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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改变未来。在迈向科技强国的征程中，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在科技创新的马拉松竞赛中，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生产力
才是终点。

这一年，以成果转化为突破口，打好科技创新系列组合拳，努力发挥
科技支撑引领新常态的核心作用；这一年，转化模式不断创新，利好政策
频频出台，科技与经济融合之路越走越宽。

早在 1996年 12月，清华大学和深圳市政府合作建

立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揭开了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的序

幕。近年来，在广东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一批建设模

式新、体制机制新的新型研发机构，深圳光启、华大基

因、华科大东莞工研院等成为这些机构的典型代表。

广东的新型研发机构一般是指投资主体多元化、

建设模式国际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管理制度现代化，

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独立法人组

织。它们虽然“四不像”——不完全像大学、科研院所、

企业、事业单位，却成为政府、企业、资本市场的宠儿和

促成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红娘”。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广东新型研发机构已

达 219家，机构总收入预计达 1015亿元，累计创办孵化

企业预计达 4660 家，平均每家创办孵化企业 21 家，成

为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的“奇兵”。

广东“四不像”研发机构闯出新路

解 耦 燃 烧 技 术 1995 年 申 请 专 利 ，但 直 到 20 年

后，它才得以大面积应用推广。这项技术说白了就

是改造煤炉，让煤在炉中经过两次充分燃烧，一次

燃烧减排氮氧化物，一次燃烧减排一氧化碳，两次

减排的同时，提高了燃烧效率。

这项技术不是不先进而是太先进。20 多年前的

中国还没有人意识到要减排氮氧化物。拥有这项技术

专利的中科院过程工程所曾经和一些企业合作过，但

都没有走得太远。直到雾霾治理被提上日程，国家政

策开始向真正超低排放的燃煤技术倾斜。

转机出现在中科院过程工程所与兖矿集团的合作

上。新型燃煤炉的推广对兖矿来说是一举多得，不仅

增加了原有产品的附加值，还为兖矿集团的转型升级

提供了技术支撑。

中科院过程工程所负责此项技术推广的刘新华在

讲到解耦燃烧技术的成果转化时，特别强调，成功的成

果转化条件，一定是技术开发、国家政策扶持和依托大

企业同时具备，三者缺一不可。“我们是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机会，找到了合适的推广者，才使得解耦燃烧技

术得以转化。”

合适的条件唤醒沉睡20年的技术

高性能对位芳纶纸基复合材料应用于飞机、高铁、

航空母舰、大型运输机、运载火箭等关键部件的制造。

此前，该类材料完全被美国杜邦公司垄断。华南理工

大学胡健领衔的团队，研发了芳纶纸相关技术，突破国

外技术封锁，研发出第三代产品，为我国新型国防装备

研制提供了材料保障。

中车集团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

在寻求解决芳纶纸蜂窝问题的方案。他们找到胡健，

商讨该技术转化事宜。学校是否同意，如何转化，国有

资产如何评估作价？学校成果推广和资产管理相关部

门进行了专门的论证调研，给予了充分的政策支持，扫

除技术入股障碍；多次召开校长办公会讨论，积极配合

团队与投资方在技术合作细节、企业投资规模、合作模

式等方面进行深入洽谈。

最终，胡健团队的技术作价 6684 万元入股，与

中车集团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设立合资公司，校方占合资公司 25%的股份，学校

按规定将所持股份的 80%奖励给团队。在胡健看

来，该成果得以顺利产业化的关键在于“资金+政

策”支持。

华南理工探索技术作价入股

山东省今年 5 月份颁布《关于加快全省技术转移

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山东基本建成实体和网上技术市场健全、专

业技术市场补充的技术市场体系，形成线上线下联动、

横向纵向联通，衔接国内外技术转移机构，政产学研金

服用共同创新，覆盖全省各市、县（市、区）的科技成果

转化新格局。

去年 11 月中旬，科技部批复山东建设“济青烟国

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自此之后，瞄着“建设

成为以蓝色经济、绿色农业为特色的全国重要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辐射源和聚集地”的目标，济南、青岛、烟台

三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台了一系列新政，而全

省层面的《意见》出台，是最新的“大动作”。

该《意见》对症下药，首次提出推动县域成为科技

成果转化的主阵地，并从组织管理体系、技术供需对

接、试点示范 3个方面进行细化。

作为“成果转移示范区”主阵地，专家认为，《意见》

是“国家技术转移体系”落地山东的具体“施工图”。

山东技术转移体系有了“施工图”

7 月 19 日，启迪控股在英国剑桥科技园投资建设

的启迪科技园海外园区举行了开幕仪式。这表明，启

迪多年探索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和立体三螺旋理论再

次被认可和证明。

剑桥启迪科技园是中英顶级科技园的首次合作，

也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成立 472年以来首次与其他机

构合作建设科技园。科技园将为中英科技企业的跨国

交流合作提供便捷渠道，为两国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提

供新方案。

该园区的建设将把启迪在科技服务领域的领先优

势，与剑桥在生命科技领域的人才和产业集群效应有

机地结合起来，孵化培育大批初创型生物科技企业，在

促进当地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带来更多的跨国合

作机遇。园区内的生命科技创新中心将借助启迪控股

全球科技创新网络资源，将剑桥乃至英国在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方面的先进技术、创新模式，有机互动地推广

至全世界。

在启迪控股董事长王济武看来，科技成果转化是

有规律的，而启迪摸索出的立体三螺旋模式正契合了

这一规律。

剑桥启迪联手探索科研成果商业化

4 月 18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落实好

科技人员股权奖励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同时，对因职

务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现金奖励给予税收优惠。

这是自 2016年“将股权激励获得者进行股权转让

时的税率降至 20%”以后，又一次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动刀”，直接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激励。有专

家认为，这是继提高个税起征点和增加项目扣除之后，

一项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个税改革政策，是迄今为止我

国多轮个税改革以来的最大亮点。

所谓针对性，是指专门针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获

得的现金奖励收入，3 年内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这

等于给科技人员特别是现有体制内的科研机构、高校

等单位科技人员发了一个“大红包”，对调动我国科技

人员热爱科研、开展研究和不断创新的积极性将会发

挥重大作用，有利于我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科

技研发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专家分析，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此次单独出台的

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收入的个税优惠政策，旨在加

快发展国家核心技术，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国家

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角度出发，这项个税优惠政策应该作

为个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坚持执行下去，让我国

的科研能力和科技水平真正走在世界前列。

真金白银优惠转化所得税

6月 28日，“珠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珠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建设正式全面启动。

改革开放前沿的珠三角地区，经多年发展，已成为

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地。创建示范区，更有助于广东

新旧动能转换，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影响力。

今年5月，科技部批复同意广东省建设珠三角国家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成为9个国家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之一。示范区将着力强化五大特色定位：一

是依托广东区位优势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打造技

术转移国际合作试验区；二是充分发挥珠三角地区制造

业发达、对先进制造技术需求旺盛的优势，打造先进制

造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示范区；三是构建多元化、多层次、

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打造国

内金融和科技结合的示范区；四是充分发挥珠三角地理

环境优势，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

现代产业，打造绿色发展先行区；五是以军民科技融合

为契机，建设一批军民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载体。

珠三角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启航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筹办的专利拍

卖会 3 月拉开序幕，这是我国专利公开拍卖有史以来

数量最大、质量最高的一次。中科院院属 57家机构超

过 900件专利的拍卖标的，涵盖了新材料产业、智能制

造业、先进生物产业、清洁能源等。

中科院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网上竞价和拍卖

举牌联动，全方位多渠道推进知识产权的运营。

作为科技国家队的中科院，虽然每年都产出大量

的专利，但集中拍卖专利还是首次。中科院知识产权

运营管理中心为此还推出了“中科院专利估值模型”，

从专利的先进性、技术支撑度、市场关联度三个维度进

行评价，生成拟拍卖专利的预估值。

近年来，中科院在推进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动作

频 频 。 去 年 ，中 科 院 知 识 产 权 运 营 管 理 中 心 还 面

向 中 小 企 业 推 出 了“ 普 惠 计 划 ”，以 共 享 中 科 院 专

利为抓手，企业签订协议成为专利池的共享人，按

照入池协议的约定可以在两年期限内自行免费使

用专利。

中科院首次集中拍卖大量专利

在最新发布的杂交玉米、杂交水稻、常规水稻和小

麦四大类作物全国前 20强种子企业名单中，一家正式

“入行”杂交水稻种业仅 6年的“黑马”企业——创世纪

种业有限公司夺得第 9位的好名次。

2012年，为实现“杂交水稻梦”，该公司从湖南杂交

水稻研究中心“挖”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核

心育种专家邓启云，共同成立了新公司湖南袁创超级稻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袁创公司），迅速展开了一系列

成果研发与转化。成立短短6年多时间里，袁创公司净

资产实现成倍增长，年收入过亿元。

邓启云深知对于应用型研究的农业领域，研发出的

品种只有到田间地头进行成果推广，才能实现品种

的最终价值。他曾想方设法地促进成果推广，先

后尝试了将育成品种生产销售权转让给企业，将

创制的核心亲本引种至企业合作开发，以及直

接开办企业转化等各种成果转化方式。

种业被定位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

心产业，但该领域存在着原始创新艰难、

成果转化不易等问题。袁创公司的探

索表明，科研院所的“科技”，与市场

“资本”完美结合，可以孕育出超级

“黑马”。

育种专家“下海”成就种业“黑马”

允许转制院所和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以

“技术股+现金股”形式持有股权；引入技术经理人全

程参与成果转化；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以订单等方式参

与企业技术攻关……12 月 5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将新一批 23 项改革举措，向更大范围复制推

广。这也是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进一步松绑，将进一步为

转制院所和事业单位股权奖励等政策落实扫除障碍。

会议还提出，将引入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成果

转化。专家们认为，由于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的时间不长，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系统的

重要环节，我国科技转化服务机构普遍呈现“小、散、

弱”的特点，服务机构总量偏少，最大问题是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能力弱。引入技术经理人，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不仅能科学评估成果价值，还能增加技

术转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此 外 ，政 策 还 鼓 励 高 校 、

科研院所以订单等方式参与

企业技术攻关。这是国家明

确鼓励从源头开始加强产学

研融合，意味着高校和科研

院 所 可 按 照 需 求 导 向 开 展

科 学 研 究 ，而 不 是 闭 门 造

车，同时要将企业委托研发

的支出纳入企业研究开发

加计扣除抵扣所得税的范

围 ，进 一 步 调 动 企 业“ 牵

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积

极性。

多项改革为成果转化再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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