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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实践

任媛媛

（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安徽合肥 230011）

摘要：科技成果转化深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加快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必须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的深化改

革。通过分析安徽省合肥市在政府管理机制改革、企业激励机制改革、高校院所运行机制改革、科技中介机构服务机

制改革的经验做法，指出政府政策体系还不够健全、企业中试和推广应用机制尚不完善、高校院所激励评价机制不很

科学、科技中介机构管理运行机制还有待改进等问题，提出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科技供给侧改革、打通中试产业

化瓶颈、提高精准服务水平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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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Sci- Tech Achievements in Hef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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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been discuss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for a long time, similarly our country undergo several phases for i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efei in the reform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reform, enterpris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mediary service institutions operating mechanism reform mechanism 
reform experience of practice by this paper , points out that government policy system is not sound, enterprise 
pilot and application mechanism is imperfect, academics incentive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not scienc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mediary management operation mechanism improves yet, and, in it,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pipes",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ly side, and  
improving the service level and accurate advice, through pilot industrialization bottlene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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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的内涵

不断丰富。在国外常见说法有“技术创新及生产

力的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科技经济产业

化”“技术转移”“技术创新”等。我们认为，广

义的科技成果转化包括科学理论成果、应用技术

成果以及软科学成果转化；狭义的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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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侧重于应用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可

见，科技成果转化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研究成果转化，还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

研究成果转化。

国外学者研究技术转移、技术创新体制机

制问题主要从合作研发机制着手。如Mansfield，
Rapoport等 [1]认为，国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

贴、知识产权等制度安排，引导企业进行研发合

作；Cyert和Goodman[2]认为，大学与企业联盟

合作机制需要建立基于团队合作的工作小组。国

内学者从运行机制、合作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

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李钢、李林 [3]认为，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机制、利益机制、激励机

制和约束机制在系统运行中相互作用和影响；陈

刚、马扬等 [4]提出，基于我国国情的科技成果转

化激励机制；吴寿仁 [5]提出技术入股、技术有偿

转让、职务技术奖酬、科技奖励等方式建立利益

机制 [5]。总之，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包括合作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等诸多内

容，事实证明，只有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才能加

快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经历了不

同阶段，1985 年我国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

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实施科技拨款制度改革和

科研经费分配改革，引导开发型科研机构走向

市场。20 世纪 90 年代，要求建立和完善科技与

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提出加速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2014 年，国务院扩大中关村试

点政策范围，将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

改革等 6 项政策推向全国，并将“完善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机制”列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

在此背景下，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安徽省

合肥市在政府管理机制、企业激励机制、高校院

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科技中介服务机制等方面

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和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本文拟对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的改革进

行初步分析，最后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

议。

1 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现状

1.1 政府管理机制

（1）推进政府职能转变。2004 年国家批准

合肥市为全国首个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2017
年国家批复设立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赋予

合肥新的历史使命，这是推动合肥实施全面创新

的重大举措，也为合肥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体制

机制改革注入了强大动力。现今，合肥市采取多

项措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合肥市每年组织开展

多场技术合同培训，规范企业合同文本使用，宣

传该市技术合同奖励政策，调动企业积极性。同

时还积极调整技术合同交易相关政策，先后出台

了《2017 年合肥市促进自主创新政策》《合肥市

培育新动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不断提高企事业技术交

易奖补额度，根据技术合同交易额，最高给予 60
万元的奖补。建设合肥市网上技术交易平台，鼓

励技术交易和成果转化，为在肥高校院所和企业

提供阳光、公正、公开的交易服务，提升高校院

所及企业技术合同成交额。

随着推广普及信息化，合肥市开始注重组

织结构创新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政府职

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将科技成果转化层层审批

的管理程序转变为扁平化、网络化组织机构，推

动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简政放权，提升服务质量；

建立合肥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等信息管理系

统，推动全市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如合肥市精简

审批手续，全面取消调整非行政许可事项，建立

市级涉企收费清单；在全国率先推进政务服务标

准化，理清公共服务清单范围，为企事业单位创

新减负。这些措施促进了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取

得了显著成效。2017 年合肥市吸纳技术合同成

交额 144.17 亿元，比 2016 年的 120.45 亿元高出

23.72 亿元；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 142.70 亿元，

比 2016 年的 85.48 亿元高出 57.22 亿元。

（2）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合肥市按照

“企业为主体、高校院所为主角、政府支持服务”

原则，协调“政产学研金介用”各方在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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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综合集成成果、资金、人才、管理、信息、政

策、载体、设施、市场等要素，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并加强合肥科技服务机构建设力度，协调

科技成果、仪器、文献、企业、资金、专家、政

策、人才等创新要素，形成科技成果从实验室

到“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基地”转

变的创新链条，实现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一站式服

务。据合肥市科技局统计，2018 年 8 月合肥市共

有科技企业孵化器 49 家，其中国家级 12 家、省

级 22 家；建成众创空间 66 家，其中国家级的有

18 家、省级的有 22 家，在孵创业企业（团队）

有 1900 多家，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3）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扶持。合肥市

创新性地推进科技成果“三权”管理改革试点工

作，鼓励发展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技术转移、

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新业态。设立“自主创新专

项资金”，明确在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受

专利资助的个人均可申请。形成政府投资引导基

金、天使基金、科技金融产品、借转补、事后奖

补等多种扶持方式，重点支持新兴产业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

1.2 企业激励机制

根据《关于印发合肥市推进企业股权和分红

激励试点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合

肥市允许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集聚技术、成

果、资金、服务等创新资源，改革科技成果转化

行政资源配置方式，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主体之

间的精准供需对接。通过建立科技成果产权收益

分配机制，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突出

科技人员技术权益。合肥市国有及国有控股的院

所转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作价入股

企业、民营科技型企业，积极参与合芜蚌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股权与分红激励试点。合肥市国有

企业通过改革薪酬体系，形成股权奖励、股权出

售、股票期权、分红激励、科技成果入股、科技

成果折股、科技成果收益分成等激励方式，加大

奖励有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力

度。比如，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智能

语音与人工智能产业领域领军企业，对核心技术

骨干实行长期期权激励，并采用开放模式进行技

术研发，设立开放课题、联合实验室，以此促进

科技成果研发和转移转化。

1.3 高校院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通

过科技成果“三权”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破除制

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性障碍，完善了相关管理

制度。比如，中国科技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与

英特尔、微软、阿里巴巴等共建研发平台超过 40
家、孵化科技企业突破 140 家、建立风险基金 2
支。这些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机构通过

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形成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三大体系的有

机融合，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根据《合芜蚌

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工

作指导意见》等政策精神，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制

定了新的分配制度，探索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制

度，充分挖掘科研人员潜能，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比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专门

组建“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强化科技

成果转化规范管理，以企业化方式推进科技成果

落地。该院围绕安徽产业发展的科技需求，在合

肥、铜陵、淮南等地设立合肥国家物质科学技术

中心、铜陵皖江新兴产业技术发展中心、淮南新

能源中心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在县区设立

项目示范基地，并与奇瑞等企业联合成立 8 个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利用地方产业配套设施和企业

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形成辐射带动皖南皖北发展

的院地合作新格局，从而创新了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运营模式。

1.4 科技中介服务机制

合肥科技中介机构包括生产力促进中心、科

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以及科技

咨询、知识产权评估、技术转移等专业机构 [6]。

合肥市通过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理顺中

介服务机构监管体制，做到“机构不挂靠、干部

不挂职”，实行“业务分开、经济分开、场所分

开”，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同时加强对科技中介

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规范中介机构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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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从业人员资质审查，引入竞争机制，培育

服务市场，促使生产力促进中心、科创中心、科

技企业孵化器等科技中介机构形成有效的内部管

理办法和流程。合肥市科技中介机构采取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机制，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公布市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的通

知》要求，建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制

度，严格审批事项清单管理，监督科技中介服务

机构限时办结、执业公示情况，建立健全科技中

介机构服务评价反馈机制，深化科技服务管理改

革。比如，合肥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是外接国

内外相关平台和企业、内接芜湖蚌埠两市分中心

和基层服务站、横连高校院所创新资源平台 [7]。

该中心整合人才、信息、成果、服务等科技资

源，搭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实行线上线下

共同运营，集聚省市科技服务管理机构、科技中

介服务机构、公共技术研发平台和监测服务中心

等多家单位，采用自主运行、政府监管、科技管

理部门考核评价方式。

2 案例分析——以“中国声谷”为例

2017 年 12 月通过科技部评审，“中国声谷”

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合肥市唯一

入选的第三批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

地，是国家工信部与安徽省政府共建的部省重点

合作项目。2015 年“中国声谷”产值达到 235.58
亿元，2016 年为 327.2 亿元，2017 年增长到 510
亿元。

2.1 完善机制体制

为了推进安徽智能语音产业发展，国家工业

和信息产业部与安徽省政府召开部省联席工作会

议，成立智能语音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在安徽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

工作机制，制订专项政策，并成立股本 5 亿元的

运营公司（安徽省信息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通过投资、招商、孵化等方式加速人工智能产业

链的集聚发展与成果转化。

2.2 平台建设

成立中国声谷技术创新服务综合体，涵盖企

业孵化载体、产品设计中心、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自然语义、互联网+创业）、手板中心、注塑中

心、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等，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

务，并建成首条智能终端产品生产线，方正智能

扫描仪将成为首个成果转化产品，同时逐步设立

翻译机等智能终端生产线。成立中国声谷产品线

上线下公共展示营销平台，线上依托淘宝、京东

等电商搭建官方旗舰店，集中销售企业产品；线

下在省内各县市进行合理选址，搭建线下产品

体验销售点；同时依托方正线下渠道以及苹果

Homekit独家合作资质，搭建全国范围的产品营

销平台。成立云数据中心，为中国声谷基地人工

智能产业数据计算、存储保驾护航，帮助企业快

速构建稳定的系统环境，该中心在 2016 年安徽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中

得分全省第一。成立体验中心，搭建国内一流的

多媒体+互动科技人工智能产业体验、展示、发

布中心，助力企业市场推广以及品牌宣传。

2.3 孵化培育

“中国声谷”着力培育产业环境，建设世界

一流产业支撑平台，线上依托人工智能交互平

台和互联网+创业平台为企业提供领先技术支

持；线下出台各类专项政策，为园区企业在研发

办公、人才支持、创业辅导、政策咨询、信息

发布、市场推广、数字资产、产业资源等方面

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同时，“中国声谷”以基

金投资为基础，大力推行“产业+基金”“基地

+基金”模式，逐步搭建完善的科技金融创新服

务平台，提供投融资、贷款、担保等全领域金融

服务，通过资本的纽带加大对园区企业的支持力

度。此外，“中国声谷”已在智慧经济相关领域

进行重点建设，并将安徽智慧经济成果转化落实

并推向全国。

3 存在问题

（1）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合肥市股

权与分红激励改革试点政策等制度在实施过程中

对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已经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

用。但是，这些政策只是涉及科技成果转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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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没有围绕成果转化形成完整政策体系，没

有完全破解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合肥市提

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服务能力相对薄弱，提供

风险投资、技术咨询、专利代理、知识产品评估

等专业性服务规模较小等问题，因此，需要政府

部门进一步改革体制机制，释放创新活力。

（2）企业成果中试和推广应用机制尚不完

善。无论是大中型骨干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或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方式取得技术进步，还是小微企

业和高校、科研院所或其他企业合作研发技术，

大多数企业通常规避高投入、高风险和难以回报

的中试环节，缺乏完善的中试合作机制、中试资

源开放共享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导致实验室科

技成果的技术成熟度不高，经历的后熟化时间较

长，难以直接应用和产业化。部分企业购买科技

成果或转化应用后，由于缺乏成熟的推广应用机

制，在对产业前景和技术发展趋势缺乏研判情况

下，盲目扩大推广和扩产，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及产业持续发展。

（3）高校院所激励和评价措施较为单一。高

校院所教学科研人员职称评审、绩效考核、工作

评价衡量标准主要是科研项目、论文、专著、专

利等，导致研究人员在申报课题、选题时，对相

关产业、企业技术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没有进行系

统的市场调查，结果导致课题研究得到的新技

术、新产品与市场脱节，企业很难将其成果市场

化、产业化。同时，成果转化收益和研究人员之

间的艰苦努力程度并不相称，也影响了研究人员

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4）中介机构的管理和运行不够健全。合肥

市科技中介机构大多是在政府引导下成立的，虽

然实现了政务、事务、服务相分离，但机构主

体、工作流程、人员等仍沿用政府管理模式，缺

乏科学的治理机制和管理效率，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自身发展。专业性机构虽以市场化方式运

行，但尚未形成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

构，从业资质和服务水平良莠不齐。此外，在运

行机制方面，科技中介机构依赖政府政策扶持性

较强，业务发展定位不够明晰，核心竞争力不够

突出，导致专业化服务程度不强、服务对象满意

度不高，尚未形成分工明确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网络，影响了科技成果及时有效的转化。

4 结语与对策建议

合肥市是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之一，在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工作中积极探索，获得了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措施的经验。现针对存在问题，为推动合

肥市科技成果产业化，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深化“放管服”改革，突破体制机制

障碍。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协调机制，持续深化科

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设立跨部门的科技成果

转化政策协调服务机构，设立科技成果转化政

策“一门式”服务窗口，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协

调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政策落实问题。实现合

肥市科技计划应用研究及科技经费投入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加强产学研紧密结合，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除国家有规定的以外，其他科技成果使用

权、处置权和收益权都由项目承担单位自行决

定。出台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政策，完善配套细

则，加强标准制定，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稳定投入

机制，最大程度为科技成果转化松绑，激发科技

人员创新潜能。

（2）推进科技供给侧改革，完善激励评价机

制。科技成果转化是推进科技供给侧改革的重要

环节。要扩大高校院所科技成果有效供给，必须

建立科技人员研究项目和企业、市场需求对接机

制，既要对接社会化、商业化的转移机构，还要

加快建立专业性更强的技术转移体系。在科技成

果产权界定、收益分配、股权激励方面要进行更

多探索，提升全市科技人员获得感，逐步加大在

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国有单位科

技人员及其团队的奖励，其奖励不计入本年度单

位工资总额基数 [8]。将科技成果和产业化等指标

作为高校院所科技人员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建

立全市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数据统计与报

告制度。

（3）打通中试产业化瓶颈，强化技术创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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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机制，让企业

在中试和产业化环节发挥主体作用，从而有效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只有增强企业技术研发、

管理和吸收能力，才能承接先进技术和科技成

果。为突破科技成果产业化瓶颈，可以由企业牵

头联合高校院所共同参与中试项目、共建中试基

地，形成技术开发、组织生产、市场销售一体化

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支持企业、高校院所联合

组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强化新型产学研合作组织 [9]在中试过程中的作

用，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的中试实施

机制。

（4）提高精准服务水平，健全管理运行机

制。聚焦技术对接和技术交易等关键环节，大力

培育和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机构，提升精准服务水

平。合肥市通过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引导民间资

本投入、积极采购科技中介服务、引导专业技术

力量等方式创办和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机构，实现

各类科技中介机构协调和均衡发展。通过培育专

业化服务队伍，利用互联网平台，集聚优化创新

要素，提升科技中介机构专业化、高效化和精准

化服务水平。健全科技中介机构管理机制，探索

科技中介机构市场化运营机制，规范科技中介市

场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执业资质认证、信息共享

和信誉评价体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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