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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转移服务是科技快速发展的产物，能够有效促进科技成果产出。研究哈长城市群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

及技术转移服务机制，对于促进哈长区域技术市场建设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哈长地区技术市场发

展现状，本文设计以政府为主导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且提出模式优化方向，并从政府主导、机构体系化建设、平台

构建及多方合作层面提出相关机制，共同保障哈长城市群技术转移服务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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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transfer service is the produc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service Model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service mechanism of Harbin-Changchun 
urban agglomeratio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market in Harbin-Changchun area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China.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technology market in 
Harbin-Changchun urban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designs a government-dominated technology transfer 
service Model, and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direction of the Model. In addition, relevant mechanism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led, institutionalized construc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multi-
party cooperation, so as to jointly guarante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services in Harbin-
Changchun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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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技术交易市场的发展，技术交易体

系的不断完善，技术交易异常活跃，促进了科技

和经济的融通发展。技术市场已成为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转移已成

为科技发展的重要内容。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明

确提出建设科技创新服务模式是紧密连接科技与

经济的纽带，技术转移服务的发展对于促进科技

进步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内外学者对

技术转移的研究显示，科学有效的技术转移模式

能够有效促进区域技术创新的发展，进而带动区

域经济增长 [1-4]。然而，我国现有技术转移系统

协同发展效果不明显 [5]，在技术转移服务方面存

在薄弱环节 [6]。科学合理的政府职能、良好的发

展环境、健全的政策与法规体系以及深度的产学

研合作都可以促进技术转移服务体系的发展 [7-8]。

哈长城市群是东北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新引

擎和新高地，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

等产业持续转型升级，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建设

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对落实东北振兴和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有着重大意义。但是针对哈

长地区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研究仍存在空白。因

此，根据哈长城市群技术市场现状，本文提出在

技术转移服务发展的初期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技

术转移服务模式。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支持政策、

构建技术转移环境、建设及促进服务机构发展、

基于“互联网+”建立哈长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

平台等多种方式开展技术转移服务活动。

1 技术转移现状分析

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的进步，我国政府

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促使我国技术市

场发展迅速，技术交易量逐年增加。从技术市场

成交额来看，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额在 2014 年为

8577 亿元，2018 年为 17697 亿元，是 2014 年的

2.1 倍。从GDP占比来看，技术市场成交额占比

从 2014 年的 1.3%增长到 2018 年的 2.0%。从专

利申请数来看，全国专利申请数从 2014 年的 221
万件增长到 2018 年的 415 万件，年平均增长率

为 17.0%。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北方经济的重要核心

圈，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个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

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成立较早、发展比

较成熟、极具代表性的城市群。与这两个城市群

进行对标分析，能够帮助哈长城市群找准发展

点，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

从这两个城市群的技术市场成交额状况来看

（图 1），京津冀城市群技术市场成交额从 2014 年

的 3555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5919 亿元，年均增

长率为 13.6%；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市场成交额

从 2014 年的 1393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3129 亿

元，年均增长率为 22.4%。对比来看，哈长城市

群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从 2014 年的 149 亿元增长

到 2018 年的 508 亿元，尽管总量较京津冀城市

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低很多，但随着东北振兴政策

的深入，哈长城市群的技术市场成交额有了明显

的上升，且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35.9%，超过了京

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从专利申请数来看

（图 2），京津冀城市群的专利申请数从 2014 年的

23 万件增长到 2018 年的 39 万件，年均增长率为

14.2%；长三角城市群的专利申请数从 2014 年的

86 万件增长到 2018 年的 141 万件，年均增长率

为 13.1%。对比来看，哈长城市群的专利申请数

从 2014 年的 4 万余件增长到 2018 年的 6 万余件，

年均增长率为 8.9%，可以明显看出，哈长地区的

科技成果明显少于另外两个城市群，并且增长较

为缓慢。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实施振兴东北以及

“一带一路”战略以来，虽然哈长城市群技术市场

活力快速增加，技术要素流动加强，技术转移活

动大量增加，但技术产出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将

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加强技术转移服务

模式的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区域技术成果产出以及

技术转移活动的顺利进行。

2 技术转移服务模式研究

技术转移是指科学技术通过其载体发生的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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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转化运动，即发生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行

业之间的技术从实验室通过产业化、商品化流向

市场的动态过程。技术转移服务模式指的是由技

术转移基本主体、政府、中介机构等构成的，能

够联系各个技术转移主体，实现技术转移的系

统。目前，有学者认为，技术转移模式可以分为

单位依附型模式（即以高校、科研机构为主导）、

企业主导型以及政府主导型 [9-10]。而技术转移服

务模式则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技术转移服务模

式、社会团体型技术转移服务模式、技术经纪人

为主体的准市场化技术服务模式 [11]。由于哈长城

市群技术市场还处于技术转移服务发展的初期，

图 1 三城市群技术市场成交额对比图

图 2 三城市群专利申请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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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社会公益性组织与科技服务型企业在技术

转移服务机构中所占比例不大，因此以社会公益

性组织主导的社会团体型服务模式和由企业科技

工作者从事的技术经纪人服务模式并不适用于现

在的哈长城市群。与此同时，政府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促进技术转移的规划与政策，加快了技术转

移服务中介机构的建设，提升了技术转移的服务

能力，扩大了服务范围。因此，政府主导型技术

转移服务模式更适合于技术转移服务发展初期的

哈长区域。

哈长地区技术转移服务模式的主体主要包

括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企业、技术转移支

撑服务机构等，技术转移的客体是技术的使用

权。技术转移中的各个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律交换

资源、传递技术，各主体构成技术共同体。而技

术转移服务可以使得技术转移路径更加迅速有效

地完成转移活动，以发挥技术最大的市场价值与

社会价值。基于哈长地区现状与现有学者研究结

论 [12-15]，设计哈长地区技术转移路径及技术转移

服务模式，具体如图 3 所示。

2.1 技术转移路径分析

如图 3 所示，技术转移行为主要是由技术

供方与技术需方组成，当供需双方的要求无法通

过直接交易满足时，可通过中介机构实现技术转

移，这些中介机构部分附属于政府，还有部分附

属于社会组织。在技术转移发展初期，国家及哈

长区域的政府是以科技成果投入、产出及转化全

过程的投资主体存在，同时激励研发主体和产业

化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尽管对很多

高校、科研院所科研项目还拥有控制权，但技术

图 3  哈长地区技术转移路径及技术转移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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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选择权则由政府转向市场。此后，在技术

转移过程中，政府主要发挥着桥梁、监督者的作

用。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着手构建适应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技术转移体系，成立

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哈长区域的政府也成立了相

应的省级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科技孵化

器、生产力促进中心等机构，共同促进高校与企

业间的知识流动与技术转移。

高校、科研院所等是技术的研究者，拥有

技术的所有权，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扮演技术供方

的角色。企业则在技术转移过程中通常扮演技术

需方的角色。在技术转移的过程中，技术供方将

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技术需方，技术需方通过支付

技术转让费、专利费等使技术供方获得一定的商

业价值回报，并通过新技术产品化、产业化、市

场化来发挥其社会价值，同时获得经济收益。而

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技术供方获得资金支持，可以

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建设自身学科继续研究产

生新的技术；企业等技术需方通过技术商品化可

以获得销售商品及服务所带来的利润，进而发展

公司规模，继续购买新技术。随着经济发展的加

剧，供需双方可能逐渐地无法通过直接交易满足

自身技术转移需求，而要借助技术转移服务机

构。企业等技术需方将技术需求信息提供给中介

机构，中介机构则收取一定的中介费用后为其找

到合适的技术供方。在哈长城市群中，吉林大

学、哈尔滨理工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

以及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吉林省科

学技术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

等科研院所便可构成哈长地区技术转移的供方，

一汽集团、长春客车厂以及各大医院可以成为哈

长城市群技术转移的受方，接受以上技术供方产

生的新技术并将其市场化。此技术转移链可有效

地促进哈长区域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

料等行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

2.2 技术转移服务模式构建

在上述技术转移的过程中，高校和科研院所

更加熟悉技术的先进性与价值，而企业的优势在

于其拥有最新的市场需求，最强有力的组织管理

能力，以确保技术能够发挥其最大的市场价值。

但是两者存在着很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

若想维持技术转移过程的长期有效运行，必须建

立相应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确保技术转移供需

双方的稳定关系。如图 3 所示，本文设计了以政

府为主导的哈长城市群技术转移服务模式。

政府是技术转移服务模式中的引导者，负责

组织整个城市、区域内乃至区域间的技术转移活

动。政府在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可依据区域自身

发展特点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体制机制，因地制

宜确定产业发展规划，由此来开展整个区域市场

的引导工作。同时，政府可为区域内各主体的技

术转移活动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文化环境、创

新环境、市场环境，通过为各个主体提供人才引

进、财政拨款、土地支持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政策

支持，构建强有力的政策环境。通过区域文化建

设，强调尊重人才、尊重技术、尊重教育，加强

学术建设为各主体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根据国

家东北振兴、科技兴国等战略可针对各主体开展

科技展览、创新比赛等，主动鼓励区域内及区域

间合作学习，奖励科技成果产出个人及单位，促

进科技成果产出，激励技术成果转化，为各主体

营造积极的创新环境；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证技

术市场的有效运行，并完善产品市场机制建设，

确保技术产品化、产业化、市场化过程顺利，使

技术能够发挥其最大的社会价值，为各主体创造

稳定的市场环境。

技术转移支撑服务机构已经成为区域内技术

转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部分技术转移

支撑服务机构隶属于政府，接受政府的直接领导

为技术转移各主体提供专项服务，是政府促进技

术转移的实际操作者。技术转移支撑服务机构主

要包含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国家工程中心、专

业化中介服务组织以及科技服务企业等。技术转

移支撑服务机构通过其专利数据库、政策数据

库、产业数据库以及技术转移专家为技术供需双

方提供具体的技术评估服务、技术转移培训服

务、技术转移信息服务、技术对接服务等服务工

作。技术转移支撑服务机构要深入挖掘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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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机构的创新能力，积极搜集、激发或者创造整

个市场中的技术需求，做好技术供需双方的项目

推介和对接工作。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与区

域之间的交流必不可少，哈长区域内各个技术转

移主体都可与外界进行积极的沟通互动。政府接

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并与区域外政府合作，互相学

习、借鉴；技术供方与区域外的高校、研究院所

共同进行技术学习、技术借鉴、技术合作；企业

则可以将产品化、产业化、市场化后的产品销往

区域外并从外界引进新产品；技术转移支撑服务

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与其他区域的科技服务

平台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并进行服务交流。最终

达到区域间联动实现命运共同体、共同促进经济

发展的目的。

与其他技术转移服务模式相比，政府主导型

技术转移服务模式有着其自身的优势。政府主导

型更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便于沟通供需双方需

求，依托政府构建的技术转移环境，更加有利于

调节供需双方矛盾，扫清市场交易、技术创新过

程中的障碍，促进技术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市

场化。在政府资金支持、实施政策倾斜和法律援

助的基础上，隶属政府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以政

府作为法定担保人，履行政府部分权利与公共管

理职责，可以动员汇集社会多方面的资源，共同

促进技术转移，尤其是大项目、大工程的技术转

移活动。但是，政府主导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遵

循政府统一要求的服务方式，难以解决超越组织

界限的复杂问题；行政的命令方式、大包大揽的

作风容易使供需双方作出错误的技术选择或产生

依赖思想。因此，仅仅依靠政府主导的服务模式

还无法适应技术、经济的快速发展，该技术转移

模式需要随着技术市场的完善进行优化。根据环

境构建适合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促进地区技术

转移，对于提升哈长城市群在全国范围内技术市

场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2.3 技术转移服务模式优化

区域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建设的全面展开

以及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发展壮大，技术转移服

务在哈长区域内已经开始起步。政府为促进区域

技术转移活动的顺利进行，陆续出台了相应政

策。在国家方面规划建立了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

心。在区域政府方面出台了《黑龙江省扶持科技

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发展政策实施细则》《吉

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等多项政府政策。同时在技术转移支撑服务

机构建设中，建设了“吉林省中俄国际科技合作

产业孵化基地” “长春科技大市场”“黑龙江省科

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尤其是加强

了互联网技术在服务中的应用，支撑了技术转移

的线上服务，促进了区域间技术供需双方的交流

沟通。政府和技术转移支撑服务机构正通过自身

能力的不断建设，达到促进技术发展、科技进步

的目的。但总体来看，由于哈长城市群位于老工

业基地，在经济发展、技术转化等方面弱于京津

冀、长三角等城市群。相比较而言，哈长城市群

活跃的非政府附属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较少，因

此政府主导型技术转移服务模式更适用于哈长技

术转移服务发展初期。但服务模式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随着技术转移服务的发展壮大，在哈长区

域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多样化之后，政府可以渐渐

“退居幕后”，由以政府主导型技术转移服务模式

转变为政府主导、市场机制引导的技术转移服务

模式、技术经纪人为主体的准市场化技术服务模

式以及社会团体型技术转移服务模式等多种模式

共存。

首先，技术经纪人为主体的准市场化技术服

务模式必不可少。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科技工作

者不仅仅活跃于高校与科研院所中，企业中也存

在大量的科技工作者，政府主导的技术转移服务

模式并不能保证企业科技工作者获得稳定的技术

转移服务收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

创新性。考虑准许其进行技术经纪人服务，可提

高其创新积极性，将有效弥补一定的创新收益。

其次，社会团体型技术转移服务模式也有其自身

的优势所在。技术转移服务并不只是涉及技术供

方与技术需方两方，还会牵扯社会多个主体的利

益，涉及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而政府主导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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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移服务模式虽然具有公信力、实力雄厚且具

有公益性，但在覆盖整个社会网络方面仍存在漏

洞。社会团体型技术转移服务模式可有效地将技

术从“推销”转为“营销”，将技术转移服务模

式深深嵌入社会网络发挥其社会效能。由以政府

主导型技术转移服务模式转变为多种服务模式共

存，可以拓宽技术转移路径，弥补政府引导的缺

陷，促进技术市场的成熟稳定发展，丰富技术转

移服务领域，由此促进技术成果的产出、转移与

转化率。

3 技术转移服务机制研究

3.1 政府引导机制

提高各级政府重视程度，构建积极的技术转

移环境。在政府主导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中，政

府扮演着引导者、组织者、实施者、推动者等多

种角色。首先，整合哈长区域内规划研究人员、

政策研究人员与产业专家，贯彻中央东北振兴与

“一带一路”政策，落实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

建设规划，根据区域经济特色制定哈长城市群区

域发展规划，指导区域发展大方向，促进哈长城

市群成为我国新兴、发达的城市群。其次，针对

区域创新发展与技术转移体制进行机制研究，提

高区域创新能力与技术市场活力，为技术转移提

供创新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

为技术转移各主体提供人才、资金等多方面、全

方位的支撑。最后，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如汽车

制造产业的发展规划及支撑其发展的高端装备制

造业的发展规划，区域内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规

划、新材料等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规划，力图在

技术创新、技术转移等方面达到国内顶端水平。

3.2 支撑服务机构体系化建设机制

整合技术转移服务资源，构建技术服务网络

体系。技术转移过程涉及社会的多个主体机构，

各机构在其管理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技术转移服

务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现有技术转移服

务组织，如多数的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国家工

程中心等是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但随着技术市

场的逐渐活跃，社会中也出现了社会组织来完成

技术转移的服务工作，比如科技服务型企业，他

们拥有政府型服务机构所没有的多样性与灵活

性，对于开展区域间的合作，此类的技术转移服

务机构拥有更为专业的知识与技术诀窍，对技术

转移服务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在哈长地区技

术转移服务机构呈现分散状态，在经费、行政、

技术等多方面各自为营，尚未形成一个成熟完善

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体系，而分散化的技术转移

服务机构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以及资源的不可获

取。对哈长区域内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进行重组、

整合，形成以政府引导的技术转移服务核心机构

为核心，统领区域内其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为

区域内技术转移提供完整的一体化的服务；整合

各方资源进行专业化分工，为区域内技术转移各

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满足不同企业、行业、产

业的经济发展的需求。由此融合多种技术转移服

务模式的优点，形成覆盖社会的技术服务网络体

系。

3.3 大数据平台构建机制

运用“互联网+”模式，建设高科技技术转

移服务平台。与其他城市群相比，哈长城市群在

技术转移以及技术转移服务方面的大数据平台建

设方面稍有欠缺。互联网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全

球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最大化地采用现代电子信

息技术，利用当代大数据信息资源实现技术转

移服务的“互联网+”运营模式，可以最大限度

地促进区域经济市场发展。哈长区域内乃至全国

各地，存在着大量的技术转移主体，为提高技术

成果转化程度，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节省人

力、物力、财力。着手构建哈长城市群综合服务

平台，建立产业专家、政策专家、技术专家、技

术转移专家等多方专家库，以及专利数据库、政

策数据库、产业数据库，寻找公开的技术供需双

方信息。利用“互联网+”模式，实现技术转移

服务集中化格局发展，以满足企业对技术、资

源、信息等要素的综合需求。

3.4 多方无缝合作机制

实现“政府—高校—中介—企业”多方无缝

衔接。哈长城市群不乏优惠的政策、逐渐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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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优秀的高校以及具有规模

性和成长性的企业，但只有多方有效的配合，才

能发挥各自的价值。政府借助“互联网+”技术

转移服务平台以及各大媒体网站，确保高校及科

研院所、中介支撑机构、企业能够获得完整的区

域发展政策与产业规划，使得高校及科研院所按

照区域发展要求确定研究方向，企业按照产业规

划找到自身发展方向。同时，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搭桥服务，积极挖掘企业技

术需求，汇集技术供方发布的最新技术信息，通

过机构及平台的快速匹配，帮助双方形成稳定的

合作关系，形成研究与产业的“双螺旋”发展机

制。随着各地技术转移服务平台构建的深入，供

需双方可以从在哈长地区内相互合作发展为在全

国乃至全世界内寻求合作伙伴。技术转移服务机

构的技术供方客户资源要以“双一流”大学、一

本院校以及国家研究所、省级研究所等科研能力

较强的供方为主，确保能够提供大量的、先进的

技术资源。哈长区域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企业客

户资源要以政府政策中着重发展的产业、当地龙

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为主，如汽车企业、高端

装备制造企业、生物医药企业以及新材料企业

等，与这些重点企业建立稳定的长期技术合作，

维护稳定增长的企业客户群，并积极服务于中小

企业，促进中小企业迅速发展。

4 结语

哈长地区技术转移服务模式的建立对于扩宽

技术转移路径、弥补技术市场的不足、丰富技术

转移服务领域、提高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建设国

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促进东北振兴有着积极的

作用。在技术转移生态环境建设初期，哈长地区

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政府作

为技术转移服务模式的主要力量，更有利于集合

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促进技术转移服务的发展，

具有其他服务模式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政府

主导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缺乏多样性与灵活性，

尤其是当技术转移生态环境发展成熟后，技术成

果的选择权偏向于市场，政府引导作用逐渐淡化，

由单一的以政府主导型技术转移服务模式转变为

政府主导型技术转移服务模式、社会团体型技术

转移服务模式、技术经纪人为主体的准市场化技

术服务模式共存的技术转移模式，将更有利于哈

长区域技术转移的更好发展。技术转移服务模式

只有不断实践才能够发挥其最大价值，今后可针

对哈长地区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以及新材料

等重点产业进行应用示范，了解具体服务状况，

对模式进行优化以契合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的

发展规划，更好地服务区域内技术转移活动，促

进区域经济迅速增长进而拉动东北振兴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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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中间资源的投入。通过研究发现许多城市第一

阶段效率高但第二阶段却不是很理想，还有的省

份第二阶段创新效率高而第一阶段不理想，这都

是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重视中间过程，没有

看到两阶段之间的连接性，所以在今后的发展中

要注重每一阶段的发展，把效率评价的两阶段衔

接起来，不仅要重视研发投入，而且要重视成果

的转化。

（3）充分发挥发展速度较快省份的带动作

用，注重各个省份的均衡发展。要发挥东部沿海

发展速度较快的省份的带动作用，充分利用其资

源优势，提高成果转化效率，把科技成果转化成

经济利益。而对于一些资源贫瘠的省份，应该加

强资源投入力度，推动其研发投入效率，促进全

国各个省份的效率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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