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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创新活动日益活跃，新技术加快应

用、广泛渗透，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对技术要素的需求更为迫切，这要求技术

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要更高、针对性更强、交易

成本更低。”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副司长张旭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我国技术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已

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系

统布局需要加强，以强化协同，形成合力。”

此次《意见》聚焦国家战略、区域和行业需求，

发展各具特色的5类技术交易市场，主要包括枢纽

性、区域性、行业性技术交易市场和军民两用技术

交易中心、国际化技术转移平台。张旭认为，这样

的布局有利于引导各类技术交易市场分类发展、

错位发展，进一步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和服务对

象，最终引导形成全国互联互通的技术交易网络。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属于典型

的技术驱动型产业，企业对行业性技术交易市场

的需求会越来越强。”在张旭看来，这要求技术市

场充分发挥“优化环境、提升服务、激励创新、规

范交易”的作用，能够提供更多专业化和垂直细

分领域的服务，提高行业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

降低行业科技资源配置的制度成本。同时，技术

市场要充分发挥价值发现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筛

选出真正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成果及科技企业。

“通过对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予以充分保护

和有效激励，促进技术转移转化，既可激励高校

和科研院所等技术供给方的创新创造活力，也能

激发企业承接技术、推动产业化的热情，形成创

新的正向激励机制。”张旭坦言，技术市场的持续

发展，还有赖于交易规范，维持科技创新活动的

正常秩序，促进创新主体的公平竞争，防止损害

企业利益的不当竞争行为。

专业+细分是关键

构建互联互通的全国技术交易网络

“我国技术市场服务机构正在向市场化、专业

化方向发展，已经涌现出一些高水平的市场化技

术转移服务机构，为行业发展注入活力和信心。”

科技部火炬中心技术市场管理处处长郭俊峰介

绍，从2007年起，科技部开始培育建设国家技术转

移示范机构，截至目前共支持建设了453家国家技

术转移示范机构，其中，独立企业法人性质的机构

达到173家，占到机构总数的38%。它们交出的成

绩单也让人眼前一亮：2017年促成技术转移项目

1.4万项，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金额761.0亿元。

“市场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优势，体现在

灵活的管理体制、有效的激励机制、对技术转移

需求方的服务等方面。”郭俊峰认为，它们不仅可

根据创新趋势和市场需求快速调整业务方向和

服务模式，还能吸引和集聚高水平的技术转移专

业人才。此外，市场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往往更

为行业发展注活力

培育600家市场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多年来，我国技术市场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极

大地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但我们也发

现，技术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张旭坦言，比

如，技术交易中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信任度不高，企

业难以把握技术的真正价值和投资前景；服务机构

专业化程度不高，技术交易过程缺少规范和标准，交

易各方的利益保障机制需要进一步加强等等。

对此，中科院创新孵化投资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原中国技术交易所副总裁李中华深有感触，“技术交

易中面临着诚信考验，由于数据分割、未能互联互通，

导致技术交易的信息不对称、数据不够真实。”

“大数据工具为精准对接提供了很好的可能

性。”李中华说，聚焦技术交易的薄弱环节，此次

《意见》也明确，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

开展技术搜索、技术评估、技术定价、技术预测等

服务。同时，将推动技术市场服务机构为技术交

易双方提供大额资金支付分批次担保等服务，强

化技术交易信用和利益保障。

“通过开展高水平技术转移机构的示范工

作，引导和支持技术市场服务机构向专业化、市

场化方向发展。”对此，张旭回应说，科技部还将

聚焦技术交易流程的优化和标准化，宣传贯彻

《技术转移服务规范》，加强技术市场信用管理，

促进服务机构规范化发展。

找准痛点对症下药

大数据助力交易双方精准对接

1000 万 元 奖 励

与 沈 阳 传 统 优 势 产

业 和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相关的顶尖人才；

成功研发首台（套）

重 大 技 术 装 备 的 企

业 可 有 首 次 销 售 价

格 20%的研发资金补助……在近日举行的沈阳科技成果对接会

上，《沈阳市科技创新政策白皮书》对外发布。新政分为产业、科

技、投资、金融、人才等 5个方面共 40条，含金量高、覆盖面广，支

持力度前所未有，显现了沈阳老工业基地对打造东北最优质创

新创业环境的决心。

40 条创新政策中，科技创新政策占有 14 条，主要围绕沈阳

产业特点和创新环境建设而设计。如针对沈阳百项重大研发项

目、百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双百”工程提出的支持政策，

还有针对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实施计划的支持政策等。据悉，

沈阳还为参加 2018 年沈阳成果对接会的签约项目制定了特殊

的“政策包”。 （记者郝晓明）

沈阳
40条新政
打造优质创新环境

面对新一轮“抢

人大战”和人才工作

短板制约的形势，黑

龙 江 省 牡 丹 江 市 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引

进 和 培 育 急 需 紧 缺

人 才 激 励 创 新 创 业

的若干意见》。

此次新政组合运用了资金补贴、政治待遇、评优奖励、融资

支持、服务保障等多类别政策，是牡丹江市历年来人才政策创新

与突破最大的一次。

政策惠及面较广，含金量较高。各类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

缺人才可享受连续 3至 5年、每月 1000元到 1万元不等的生活补

贴和最高 100 万元的安家费；特别对事业单位引进的重点人才

明确了身份职级、晋升空间和调任渠道；同时创新人才管理模

式，建立了“事业编制周转使用制度”和“政府给身份、企业给待

遇”人才共享机制，打通企事业人才通道。

（记者李丽云 通讯员德健宇 贺欣欣）

牡丹江
多管齐下
补上人才短板

一周新政

能掌握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真实需求，因而其优

势还凸显在精准服务上。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培育 20 家具有示范

带动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600家市

场化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

额达到2万亿元。

一直以来，高校、科研院所对高水平专业化

技术转移机构的需求居高不下。“对于已建立技

术转移机构的高校、院所，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

可重点从企业需求入手，加强与高校、院所技术

转移机构的供给能力进行对接，提高技术转移效

率。”郭俊峰说，尚不具备条件建立独立技术转移

机构的高校、院所，可委托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

对本单位的技术转移转化进行“打包”服务，提供

从成果梳理、成果评价、供需对接到知识产权服

务、法律事务等全流程服务。

郭俊峰建议，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还可通过

举办成果路演、创新挑战等活动，吸引科技企业与

高校、院所科研人员进行现场对接，促进技术转移

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和深入合作。

顶层设计之下顶层设计之下
如何撬动万亿级技术市场如何撬动万亿级技术市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垠垠

近日，科技部印发《关于技术市场发展的若

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快形成以专

业化服务为支撑、资金为纽带、政策为保障的现

代技术市场。

那么，目前我国技术市场发展面临怎样的形

势？企业对技术市场的发展有什么期待？怎样

进一步引导规范技术市场中的交易行为？记者

就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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