神经元网络是怎样相互作用，处

理信息的。理解神经元的连接方式有助于将来构建

详细的计算机脑模型。”马西克-弗罗杰说，“神经元

连接机制对于理解神经疾病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

知道了脑中的连接模式是什么样，就能弄明白出了

差错时，比如精神分裂症或自闭症，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神经元网络着实太神奇，它不仅从另一

个层面解释了什么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又

为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

法。姑且不论这一发现对某些疾病研究有无裨益，

单就择友甚至择偶这项“功能”，就足以让人浮想联

翩——未来，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或许不再需要

先通过语言的交流，甚至不需要见面，而只是比较一

下彼此的神经元网

络是否有强连接即

可。只是这样的人

际交往会不会太过

于功利，甚至太无

趣了呢？

神经元组成“社交圈”像在“脸书”交朋友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记者近日从南

京邮电大学获悉，“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该

校光通信与生物光学研究中心主任梁安辉在视

觉研究方面首次发现了色觉中的黄金分割点。

梁安辉在色觉中发现了 8个新的黄金分

割点，如人眼蓝视锥细胞和绿视锥细胞吸收

峰值之间的黄金分割点、人眼颜色分辨率最

好的波长、人眼视杆细胞的吸收峰，这三个点

是一致的；人眼红视锥细胞和绿视锥细胞吸

收峰之间的黄金分割点，与人眼强度最敏感

波长 555纳米及叶绿素的透射波长峰值基本

相一致；人眼红视锥细胞和绿视锥细胞对视

觉敏感度曲线中所占的权重是黄金分割点。

“视觉中采用黄金分割的直接好处是节

能，如目标恰好位于黄金分割点上，眼睛可

第一时间发现目标，无需进行更进一步寻

找，可节省寻找步骤，减少能量消耗；如目标

没有位于黄金分割点上，眼睛则会以黄金分

割点两侧区域的黄金分割点作为新目标，直

到发现要找的目标为止。节能对动物特别

是高等动物非常重要，可减少其食物消耗，

有利于动物的生存。”梁安辉说。

梁安辉还首次发现人眼中央凹相邻视

锥细胞为光纤耦合器，一个视锥细胞外纤维

部分和内段与相邻的另一个视锥细胞的外

纤维和内段部分之间有强烈的耦合，形成一

个强耦合区，这类似于光通信系统中广泛使

用的波分复用耦合器。

他提出一种新的颜色视觉理论，在颜色三

阶段学说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个新的区——强

耦合区，将颜色三阶段学说升级为颜色四阶段

学说，认为强耦合区和信息加工区的协同作用

对色拮抗的产生有重要的作用，并用相邻视锥

细胞为光耦合器理论发现了许多重要现象。

色觉中黄金分割点被发现

“我相信总有一天可以用水来作燃料，组成水的氢

和氧可以单独地或合在一起来使用，这将为热和光提

供无限的来源，所供给光和热的强度是煤炭所无法达

到的，水将是未来的煤炭。”1870 年，吉尔斯·费恩在科

幻小说《神秘岛》中写下了这段看似“梦呓”般的预言，

但他终究没能等来圆梦的一天。

一百多年后，这个由欧美学者提出、日本学者突破

的科学研究，却在中国学者的努力下率先跃出实验室，

化身为有可能商业化利用的“终极”新能源。

1 月 9 日，南京大学邹志刚教授、武汉理工大学余

家国教授双双手捧证书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在此次

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光催化材料领域一举夺得两项

自然科学二等奖。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来自同一个

973 项目团队。其中，邹志刚等完成的《可见光响应光

催化材料及在能源与环境中的应用基础研究》，是利

用太阳可见光将水分解为氢和氧，转化效率高达 6％，

为国际翘楚。

“氢有绿色燃料之称，它取自于水，燃烧之后又回

归于水；它的燃值是汽油的 3 倍，火箭、高速赛车都把

氢作为提升动力的最佳燃料。”邹志刚谈起氢能源十

分兴奋，“把氢作为人类的终极能源，这是一项梦一样

的技术！”

但是，目前获得氢的最简单途径是电解法，即利用

电将水分解为氢和氧，既不环保也不节能。怎样用清

洁的方法得到氢，成为全球科学家的一个梦。

1972年，日本东京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发现，在紫外

光照射下，二氧化钛单晶电极能使水在常温常压下发

生分解反应，产生氢气和氧气。彼时，正值中东石油危

机爆发，这一发现无疑给那些正陷入能源危机恐慌的

人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此，“光分解水制氢”不

仅成为科学研究的热点，也深深地嵌入了全人类的新

能源逐梦计划。

而后的三十多年，尽管各国科学家做出了不懈的

尝试和努力，但仅占太阳光 5％的紫外光，让光分解水

制氢的转化率低得可怜。若想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并

有实际商用价值，只能向可见光方向突围。

2001 年，邹志刚与合作者在这一领域书写了一个

大大的惊叹号：他们把在氧化物超导材料领域所获得

的结晶物理学材料设计手法、经验、知识等应用于光催

化领域，首次在世界上成功地开发出可见光响应型水

全分解光催化剂，并发表在《自然》杂志；同一天，世界

另一著名科学杂志《科学》，也以《水＋太阳＋新催化＝

新能源》为标题配发评论，称“这是一个突破，虽然还有

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这一研究成果必将影响未来研

究的整个过程”。

至此，费恩的科幻小说中，被人们称之为“梦一样

的技术”开始照进现实。

光催化技术不仅在能源领域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在环保方面也大有用武之地。目前，这一技术在福州

大学付贤智院士的带领下已在我国多地的废水处理

及空气净化中得到成功应用，他们也是同一个 973 团

队的成员。

在 973项目的支持下，我国的光催化技术取得长足

进展，前景愈加可期：该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人工

模拟植物光合作用研究，他们以水和二氧化碳为原料，

成功将二氧化碳转化成碳氢燃料——甲烷等。不仅创

造了一个清洁的碳循环路径，也引来国外同行的跟踪

研究。 （下转第三版）

晒 太 阳 ，水 里 晒 出 氢 能 源
——神奇的光催化技术开启终极清洁能源的星光大道

实习生 张彦会 本报记者 张 晔

科技日报北京 2 月 5 日
电 （记者陈瑜）记者 5 日从国

家海洋局了解到，4日，我国第

31 次南极考察队成功回收两

年前在南极中山站附近海域

布 放 的 一 套 海 底 地 震 仪

（OBS），这是我国回收的“沉

睡”时间最长的海底地震仪。

该仪器记录了 6 个月时长的

全球“心跳”——地震。

海底地震仪由地震计、记

录仪和释放器 3 部分组成，其

中地震计负责将接收到的地

震波转化为电子信号，记录仪

对 电 子 信 号 进 行 采 集 和 存

储。科研人员通过释放器将

海底地震仪回收后，可从记录

仪中读取相关数据。

“有点像地震台站，只不

过与大家平时了解的不同，是

把 地 震 监 测 设 备 放 在 了 海

底。”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

究所研究员郑彦鹏曾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开

展这项工作有助于了解南极

海域深部地质结构特征及其

构造演化，通过进一步分析研

究所获取的数据，将大大提升

我国在南极海域地球物理调

查技术方面的国际影响力。

因为远离城市喧嚣，南极

具有最安静的背景环境，即使

最 微 小 的 地 震 波 也 能 捕 捉

到。但郑彦鹏说，虽然地球物

理调查手段是获知南极冰盖

下地质状况和资源分布的最

有效途径，但因南极特有的低

温、复杂地质环境，我国还缺

少开展相关调查的技术手段

和装备。

目前我国南极科考的周

期是每年一次，头一年投放设

备，得等来年才能回收，此次

回收的海底地震仪是我国在

第 29 次 南 极 考 察 期 间 布 放

的。第30次南极考察期间，中

山站附近海域冰情严重，无法

开展回收作业。此次回收的

海底地震仪因此在南极海底“沉睡”了两年。

据了解，海底地震仪设备要保持运行，首先必

须要储备足够的“粮食”——电源，此外应具备特

殊“本领”——耐低温、耐压、抗腐蚀。

此次回收的这套海底地震仪记录的数据将被

带回国内做进一步研究，以助于了解南极海域深部

地质构造及其演化情况。本次南极考察计划在该

海域回收 6套海底地震仪，其中 5套为中国第 29次

南极考察时布放、1套为第30次南极考察时布放。

此前，我国曾在第 28 次南极考察期间成功布

放过两套海底地震仪，并于两个月后成功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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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2月 5日电 （记者韩义
雷）在北京市副市长张工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理事长吴利军共同敲响的钟声里，被科

技创业者称为“心中灯塔”的中关村股票指

数 5 日正式发布。这是全球首个创新区域

的证券指数，也是我国首个以科技园区上

市公司为样本编制的股票指数。

中关村股票指数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编

制，定位于代表中国科技创新水平的标杆

指数，采取与国际接轨的指数编制方案，此

次首先开发中关村 A 股综合指数和中关村

A 股 50 指数，下一阶段开发中关村创业板

指 数、中 关 村 港 股 指 数 和 中 关 村 美 股 指

数。中关村 A 股综合指数以中关村所有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股，是反映中关村整体

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中关村 A 股 50 指数

定位于表征中关村可投资市值规模大、股

票流动性好的上市企业的市场表现，突出

指数的可投资功能，通过计算总市值、自由

流通市值和成交金额占市场比重，再将上

述指标按 1∶1∶1的权重加权平均，计算结果

从高到低排序，选取排名前 50 只代表中关

村产业特色的股票作为指数样本股，并每

年实施两次样本股定期调整。

中关村 A 股综合指数和中关村 A 股 50

指数均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日，基点

1000 点，按照样本股自由流通市值进行加

权计算。中关村 A 股 50指数单个股票权重

上限为 10％。根据模拟测试，截至 2015 年

1 月 30 日，中关村 A 指、中关村 50 分别达到

2914.6 点和 2781.7 点，累计收益率分别为

191.46％和 178.18％，比沪深 300 指数的收益率分别高

出 102.52 和 89.24 个百分点。在中关村 50 指数样本股

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数量占比 74％，权重占比 76％。

同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金

融工作局、海淀区政府和北京股权交易中心签订了共

建中关村创新创业企业上市培育基地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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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瞿剑）全球领先的薄膜发电企

业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 2 月 2 日表示，随着

可移动的分布式发电技术与储能、控制、信息通信等技

术有机结合，能源的可移动、全天候、高效率供应已经

可以预期；他由此率先提出“移动能源时代”的全新概

念，并表示汉能愿意成为这场能源革命的践行者甚至

引领者，助推移动能源时代早日到来。

李河君指出，移动能源是能源利用方式的一场革

命，其实质就是用薄膜发电随时随地提供能源，实现能

源的无处不在。他解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便携

式电子设备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同时，随着传统化

石能源储量不断减少和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电动车产

业必将长足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对移动能源供给的巨

大需求。以可移动、智能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太阳能薄

膜发电技术将为此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并带动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

的增长极。

李河君认为，薄膜发电，就是让人类像绿色植物一

样直接利用阳光。薄膜发电技术具有柔性可弯曲、质

量轻、弱光性好、颜色可调、形状可塑等优势，可广泛应

用于分布式发电、移动 3C 产品、可穿戴设备以及太阳

能全动力车、太阳能无人机、卫星等领域。他举电动车

为例说，目前全球电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 40万辆，预计

2020年会达到 500万至 1000 万辆；基于薄膜发电技术，

汉能已与国外 3 家、国内 2 家顶级汽车设计机构合作

开发太阳能全动力车，今年 10 月将推出 3—5 款该种

车；据测算，将 6 平方米高效砷化镓柔性薄膜电池集成

于车身，在日均 4 小时光照下，可以驱动一辆 1 吨的该

款车正常行驶 80 至 100 公里。预计到 2020 年，太阳能

全动力车市场规模累计将达到 46G 瓦。移动能源应用

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电子产品，预计到 2020 年全球智

能手机数量将超过 60 亿部，每部智能手机一年耗电量

约为 4千瓦／时，60亿部手机一年用电量超过 240亿千

瓦／时，再加上平板电脑，总用电量大约相当于三峡电

站半年发电量。电子产品的可开发市场规模，到 2020

年累计将达到 37G瓦。

又讯 以“引领薄膜发电·开创移动能源时代”为主

题的“全球薄膜发电产品创新大赛”也于同日正式启

动。大赛面向全球各界人士，覆盖建筑、交通、电子、家

用、太阳能全动力车等领域。大赛最高奖奖金为 100万

元人民币。

薄膜发电实现能源无处不在
汉能首提“移动能源时代”

2月 4日，意大利苹果种植专家科特来到河南省洛
宁县上戈镇，为山区果农培训上课。图为科特（前左三）
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行进中国·科技奖励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