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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政策制定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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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外学者在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方面都进行过深入研究，且近几年来呈现上涨的趋势。文章采用文献

调查法对通过研究相关文献了解到目前有关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研究和发展、影响因素、鼓励政策措施进行分析。在

了解有关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现状的基础上，对影响其发展的原因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各地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分析

出制定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政策的关键，旨在为各省市针对自身不足有效出台政策办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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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in encourag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o do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n recent years showing a rising trend. This 
article u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leva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to encourage policy measures to analyz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technology personnel 
present situation on the basis of innovative undertaking and affecting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eason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combining with the releva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troduced around the analysis of the key to 
encourag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aimed for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for its own shortcomings, effective policy measures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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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

促进就业、鼓励创业的政策，大力清理规范与行

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等举措，进一步支持创业

创新，体现了国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技

术人员在职或离岗创业创新的新思路与新发展。

1 国内研究文献概述

近10年来，国内发表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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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论 文101篇，2006年 仅3篇，2014年 达25
篇，增长了8倍，如图1所示。其中，涉及管理

和政策的有52篇，占总论文数的51.5%；涉及环

境和影响因素的有16篇，占总论文数的15.8%。

（1）对创新创业现状的研究

2005年，胡化凯、谢治国、张玉华通过运用

问卷调查法对安徽省的高校教师及科研人员的创

新创业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对鼓励创新创业

政策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

议 [1]。2012年，朱巍、程艳、张柳对武汉高校和

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活动的现状进行了总

结，并提出进一步促进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政策

措施 [2]。分析科技人员在创新创业过程中碰到的

主要问题和困难，将在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时更有

针对性。

（2）对创新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

2013年，在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机制

方面，潘宇峰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探讨，尤其提

出了要注重对科技人员的物质奖励、精神奖励

和竞争激励 [3]。潘宇峰从政府的职能定位、管理

体制、鼓励措施等方面进行探讨，但缺乏总体视

角，没有对科技人员自身因素进行分析。2014
年，申国柱、周桂武、谢季平对昆明市科技人员

创新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影响科

技人员发挥潜能的主要因素，主要有市场风险

大，科技成果转化困难，政策实施力度不够，激

励机制不健全等 [4]。

（3）对创新创业政策环境的研究

2010年，武汉市软科学基金课题组对武汉市

科技人员创业政策环境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要从思

想上、政策上、管理上等全方位对科技人才创业环

境进行改善 [5]。文章侧重分析创业政策环境对科技

人员创新创业的影响，但仅从环境分析，缺乏一定

的代表性。同年，在高校科研管理改革方面，李健

指出，高校的科技资源与社会经济需要存在一定的

脱节，长此以往会造成高校科研管理体制限于僵

化，不能充分激发庞大的科技资源活力 [6]。同年，

于滨以四川宜宾为例，探讨其在科技创新发展过

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包括3个方面：科

技总体投入不强；科技资源相对匮乏；管理体制

机制不适应形势变化要求。针对这些问题，他提

出“深化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对策

与措施 [7]。于滨以四川宜宾为例分析了创新创业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具有实用性和针对

性的建议，但缺乏普遍适用性。

在为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

方面，钟志华在“两会”上提出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不足，国家目前已

出台了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政策，但仅适

用于企业，个人从事研究开发无法享受政策支

持；二是现有激励政策落实力度有待加强，以股

权和分红政策为例，存在科技成果如何界定、如

何评估等一些问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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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近10年CNKI“科技人员创新创业”论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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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CNKI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出版

总库》作为数据源，以“科技人员”为主题并含

“创新创业”为关键词进行近 10年间期刊论文检

索，对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进行分析。

2 有关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影响因素的分析

目前，国外关于抑制或者激励科技人员创新

创业因素的研究较多，进而推出许多有价值的结

论。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创新创业影响因素进行

了相关研究。

（1）动机因素。例如：Víana Barcelo R A利

用科学管理部门数据库中的数据揭示科技人员知

识转移活动研究（咨询和技术营销）的对象是互

补的，介绍了哥伦比亚科技人员在创新创业方面

的动机的经验证据以及他们在大学和公司之间关

系的框架内将知识传授给生产部门的可行性 [9]。

（2）激励因素。Ferrary M就研发人员的激励

问题提出，成就需要是最重要的激励因素，排在

之后的分别是货币需要和非货币需要 [10]。促进创

新创业的因素为具有激励性的目标，分别为生产

资源、解决问题、迎接专业性的挑战、获取个人

所得、个人的满足感和学术威望，最后是解决社

会问题；抑制因素主要为时间限制、缺乏动力、

缺乏创新环境、害怕UITT（University-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11]与高校的规章相违背 [12]。

（3）同行因素。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也会受同

行的影响，尤其是业界权威人士的行为。同行的

影响是通过社会比较的机制来实现的。Tartari曾
提出同行间通过交流、比较，因为具有相似的心

理状态，会互相影响创新创业 [13]。

（4）制度因素。例如：Benneworth P批评了

美国的相关制度，强调需要为大学和产业之间建

立多个通道，只有足够多地连接大学与企业的通

道，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进而创造出更多效

益，而制度的确立对于通道的建立至关重要 [14]。

政策制度的制定者和科技人员要保持密切的联

系，以获取相互的诉求 [15]。

（5）经济因素。申国柱、周桂武、谢季平以

昆明市为例，结合昆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

状况及现如今的科技发展状况等方面，对社会科

研化投入体制、政府机制、管理部门职能强弱以

及科研人员自身能力等诸多环境方面因素进行综

合分析，指出市场风险、成果转化、融资等因素

对科研人员潜能发挥方面的影响 [4]。

3 有关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

目前，已有部分省份就创新创业进行相关障

碍、对策以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国务院和各

地方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对于政府鼓励科技人

员创新创业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国务院印发改革意见

从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科研人

员创办企业”，到各地积极出台政策支持科技人员

创新创业，表明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评判标准和观

念也正在发生变化。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下称

《意见》），要求探索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创业、离岗创业有关政策。《意

见》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业

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必须

着力培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实施更

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创业和就业结合起来，以

创业创新带动就业。《意见》提出，对于高校、科

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的，经

原单位同意，可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与原单

位其他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聘、岗位等

级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原单位应当根

据专业技术人员创业的实际情况，与其签订或变

更聘用合同，明确权利义务。《意见》提出了4个

方面的政策，包括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积极

推进创业带动就业、统筹推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

群体就业、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和职业培训等。

（2）南京地区“科技九条”

南京推出《深化南京国家科技体制综合改革

试点城市建设打造中国人才与创业创新名城的若

干政策措施》（2012），这就是日后在全国引起巨

大反响的“科技九条”。该政策规定，允许和鼓励

在南京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事业、企业单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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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员（包括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离岗

创业，3年内保留其原有身份和职称，档案工资

正常晋升，规定职务发明成果收益按至少60%、

最多95%的比例划归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其团

队拥有。离岗创业给科技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

件，无后顾之忧，可一心埋头于创新创业。

（3）河北、山西省为科技人员“松绑”

河北、山西相继出台了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的

政策，为科技人员创业“松绑”。河北省出台的

《关于支持鼓励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企业的实施

办法》提出，科技人员可采取以资金、非职务科

技成果、有效专利入股、参股创办科技型企业并

分红，也可采取兼职兼薪方式服务科技型企业，

其成果在企业中享有的股权收益，科技人员最高

可享有80%。由此可见，河北出台的政策强调科

技人员的收益。

山西省欲通过科技创新来加快本省经济结

构的转变，并发布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2013），共分为7个部分，全面阐述了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加快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

指标、主要任务、具体举措等内容，提出“政府

主导，市场运作，开放合作，创新驱动，绿色低

碳，生态宜居”的建设原则。山西省政策中同样

提到保障科技人员发挥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

是科技创新的根本，可离岗留职或在职创新创业。

（4）北京发布“京校十条”

北京市发布的《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

转化和科技协同创新若干意见（试行）》（2014）
（简称“京校十条”）还提出，创办的企业可按照

科技人员现金出资额度的20%申请政府股权投

资配套支持，可在高等学校新设科技成果转化岗

位。据了解，在“京校十条”颁布后的第3天，

北京农学院就配套出台了《北京农学院专业技术

人员和学生在大学科技园创办科技企业的若干规

定（试行）》，不仅鼓励该校教师通过独资、联

营、合资等多种方式在大学科技园内申请创办企

业和相关研发机构，而且给予教师在职称评定、

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北京地区政策倾向于高校专

业技术人员，不仅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创业成

果，并且可得到职称和岗位上的支持，为在校职

工提供广阔平台。

（5）四川出台“事业与利益并重”

四川发布的《领办创办科技型企业可保留

身份》（2014）以如何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员的创

新积极性为重点，简诉政府施行的鼓励科技人员

领办科技型企业、完善制定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

收益分配、推进科技创新奖励制度改革及探索建

立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的评价体系等4项提高

科技人员科研积极性的具体方法，强调相关部门

的协调作用。为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用好用

活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四川省内江市专门制定了

《内江市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专项改革方案》

（2014），明确相关管理、奖励政策，有利于调动

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四川省推出的事业导向利益

驱动的新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体制的障

碍，凝聚了人才资源。

（6）安徽试行《实施细则》

近年来，安徽省相继出台《关于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意

见》《安徽省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实施细则（试

行）》，旨在鼓励高校、科研院所设立科技创业

岗，让科技人员专职从事科技创业、成果转化等

活动，同时，将安徽省加快转变为创新型省份。

但从已有政策的落实成效来看，还存在进一步完

善的问题。

安徽作为教育大省之一，拥有众多的高校

和科研机构，为该省孕育了大量的科技人员。近

年来通过制定和实施《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政

策实施办法》等政策，力图发挥合肥作为“科教

城”的现有科技资源优势，推动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

现关键技术、核心领域、战略产业的突破，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当前对科技

人员创新创业政策引导不到位，各方面鼓励不

足，造成人才流失，从而制约了当地科技创新及

科技创新转化能力的提高。

2014年出台的《安徽省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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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施细则（试行）》提出，鼓励高校、科研院所

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兼职在本省从

事科技创业、成果转化等活动，由此产生的收入

归个人所有。

安徽将合肥作为核心圈，利用高校及科研机

构集中的优势，推动市场环境下企业技术创新力

的提高，并认识到当下科技人才的缺失和流失，

以出台保障科技人员应当利益的政策来解决问

题，直指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国务院改革意见和各地方政策，

都有一相同之处，即力争保护科技人才资源，创

造无顾虑的客观条件，在职位、收益方面给予政

策倾斜，减少人才流失。可见，科技人才在各地

区创新创业方面的重要地位。各地政策也各有特

色，根据各省的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出台办

法，解决实际问题。

4 结语

近年来，科技人员在创新创业方面取得了诸

多成就，例如：四川省攀枝花学院韦会平博士创

办攀枝花木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出“攀西

三宝”系列保健产品，带动当地发展玛咖种植，

给当地农民带来了900多万元的收益，企业实现

年产值约1000万元，利润达到200万元。可见，

科技人员在推进城市发展新跨越方面所做的积极

贡献。但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科技资源，发挥好

这些科技人员的作用，仍是政府多年来十分关心

和一直着力解决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为政府制定鼓励科技人员

创新创业政策提供参考，并确保相关政策能够有

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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