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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徐州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联合徐州工程学院、江苏铸

本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申报的《单掺及复掺高性能海工混凝

土的制备与工程应用》项目，获“2018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

果奖”优秀奖。

近年来，徐州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以科技工作为抓手，密切

产学研合作，着重解决在企业生产、产品研发、技术研究、检验检

测、标准制修订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

科研产品转化，不断提高科研工作有效性和实效性。

打铁必须自身硬，该中心不断加强自身科研能力建设，形成

检验检测与科研开发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机制。以检验检测公

共服务平台为基础，积极打造高层次人才梯队，深入开展科技创

新攻关，重点破解生产技术、检测技术难题。先后主持、参与制修

订国家、行业、团体、地方标准、地方计量检定规程 100余项，承担

各级科研项目38项，多项科研成果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同时，该中心还不断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企业、高校、技术机

构、科研院所深化学术交流与合作互动，集聚创新资源，不断提升科

研层次和科研实力。中心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省质量与标准

化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完成“一带一路”等课题研究，联合江苏诚

意水泥有限公司研发微膨胀水泥生产技术；设立“江苏省研究生工

作站”，挂牌“徐州市科普教育基地（教育科研类）”，相继建成2个技

术研究中心、5个教科研基地、4个科研成果转化试验基地。

夯实科研平台和产学研合作基础，使得徐州市综合检验检

测中心的科技成果、科研产品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青睐。江苏

瑞达采用了该中心“风电用高强度螺栓核心工艺研究”成果，研

发出高塑性、高强度风电用螺栓产品，广泛应用于风机设备安

装，成为业内生产技术领先企业，提高了市场竞争力，抢占了发

展先机，仅此一项产品实现年销售收入 500余万元；江苏久久水

泥有限公司采用了该中心工业废渣研究成果，进一步改进生产

工艺，提高水泥熟料强度，使工业废渣掺加量由 15%提高到

50%，可生产出复合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

盐水泥等优质水泥，生产 1 吨水泥可“吃掉”工业废渣 400 公斤，

经济效益增幅 20%以上，跻身全国环保节能生产企业行列。

（通讯员肖娜 记者张晔）

一手科研一手合作
这个中心的工作有效又实用

2017 年，2766 家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以

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

金 额 、合 同 项 数 增 长 迅 速 。 合 同 金 额 达 121 亿

元，同比增长 66%；合同项数为 9907 项，同比增

长 34%……

近日，中国科技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

估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京发布《中国

科技成果转化 2018 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

所篇）》。报告显示，随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政

策法规的逐步落实，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日益活跃，取得明显进展和成

效，科技成果转化数量快速增长，质量不断提升。

量质齐升，创富效应凸显

在科技成果转化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转化质

量也在不断提升。报告指出，科技成果交易合同均

价显著提高，转化合同平均金额为 122 万元，同比

增长约 24%。同时，转化合同收入超过 1 亿元的机

构达到 31家，同比增长 55%。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主任、中国科技成果管理研

究会常务理事长解敏表示，年度报告以全国 2766

家公立研究开发机构、高校为样本，综合分析了这

些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进展和成效、典型经验、存在

的主要问题等。

“报告指出，科技创富效应进一步显现。科研

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大幅增长，2017

年达 47 亿元，同比增长 24%，政策红利显著释放。”

解敏说，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是 2017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大亮点。如高校

院所输出技术和服务的能力不断强化，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2017 年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转移机构、转化服务

平台 6457家，同比增长 37%。

多种模式，典型经验涌现

上海交通大学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探

索出多种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山东理工大学“无氯

氟聚氨酯化学发泡剂”以 5.2亿元转化，创单项成果

转化金额最高纪录；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

究所设立重点产品研发计划，成功转化多个满足产

业需求的高价值成果……

解敏解释说，一些单位及时出台政策配套文

件，转化环境日益完善；一些单位瞄准市场需求，

推动高价值成果产业化，注重科技创新源头设

计，形成了大量高价值科技成果，在政策利好的

大环境下持续转化。与此同时，一些研发单位建

立健全技术转移机构，专业服务科技成果转化；

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提高成果转化效率。还有

些单位加大科研人员奖励力度，健全考核评价体

系，探索创新激励机制等举措，提升了科技成果

转化的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

技成果转化中的问题和挑战并不避讳。比如，部分

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不够完善，落地困难。虽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研究

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对科技成果可以通过协议定

价、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价格，但在实际操作

中，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规定职务科技成果

转让和作价入股需要进行评估，很多单位的评估工

作流于形式。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科技成果转化专业

服务机构与专业人才队伍缺乏，仅有 9.5%（264 家）

的单位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服务能

力明显不足。报告调研发现，未设立专门技术转移

机构的单位多由科技管理部门负责成果转化工作，

普遍缺乏从事成果转化管理和服务的专业化复合

型人才。此外，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体

系尚未有效建立，满足转化需求的高质量科技成果

供给不足，企业转化能力不强等。

为此，报告分别从完善成果转化相关配套政

策，培育专业服务机构与人才，完善科研单位和科

研人员考核评价体系，提升科技成果源头供给质量

等方面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报告建议，相关部门修订完善《国有资产评估

管理办法》等政策，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

国有无形资产管理规定；出台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考核评价体系，有序推进研究开发机构、高

等院校的机构和科研人员分类评价改革，将科技成

果转化绩效作为对单位及人员评价、科研资金支持

的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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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贵州的科技创新券采取普惠方式发

放，对企业的注册时限、规模、产业属性等条件不

设门槛，只要在贵州省注册登记的企业，并发生

了向科技创新服务单位购买科技创新服务或技

术成果的行为，都具备申请发放创新券的资格。

而且，科技创新券资助项目完全遵循企业需求导

向，以企业自身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创新难题、

成果转化难题为本，对企业与科技创新服务单位

以市场化方式约定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和技术服务共 4 个方面的创新行为进行资

助。技术路线、创新点都由企业自主决定，摒弃

了传统的计划项目“要你这样做”思维。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科技创新券没有门槛。

企业在创新券项目执行过程中，需要向创

新服务单位支付不低于创新券发放额度的费

用，如果未执行这一原则，将根据企业实际支付

的金额按相应比率折扣兑现。这一做法，也属

全国首创。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在全国首创了以企业和

创新服务单位签订的技术合同为创新券发放依

据的做法。这解决了其他一些地方创新券“花不

出去”的问题，践行了“市场经济”。只有技术合

同规定的事项履行完毕后，才可申请兑现。兑现

需严格按照合同条款规定，提交第三方的技术和

经济证明材料，并提交有关支付发票、银行进账

单等资金使用凭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检验了

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

贵州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市场服务部部长

熊婧说，贵州在创新券管理上引入第三方机构，建

立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项目管理机制。

以贵州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和贵州省科技评估中心

为依托，成立专门的创新券管理中心，负责创新券

日常管理工作，具体办理创新券的申请、发放、兑

现等事务性业务，并聘请第三方专家对创新券项

目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建立动态项目管理监督机

制。“这一模式将科技行政机关传统的科技计划管

理职能进行了分离。打破了传统的科技管理部门

垂直的自上而下的项目管理体制，形成更加科学、

高效、规范、廉洁的管理体系。这一管理体系，也

是对成果转化的有益探索。”

打破传统
形成科学管理体系

为解决贵州省企业创新资源匮乏、创新能

力不足的问题，贵州省科技厅创新财政投入方

式，采取普惠方式向企业发放科技创新劵，用于

企业向高校、科研院所等购买科技创新服务或

技术成果，有力推动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助推

企业转型升级。

如何解决当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

研成果转化率低的难题？在上海市十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举行

的“释放科创活力 加快科创中心建设”专题审议会上，人大代表

于广辉提出建议，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要有“研发代工”思路。

于广辉认为目前创新活力不足关键在于，产学研之间并未

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科技成果的产出量不够，只注重了前期的

科创，但在科研成果和产业界的结合上还存在很大不足。他分

析说，目前，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发表文章和专利数等作为考评标

准，忽视与产业界的联动及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研发单位目标导

向性不强；而企业缺乏研发力量，多数只能参与中低端产业的国

际竞争。此外，促进成果转化的有效机制还相对缺乏。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曾表示：“从

2011 年开始，中国发表的石墨烯论文位居全球首位，理想很丰

满，现实很骨感，面对海量的学术论文，如何应用到产业中去是

核心问题。”为此，他也希望探索打造“研发代工”新模式，促进科

技服务业的发展和产学研对接。

据介绍，“研发代工”是由科技研发机构针对特定企业的技

术需求，组建由高水平专业人员构成的专门研发团队，面向市场

需求开展订制化的技术研发。政府、企业、科研团队要有所分

工，由科研机构全力以赴做研发，再由企业来做市场。企业把研

发托付给科研机构，再与科研机构共享市场，从而实现一体化发

展。“这个模式将‘研发代工方’与‘企业方’全过程利益捆绑，可

以有效解决企业尤其中小型企业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缺少核心

竞争力的难题，也能有效解决我国基础研究与产业脱节严重、成

果转化率低的难题。”刘忠范建议在石墨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

车等高新技术领域成立新型研发机构，开展“研发代工”试点。

于广辉建议，加强建设专门的信息平台，增加科研界和企业

界相互了解；针对企业的需求促进精准研发，希望相关部门有针

对性地制定配套政策，最大限度地释放政策红利；此外，还要加

强科技中介和服务功能建设，推动产学研结合。 （记者王春）

产学研难良好协同
“研发代工”是条创新路

盐是我国最紧缺的非金属矿产，西南地区具

有丰富的非水溶性钾矿资源，贵州省铜仁市已探

明非水溶性钾盐储量为 35 亿吨，远景储量在 50

亿吨以上，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的 40%，是全国重

要的非水溶性钾矿资源聚集区，有些矿区钾含量

超过 12%，具备良好的工业开发前景。

如果能很好地开发利用钾矿资源，无疑会使铜

仁特别是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万山特区，获得造

血功能。然而，非水溶性钾矿的开发应用是一个世

界性难题，现有技术开发工艺能耗高、污染大，因而

未能形成规模效应。而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赵伟博士开发的新型混合熔盐浸出—水洗—结

晶短流程新工艺，具有投资小、操作简单、环境友

好、产品下游市场容量大等优点，为低品位非水溶

性钾盐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经铜仁市科技局对接，赵伟携项目落地铜

仁，和铜仁市高新汇智科技孵化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签署合作开发协议，并通过向贵州省科技厅申

请科技创新券，获得了 40万元的研发补助。

赵伟说，在贵州省科技厅及铜仁市科技局的

支持下，他及团队已顺利完成百公斤级回转窑实

验。由于极大降低能耗，又避免了现有技术路线

的缺陷，目前，国内陆续有人和他取得了联系。

根据新工艺建设千吨级生产线，设备投资不超过

600 万元，万吨矿效益为 255 万元，可综合利用开

发氯化钾、氯化钠等产品及微晶玻璃、吸音降噪

等新型材料。

赵伟说，由于千吨级示范项目，牵扯到矿山开

采权及经营权等一系列政策性问题，需要到相关

部门报备挂牌，同时，涉及前期设备投资、下游产

品市场调研等商业问题，项目建设仍在积极协调、

筹划中。“希望各级主管部门能为项目在铜仁运行

提供积极帮助，甩掉中西部地区是过剩产能‘接盘

侠’的帽子，为西部特色原始创新趟出一条新路。”

研发补助
科研项目落地生根

2015年，在贵州省科技厅和铜仁市科技局召开

的政策宣讲会上，铜仁市纽泰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纽泰克）了解到科技创新券政策，并向以

色列格普温室技术有限公司购买“专业化蔬果生长

环境监控系统”技术开发服务。2015年年底，经过

科技厅的认定和评估，纽泰克所花的100万元技术

支出，利用科技创新券获得了50万元补贴。

“创新券为企业节省了很大的成本，原本的

预算资金可以进行其他项目的研发，调动了企业

创新的积极性。”纽泰克总经理王孝利说，项目实

施以后，公司转变了关键种植模式，农产品的产

量和质量均有了大幅提高。仅一年时间，农作物

亩产增长 4—5倍，年新增产值 600万元、利润 120

万元，企业成为铜仁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目前，纽泰克年产蔬果 900多吨，年平均输出

现代高效农业种植项目 2 个。相对于 2015 年引

节约成本
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进的技术，该技术在种植系统的统筹及作物数据

分析处理方面更加完善，系统增加了作物灌溉，

根据作物数据分析系统自动施肥等功能。这一

技术，现在还推广到了山东、甘肃、西藏等地，在

这些省区也成功转化落地。

据不完全统计，在贵州，科技创新券促进企

业完成科技成果转化，直接帮助企业实现新增销

售收入近 5 亿元、利税近 8000 万元，促进一批中

小微企业成长，带动全省 84家专业合作社创新发

展，近 3000 农户实现增收，多家企业成为高新技

术企业。其中，贵州国塑科技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向贵州省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购买“耐高性能聚

乙烯双壁波纹管专用料”技术开发服务，项目转

化完成后，年新增产值 280万元、利税 80万元。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券也加快了贵州省高校、科

研院所等科技创新服务单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步

伐，直接带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贵州省水稻研

究所向贵州卓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转让“Y 两优

585”水稻新品种育种技术，转让金额22.5万元。贵

州大学“磷矿伴生碘资源回收利用成套专利技术”

转让给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金400万元，

创造贵州省高校科研成果转让金额的最高纪录。

根据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的统计，贵

州省已成为全国引进技术成果转化运用增长最

快的地区之一。2018 年 1—8 月，全省技术合同

成交 2032 项，合同金额 101.23 亿元，同比增长

95.0%。其中，吸纳省外技术合同 1281项，成交额

73.33亿元，同比增长 76.8%。

贵州科技创新券贵州科技创新券
不仅不仅““花得出去花得出去”，”，而且而且““买得值买得值””
洪 永 本报记者 何星辉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科技成果交易
合 同 均 价 显 著 提
高，转化平均合同
金额为 122 万元，
同比增长 24%。其
中，技术入股金额
激增，作价投资合
同金额 52亿元，同
比增长 1.1 倍，平
均 合 同 金 额 超
1000万元，同比增
长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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