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成都

市高水平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支持各市级医院搭建“医产学研”

协同创新平台，通过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

有制改革，鼓励医技人员聚焦新技术、新设备、新器

械、新材料和新药物的研发与应用，打破医院院墙

内限制，对外深化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参与和

促进高水平临床重点专科成果转化应用。

医技人员可提取至少七成收益

近年来，成都市深入谋划建设国际医疗中心，

公立医院发展虽已具有一定规模，但医疗服务内涵

建设距离高质量、高端化、国际化尚有差距。为推

动公立医院从规模扩张到医疗质量和服务能力提

升转型，迫切需要建设高水平临床重点专科。

为促进相关临床专科成果转化应用，鼓励更多

医技人员参与其中，《通知》明确支持取得药物和器

械临床试验机构资格的医疗机构设置研究型床位

开展临床试验，支持市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职务科

技成果权属改革，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

权或长期使用权。

记者从《通知》中看到，医技人员在专业技术领

域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论文、获奖等），可根据成

都市人社局对市属事业单位创新型人才实施激励

政策中有关“要素贡献奖励”要求，由医疗单位结合

实际自行制定办法对主要贡献人员予以奖励。

同时，鼓励医技人员通过技术入股、股权奖

励、项目收益分红、岗位分红等方式参与临床科

技成果转化和适宜技术推广活动。《通知》提出以

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方式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可

从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所得的经济效益中提取至

少 70%的比例作为成果利益分配，在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中作出主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的份额

不低于奖励总额的 50%。

让一线工作与科研不再分离

记者走访了解到，以往医技人员中，只有少部

分人参与科研，大多数人主要从事临床的一线工

作。“医技人员从学习、实习，到工作、继续教育，向

来都偏重临床技术，对科研理论重视不够；再加上

临床工作本身繁重，医技人员也少有精力做研究。”

四川省康复治疗师协会会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

复医学中心副教授刘沙鑫说。

“一线工作与科学研究的分离，让临床诊疗难以

深入改进，同时，科研成果与临床一线的使用需求也存

在一定差异，难以匹配应用。”在刘沙鑫看来，从事临床

工作的医技人员，对患者需要、一线治疗等都有更直

接、准确的了解，让这部分人参与医学技术领域的科研

成果转化可以很好地改变成果应用不匹配的现状。

医学科研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临床，成

果转化是重要一环。此前，在成都一些科研实力

强的医疗单位，已经在产权分配上做了相应改

革，以优厚的条件鼓励医技人员进行科研成果转

化。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发布的“华西九条”，通

过提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加大成果转化奖励的

税收优惠、扩大横向经费使用自主权、鼓励医技

人员兼职和离岗创业等举措，释放创新活力，激

励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这次政府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将成为‘加速

器’，对临床专科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起到更好的

推动作用。”刘沙鑫说，政策激发了一线医技人员参

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创造性，既能深入改进

相关临床专科诊疗技术，也让科研成果更好地应用

于临床一线，服务于患者。

探索捆绑式医产学研格局

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让科

技成果走出实验室实现产业化，是成都市近两年颇

具成效的改革之一。成都市科技局成果转移转化与

创新创业服务处处长夏北川表示，此次鼓励医技人

员参与临床科技成果转化，是成都职务科技成果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一次拓展，将改革范围拓展到有科

研能力的医疗机构，而不仅仅限于高校和科研院所。

其实，对于医学技术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来说，

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临床研究，最后应用到临床诊

疗，实现成果转化，过程中都涉及多学科、多专业、多

领域的合作。“单一的医技人员很难独立完成某一临

床专科成果的转化应用，团队合作、协作才更有利于

成果转化。”刘沙鑫说，未来希望在政策上进一步提

倡鼓励多学科、多专业、多领域的合作，完善知识产

权相关规定，形成捆绑式的医产学研格局，这对医学

技术领域真正实现更多、更有价值的科技成果转化

具有重要意义。

夏北川表示，接下来也将进一步深化、细化以医

疗机构为主体的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内

容，营造医疗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更好的生态环境。

边诊治边科研，成都力挺医生临床成果应用

“这次真是太顺利了，从 2019 年 9 月应答企

业 提 出 的 技 术 需 求 到 学 校 和 宁 夏 的 企 业 签 订

‘高品质枸杞醋发酵关键技术研发’合同，仅用

了 3 个 月 ！ 而 且 通 过 去 宁 夏 谈 合 作 ，我 们 又 陆

续和其他企业签订了五六个技术开发合同，最

大 一 单 达 到 1300 万 元 ，并 100% 实 现 了 成 果 转

化。这么高的效率，得益于科研众包。”近日，天

津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的工作人员王维

君开心地说。

王维君口中的“科研众包”，是天津市科技局于

2019 年 7 月正式启动的供需对接新模式，通过“企

业出题、能者破题”的揭榜比拼方式，集中力量解决

企业技术创新需求、破解产业共性技术难题，推动

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天 津 市 科 技 局 成 果 处 副 处 长 梁 传 辉 表 示 ：

“目前，天津已经建立了‘1 个平台+1 套机制+N

个队伍’的科研众包工作体系，将传统的运动式供

需对接模式变成钟表式、常态化工作模式，有助于

解决技术需求不精准、对接渠道不通畅、资源不共

享等一系列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难题。”

“成果转化之所以这么顺利，我觉得首先是企

业技术需求非常精准。”王维君总结此次合作成功

的经验时，由衷地感慨，“筛选鉴别真实技术需求对

我们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我们每年会从各种渠道收

到三四百项企业技术需求，但是真正有效的也就百

分之一，存在有的需求不准确、模糊，有的联系人不

是技术负责人等问题。中心专职进行技术鉴别筛

选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三名，从几百项需求中找到有

效需求耗时耗力，效率非常低。”

“造成企业需求不精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

多时候，企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梁

传辉说，比如有的企业想改善优化生产线流水线工

艺，但是具体改善哪项工艺说不清楚；有的企业想

产品升级，但是升级产品需要哪项技术不了解……

这些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鉴别筛选造成很大

困扰。

因 此 ，天 津 市 科 技 局 一 方 面 充 分 发 动 全 市

技术转移机构挖掘企业需求，由技术经理人面

向科技企业进行技术需求挖掘；另一方面由工

作团队主动上门，服务大型集团企业和上市公

司，深入挖掘企业系列技术需求。同时天津还

组织专家团队，从真实性、完整性、可行性等角

度对技术需求逐一进行分析筛选，累积发布有

效需求 534 项。

“精准挖掘企业技术需求离不开技术转移机构

和技术经理人，因此建立专业化队伍非常重要。”梁

传辉说，目前天津登记在册的技术转移机构 153家

（其中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24 家）、技术经理人 717

名，逐步形成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的科技成果转化

服务模式。

精准挖掘企业技术需求

“通过科研众包体系，我们在揭榜应答过程中，

了解了不少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让我们也开阔了

眼界。”王维君说，平时与其他科研院校的科研团队

交流不是特别多，此次好几个项目都组成了跨专

业、跨院校的项目团队，促进了研究团队之间的深

入。和宁夏签订的“高品质枸杞醋发酵关键技术研

发”合作项目，就是集合了品牌设计、设备、保鲜等

多个学院的团队共同进行的。

“对于有意愿通过‘悬赏’方式公开征集解决方

案、或经充分对接仍引发激烈竞争难以自主选择最

佳解决方案的，我们组织了创新挑战赛进行现场比

拼。”梁传辉介绍，在中国创新挑战赛（天津）上，仅

“雪豹识别全球挑战赛”一个算法赛题就吸引了

334 人参赛，提交方案 412 次，最终天津大学、南开

大学、浙江大学等 31 家高校院所携带方案在现场

赛上进行了比拼。

科研众包这种揭榜比拼机制对提出需求的企

业来说更是利好，让他们有了优中选优的机会。“我

们发布了‘犬的皮肤病缓控长效制剂’这个需求后，

全国有 4所知名高校的专家和我们联系，最终经过

接触和比较，我们选择了南开大学。”高华义说，如

果我们自己去找高校院所的专家，需要把专家的产

品拿过来做实验，一两个月才能初步得到动物实验

的数据结果。而通过这个平台，有 4个专家把自己

的实验数据拿出来，通过横向对比数据和方案，企

业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选择到最优的方案。

据了解，天津市科研众包工作启动半年多以

来，成果颇多，共征集发布 350 家企业的技术需求

534项，撬动企业意向投入 3.2亿元；71家国内外应

答单位提交解决方案 210 项；开展需求挖掘、技术

对接等活动近 40场，对接成功项目 48项，合同金额

达到 8334.53万元。

“悬赏”征集实现优中选优

陈 曦

“这次我们能这么快发现企业需求，得益于网

络、APP、微信公众号上的科研众包工作平台。”王

维君说，微信群也很重要，群里发送的企业需求信

息都能和学校的重点专业，如食品加工、机械、化工

相匹配，很快就能抓住机会。

“对于挖掘、审核、筛选后的技术需求，我们进

行了分类汇总，在线上，采取了公开发布和定向推

送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展交中心服务平台、公众号

文章、技术转移机构交流平台以及技术转移协作网

络公开征集解决方案。”梁传辉介绍，同时，在线下

组织技术需求发布会 4场，组织技术转移机构带着

需求主动对接高校院所。半年多以来，线上线下共

征集解决方案 210项。

科研众包这种线上线下征集企业需求并发

布的方式，解决了很多企业找技术难、效率低的

问题。“我们公司每年有两三千万的项目合作费

用，需求涵盖十几个项目，如果我们自己去找高

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对接，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

力，效率还很低。”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智创谷运营总监高华义说，对于从事生物兽药

行业的公司来说，一直以来合作的科研院校都是

农业院校，但是通过科研众包平台发布了需求

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甚至清华、北大通过平

台看到后，把一些人用疫苗技术应用到动物疫苗

的研发上，极大地提高了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渠

道，并为我们开发下一代产品做了很好的技术储

备。这种方式成本低，效率高。

“对重点项目，我们组织应答单位集中走访需

求企业，推动供需双方深入对接交流；鼓励、促成技

术转移服务机构开展供需对接工作，充分发挥技术

转移机构的力量为供需对接提供优质服务。”梁传

辉介绍，仅创智天诚（天津）技术转移咨询有限公司

就针对天津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的智能设备开

发需求，组织了天津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城建

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 4 所高校的 6 个团队赴企业

现场对接 10 余次；同时天津市科技局及时跟进供

需双方对接进展，实时提供政策咨询、技术合同咨

询等支撑服务。目前累计组织技术对接、企业走访

等活动 40场，最终促成签约项目 48个。

梁传辉表示，目前科研众包模式依托科研众包

工作平台这“一个平台”，建立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的“一套机制”，促成成果的高效转化。线上，通过

科研众包工作平台形成规范的技术需求挖掘、提

交、审核、发布、应答、选标和服务程序。线下，制定

需求挖掘、技术对接、合同执行、收益分配等服务指

引，引导建立供需双方和技术转移机构间的协同服

务和收益共享机制，以市场化、可持续的方式共同

解决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需求。

线上线下共促高效转化

企业出题企业出题、、能者破题能者破题，，
天津天津““科研众包科研众包””开启成果转化揭榜模式开启成果转化揭榜模式

陶玉祥 本报记者 盛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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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黄龄亿 程振伟 记者江耘）记者从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获悉，近日，该校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的数字农

业研究团队，联合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发布了“浙江春茶

开采期预测”，这也是浙江省内首次发布茶叶采摘期大数据的预

测。经历史数据回代验证，这项预测精准度在 3天以内。

“今年受疫情影响，人力流动比较困难，采摘工来源不确定

性增加。所以精准预测采茶最佳时间，就显得非常重要，可协助

地方政府提前做好对开春茶采摘人员的安排等工作。”该大数据

项目负责人、杭电自动化学院的张竞成博士告诉记者。

龙井、乌牛早、白叶一号、鸠坑等浙江主要茶树品种的最

佳采摘期，都包括在此次预测中。记者了解到，杭州西湖龙井

的开采时间为 3 月 15 日—3 月 17 日。也有些茶叶品种开采时

间比较晚，比如浙南庆元地区的鸠坑，据预测，最佳开采期是 3

月 29日—4月 1日。

2020 年 1—2 月，浙江省平均气温整体较常年异常偏高，降

水量、降水日数与常年持平。杭电数字农业研究团队负责人吴

开华表示，预计 3月全省气温与常年相比相对偏高，浙北大部分

区域降水量接近常年略偏多，其他地区接近常年略偏少。

“受此影响，部分茶树品种在部分地区出现一定程度开采期

提前。我们的预测数据显示，最早开采的乌牛早，采摘期分布在

2 月中旬左右，比去年提前开采一周左右。结果真实开采情况

表明，我们的大数据预测基本准确。”吴开华说。

记者了解到，吴开华团队的预测依据，主要是历年的气象气

温数据和真实的历年茶叶采摘时间，再加上一线茶农的问卷调

查，然后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最终得出今年的春茶最佳采摘

时间。

浙江省七山一水两分田，而茶叶适合山区生长，因此浙江省

成为产茶大省。数据显示，2018 年浙江全省茶园面积约 300.5

万亩，产量约 18.6万吨，产值约 190亿元。

“茶叶是高附加值经济作物，例如浙江省的西湖龙井、安吉

白茶享誉世界，也正因如此，更需要增加这一领域的科技含量，

所以我们的数字农业研究团队，正在围绕茶叶产业链深耕努

力。”吴开华说。

目前，杭电数字农业研究团队，已经为安吉白茶建立了“数

字化地图”，有助于实现安吉出产的白茶“每一包茶叶均可溯

源”，都有其专属的“身份证”。同时，该团队研发的经济作物全

自动植保无人机，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农耕时代靠经验，现在的现代农业，时时处处要有科技支

撑。”吴开华认为，随着城镇化推进，乡村人员流失严重，茶叶种

植生产会逐步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在未来，利用大数据分析

除了预测茶叶最佳采摘期之外，在茶叶种植面积监测、茶树生长

监测、茶树灾害预警、茶叶产量、品质监测等方面将会有更大的

应用潜力。

误差不超三天

浙江发布春茶开采期预测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重点支持开展硬科技、黑科技项

目研发，积极推进产业化。记者从辽宁省沈阳市科技局获悉，由

该局作为牵头部门实施的《沈阳市关于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转化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近日正式对外发布。

《方案》明确提出了沈阳市科技成果转化的建设目标：到

2022年，研究开发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达到 3.3%，各类技术转移机构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达到

150家，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350亿元。

沈阳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方案》旨在激发高校院所

创新活力，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部署转化链，以促进高校院

所与沈阳市相关机构协同创新、全面构建激励机制、加快完善承

接配套、优化提升服务质量为重点，进一步完善高校院所科技成

果转化体系，增强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效能，为推动沈阳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沈阳科研实力雄厚，为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颗粒

归仓”，《方案》从 5 个方面梳理出 17 项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建

立高校院所协同创新机制，提升成果转化活力”，这既是沈阳成

果转化过程中的痛点也是难点，现今则成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的发展点。《方案》指出，将根据高校院所特色特点，重点支持

东北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辽宁大学量子信息前沿技术创新研

究院等 10 个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并支持开展硬科技、黑科技项

目的研发和产业化。

据了解，下一步工作中，沈阳将着力打造有利于市场导向、

利益驱动、赋权放权、宽容失败、尽职免责的成果转化制度环境，

营造科技成果乐于转化、敢于转化、善于转化、便于转化的社会

氛围。

促进高校院所成果“颗粒归仓”

沈阳梳理5个方面17项任务

天津科技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教师
对企业委托的项目
进行相关研究。

受访者供图

秀成果

展示台

天 津 启 动“ 科 研 众

包”，半年征集发布350家

企业的技术需求 534项，

撬动企业意向投入3.2亿

元；71家国内外应答单位

提交解决方案 210项；技

术对接等合同金额达到

8334.53万元。

浙江省的安吉白茶享誉世界，目前，杭电数字农业研究
团队，已经为安吉白茶建立了“数字化地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