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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18—2020年全国技术合同交易数据为基础，从宏观视角对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合同交易

概况、合同构成和技术交易流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技术交易发展差距显著，江苏省、北京市和上海市

等东部地区引领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发展，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技术合同交易构成分布不均，其中合同

交易类别主要由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构成；63.9%的技术合同未涉及知识产权，其余合同以技术秘密、生物、医药新品

种和专利为主要产权形式；东部地区技术流动最为密集，其中长三角地区合作较为紧密。基于此，提出我国应出台相

关政策法规以支持、鼓励跨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引导区域间“强强联合”“以强带弱”，进一步促进我国生物、医药和医

疗器械领域全局优化发展以期为我国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产业优化升级和未来技术布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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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contract transaction data from 2018 to 202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chnology contract transaction overview, contract composi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action flow in the fields of 
biology, medicine and medical device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for the first tim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ransactions in various provinces in China. Eastern cities such 
as Jiangsu Province, Beijing, and Shanghai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ological,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equipment fields,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s relatively slow. The composition of technology 
contract transactions is unevenly distributed. Among them, the types of contract transactions are mainly com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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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四大生产要素市场之一，技术市场是

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推动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

径，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 [1]。技术市

场统计年度报告集中展示了技术合同交易情况，

技术合同交易数据是目前直接反映科技成果转化

的重要数据 [2]。我国技术市场成交额由 2018 年的

17 697.51 亿元提升到 2020 年的 28 251.54 亿元，

增长约 1.60 倍。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快速增长体现

了我国技术市场规模日趋扩大、功能日益完善。

与此同时，技术市场也逐渐成为我国科技与经济

结合的重要纽带，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对经济

增长的引领支撑作用 [3]。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技术合

同交易数据的研究分析中。边钰雅等 [4]以吉林省 
2016—2018 年技术市场发展数据作为分析基础，

总结吉林省技术市场发展的特点，指出吉林省技

术市场现状及趋势变化。姜慧敏等 [5]把技术合同

成交额作为研究指标，从宏观视角系统分析了我

国技术交易发展态势和四技合同（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成交额增长情

况，从中观层面具体分析了我国 30 个省份的技

术交易状况，以微观视角选取 8 个技术交易活跃

的地区作为研究样本进一步深入剖析。张明倩 [6]

基于高校技术交易数据，围绕科技成果供给和转

化的总量、质量和构成，深入探讨我国高校科技

成果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和特征。王

珺等 [7]在比较美国、欧盟技术交易市场的相关制

度与中国制度体系的基础上，从技术市场制度体

系的顶层设计、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监督评价

体系、企业主体地位的保障以及高校科研人员的

活力释放等方面提出了实施建议。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技术交易的研究主要

以省市为单位，聚焦于技术市场现状研究、技术

成果转化与创新研究以及法律法规 3 个方面的研

究，但缺乏宏观视角下对特定领域在全国范围内

的交易态势研究。生物医药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

兴产业，也是具有成长性、能体现国家科技竞争

力的重要载体 [8]。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医

疗器械产品的需求愈显旺盛，医疗器械行业市场

不断扩大，是当前最具发展活力的行业之一 [9]。

因此，本文从全国技术合同交易数据出发，面向

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选取 2018—2020
年的技术合同交易数据，从宏观视角洞察近 3 年

该领域全国技术交易情况，以对我国生物、医药

和医疗器械领域产业优化升级和未来技术布局形

成决策参考。

1 全国技术交易概况

1.1 技术交易项数

2018—2020 年，全国 31 个省份（不含港澳

台）在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合同交

易总项数（含技术吸纳和技术输出）达 13.04 万

项（图 1）。江苏、北京、上海、山东、湖北、广

东和浙江 7 个省份的交易项数超过了全国平均水

平（0.42 万项）。其中，江苏省总交易项数达到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services;63.9% of the technology contracts did not invol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rest were mainly in the form of technical secrets, new varieties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and patents; The technology flow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most intensive, and the coop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s relatively close. Therefore, China should issue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cross reg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guide the “strong alliance” and “strong leading the 
weak” among regions,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biological,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device field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biological,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device industries and the future technology layout.
Keywords: technical contract, macro-perspective, biology medicine and medical devices, technology 
transaction,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科技资源管理与服务利用·刘建波等：2018—2020 年我国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技术交易研究

─ 51 ─

2.22 万项，北京市总交易项数达到 1.82 万项。西

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山西、海南

和黑龙江 8 个省份的交易项数相对较少，均不

足 0.1 万项。其中，西藏自治区总交易项数仅有

0.01 万项，青海省总交易项数仅有 0.02 万项。由

此可见，受地理因素、交通网络、科研实力等综

合因素影响，我国各省份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

领域的交易项数悬殊较大，大致呈现出“东高西

低”的分布态势。以江苏省、北京市和上海市等

东部地区为主，他们在我国生物、医药和医疗器

械领域的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在

技术输出、成果转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技术输出与技术吸纳作为技术市场实现其功

能的主要方式，是进行技术转移的基本路径，构

成了技术转移—消化吸收—自主创新—重大创新

的重要一环 [10]。本文将全国各省份在生物、医药

和医疗器械领域的交易情况按交易项数划分为技

术净吸纳和技术净输出两种类型。技术净输出型

即输出数量大于吸纳数量，该类型省份的自主研

发能力较强，对我国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具有极

大的驱动作用；技术净吸纳型即吸纳数量大于输

出数量，该类型省份主要通过技术买入实现产业

发展，但其技术积淀和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有待进

一步提高。从我国 2018—2020 年各省份生物医

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交易项数来看，江苏、

上海、山东、湖北、天津和辽宁等 13 个省份为

技术净输出型，且天津、湖北和江苏 3 个省份的

技术输出特征较为明显，其净输出强度（技术输

出项数 /技术交易项数）分别为 60.75%、60.32%
和 59.01%；北京、广东、浙江、安徽、河南、河

北、西藏等 18 个省份为技术净吸纳型，其中西

藏、山西和海南等 3 个省份的技术依赖较为突

出，其技术净吸纳强度（技术吸纳项目 /技术交

易项数）分别为 97.64%、82.72%和 72.30%。由

此可见，近 3 年来我国各省份在生物、医药和医

疗器械领域的技术发展中，以技术吸纳型省份为

主，且部分地区的技术依赖性较强。

1.2 技术成交额

2018—2020 年，全国 31 个省份在生物、医

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合同交易总额（含技术

吸纳和技术输出）达 3 252.72 亿元（图 2）。江

苏、北京、广东、上海、山东、湖北、吉林、四

川和浙江 9 个省份技术成交额超过了全国平均水

平（104.92 亿元）。其中，江苏省以 502.54 亿元

位居技术合同成交额首位，北京市以 381.57 亿

元居于技术合同成交额居于第二位。西藏、青

海、宁夏、新疆 4 个省份技术合同成交额相对落

后，均不足 7 亿元。其中，西藏自治区技术合同

成交额仅为 1.63 亿元，青海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仅

为 1.96 亿元。由此可见，我国各省份技术成交

额存在较大的差异，江苏、北京、广东、上海 4
个省份作为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研发主

力，以“小投入、大产出”实现技术的高效吸收

转化。以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为代表的西部地区

图 1 2018—2020 年全国技术合同交易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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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相对滞后且技术转化

能力较为薄弱。

技术合同成交额是衡量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

指标。本文将全国份在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

域的交易情况按技术成交额划分为资金净流出和

资金净流入两种类型（图 3）。资金净流出型即技

术吸纳成交额大于技术输出成交额，该类型省份

处于技术成长阶段，主要通过投入更多的资金流

进行技术买入，以实现自身产业发展；资金净流

入型即技术输出成交额大于技术吸纳成交额，该

类型省份已通过技术吞吐初步实现资金盈余，进

入产业盈利模式。山东、湖北、吉林、四川、浙

江、河北等 23 个省份为资金净流出型，西藏、

青海和河北 3 个省份对资金的依赖较为明显，其

资金流出强度（技术吸纳成交额 /技术成交额）

分 别 为 93.25%、75.00%和 72.81%； 江 苏、 北

京、广东、上海、辽宁、天津、重庆和江西 8 个

省份为资金净流入型省份，其中北京、上海和天

津 3 个省份的技术盈利状态相对较好，其资金流

入强度（技术输出成交额 /技术成交额）分别为

64.24%、63.11%和 59.01%。由此可见，近 3 年

来我国各省份在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技

术发展中，以资金净流出型省市为主，且大部分

城市的资金投入产出结构还有待调整。

1.3 技术交易强度

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量反映了技术合同的数

量变化趋势，技术合同成交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技术交易主体科技创新成果供给和转移转化的

大致情况 [6]。本文利用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

域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与技术合同成交项数的比值

表征该领域的技术交易强度（图 3）。其中，山

西、吉林、重庆、广东、海南、四川、河北、黑

龙江、江西和甘肃 10 个省份的平均技术合同交

易强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588.91 万元 /项）。

山西、吉林、重庆 3 个省份分别以 2 161.96 万

元 /项、1 437.85 万元 /项和 1 185.25 万元 /项位

居前三；宁夏、青海、安徽 3 个省份均不足 280
万元 /项，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平均技术合同交

易强度仅为 165.75 万元 /项，青海省平均成交额

仅为 177.83 万元 /项，安徽省平均技术合同交易

强度仅为 277.84 万元 /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江苏省、北京市、上海市、山东省等东部沿海省

份在技术成交项数和技术成交额两个维度的统计

指标中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就其技术成交强

图 2 2018-2020 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布

图 3 2018—2020 年全国技术合同交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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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8—2020 年全国技术合同平均成交额分布

度来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山西、重庆、海

南、甘肃等省份其技术成交项数和技术成交额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技术交易强度位居全国

前列。由此可见，受各省份技术成熟程度和劳动

强度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生物、医药和医疗器

械领域的技术交易强度分布态势并未呈现明显的

地域分布特征。

技术交易强度是衡量技术流通价值的一个

重要指标。本文将全国 31 个省份按生物、医药

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流通价值分别划分为价值

净吸纳型和价值净输出型。价值净吸纳型即技术

吸纳强度大于技术输出强度，价值净输出型即技

术输出强度大于技术吸纳强度。山西、重庆、广

东、海南和海南等 15 个省份为价值净输出型，

吉林、四川、河北、湖北和甘肃等 16 个省份为

价值净吸纳型。总体来看，我国 31 个省份在生

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价值分布数量相对均

衡，但为表现出明显地域差异。

2 全国技术合同交易构成

2.1 合同交易类别

技术合同有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和技术咨询 4 种类别。从图 4 来看，整体而言，

我国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技术合同的 4 种

类别呈现分布不均的格局。位居第一的是技术服

务合同（45.37%），位居第二的是技术开发合同

（44.01%），技术转让合同（5.63%）和技术咨询合

同（4.99%）位居第三和第四。由此可见，生物、

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交易类型呈现出两极分

化的情况。总体来讲，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知识服

务型和以新兴产品研发为目的的技术研发型为主，

在特定技术成果转让和技术咨询层面相对较少。

从我国技术合同交易结构来看，我国生物、

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呈现稳定状态。整体上说，

江苏、上海、北京、山东、湖北和广东 6 个省份

的 4 种技术合同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合同平均

值分别为 954 项、925 项、118 项和 105 项（图

5）。其中，江苏省以技术服务 5 087 项、技术开

发 6 830 项、技术转让 551 项和技术咨询 590 项

位居全国第一位；上海市的技术服务为 5 731 项、

技术开发为 2 818 项、技术转让为 346 项和技术

咨询为 98 项，仅次于江苏省而位居第二。西藏

自治区、青海省、山西省相对较少，四技合同总

数不足 100 项。

2.2 知识产权构成

随着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完

善，技术合同涉及的专利、专利申请、技术秘

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

种等多种技术成果越来越普遍地成为财产创设和

市场交易的对象 [11]。2018—2020 年，我国在生

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技术交易合同中，未涉及知

识产权的合同数量占比最大，占全国交易总量的

63.90%，在其余涉及知识产权的技术合同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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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秘密、生物、医药新品种和专利为主要形式

进行交易，其中技术秘密占 21.50%，生物、医药

新品种占 6.47%，专利占 6.19%（图 6）。总体来

看，我国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交易

以未涉及知识产权为主，并且整体呈现出“一边

倒”的分布状态。

在涉及知识产权的合同中，技术秘密，生

物、医药新品种权，专利为主要交易类型，且在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研究中，以上 3 种类型扮演着

重要角色。基于此，本文以技术秘密，生物、医

药新品种权，专利 3 种知识产权类型为统计指

标，对全国 31 个省份技术交易合同进行分类统

计（图 7）。从图 7 可以看出，上海、江苏、北

京、广东、浙江、湖北和山东 7 个省份中涉及技

术秘密，生物、医药新品种，专利的交易数量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0 项、140 项和 132 项）。

其中，上海市分别以技术秘密 4 490 项，生物、

医药新品种 476 项，专利 504 项居于全国首位；

江苏省分别以技术秘密 2 203 项，生物、医药新

品种 293 项，专利 869 项居于全国第二位。西

藏、青海和新疆 3 个省份相对较少，其 3 项指标

总和均不超过 20 项，其中西藏自治区仅有 1 项

技术秘密，无生物、医药新品种和专利；青海省

仅有 1 项技术秘密，1 项生物、医药新品种，2
项专利；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仅有 9 项技术秘

密，2 项生物、医药新品种，2 项专利。由此可

见，在我国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重要知

识产权类型交易中，仍然呈现出“东高西低”整

体分布态势，主要以上海市、江苏省、北京市和

广东省等东部地区为主，向西部地区逐渐减弱。

图 5 2018—2020 年全国技术合同类别分布

图 6 2018—2020 年全国知识产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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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交易流向

技术流动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社会生

产力和技术能力，尤其是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

径 [12]。随着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研发

资源的区域分配不均，区域间的技术流动变得愈

加频繁 [13]。本文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我国近 3
年来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数据进行技术交

易分析（图 8）。全国共有 8 个交易团体，按构

成各团体的省份数量将其大致划分为密集型、稀

疏型和孤岛型 3 种类型。其中，密集型团体由北

京、江苏、上海、浙江、山东、湖北、广东等 21
个省份构成，该类型的成员数量占全国 31 个省

份的 67.74%；稀疏型包括由云南、广西两个省份

构成的交易团体和由重庆、新疆、黑龙江 3 个省

份构成的交易团体，该类型的成员数量占全国的

16.13%；孤岛型即为由单一省份所构成的交易团

体，其主要由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和贵州

5 个省份构成，占全国 31 个省份的 16.13%。由此

可见，我国各省份在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

的交易整体较为频繁，其技术交易网络呈现出密

集型团体为主，稀疏型和孤岛型为辅的分布态势。

系统来看，全国技术交易平均流向（流动

省市总数与全国省份数量的比值）为 26 个省份

（图 9），江苏、北京、上海、山东、湖北、浙江、

天津、辽宁和河南等 9 个省份与全国 31 个省份

都进行了技术合同交易，可见这些省份引进—吸

收—再利用的能力较为突出，在我国生物、医药

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交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而宁夏、青海、西藏和新疆 4 个省份技术交

图 7 2018—2020 年全国技术秘密、生物、医药新品种权和专利分布

图 8 2018—2020 年全国技术交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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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省份均低于 20 个。2018—2020 年，全国 31 个

省份在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总流动次

数（含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为 95 619 次。其

中，省内流动总数（本省和本省的流动）为 36 
029 次，省际流动总数（本省和外省的流动）为

58 302 次，省际流动总数是省内流动总数 1.62
倍，整体上呈现省际间技术交易频繁，但自身消

耗较少的现状。江苏、北京、上海、山东、湖

北、广东和浙江 7 个省份的交易量超过了全国平

均水平（3 043 次）。其中，江苏省以总流动次数

15 904 次居于首位，省内流动次数为 6 287 次，

省际流动总数为 9 617 次；北京市以总流动次

数 15 595 次居于第二位，省内流动次数为 2 639
次，省际流动次数为 12 956 次，可见北京市在各

省份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中的引领能力和

推动作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流动总数均低于

150 次。其中，西藏自治区由于其自身技术消耗

能力薄弱，无省内流动，省际流动 127 次；青海

省省内流动为 61 次，省际流动次数为 86 次。因

此，从全国分布态势来看，我国在生物、医药和

医疗器械领域的交易整体呈现出外循环为主、内

循环协助的状态，有助于全国各省市间“强强联

合”“以强带弱”的发展目标。

从局部来看，全国范围内长三角地区的技术

交易流向情况尤为明显。江苏、上海和浙江 3 个

省份流动次数总和占全国流动次数的 33.52%，在

全国技术合同交易处于核心地位，3 个省份之间

的流动与其他地区相比也较为活跃。江苏省与上

海市之间流动次数为 1 795 次，与浙江省之间流动

694 次；上海市与江苏省流动次数为 1 795 次，与

浙江省流动次数为 846 次；浙江省与上海市流动次

数为 846 次，与江苏省流动次数为 694 次。长三角

地区的紧密流动与政策出台和产业协同密切相关。

目前，长三角地区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物医

药产业体系以及宁波—杭州—上海—苏州—无

锡—南京—合肥为节点的产业带，这离不开相关

政策的支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相继出台

了《促进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2018—2020 年）》《关于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浙江省生物经济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2 年）》等政策文件 [14]。在产业协同上，

长三角绿色制药协同创新中心和长三角干细胞产

业联盟也已经成立，对推进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

融合、打造高质量的产业集群具有重要意义 [15]。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对 2018—2020 年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

域技术交易数据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随

着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环境持续优化，政策

体系、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企业创新

能力大幅提升，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技术

合同交易日趋活跃，全国各省份整体以密集型合

作团体为主，但是由于受各地创新活力、经济总

量、科研实力、地理因素、交通网络等综合因素

的影响，我国各省份间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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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8—2020 年全国技术交易流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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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北京市和上海市等东部地区生物、医药和

医疗器械领域的发展较为迅速，高于全国平均发

展水平，而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京津冀、长

三角等地区在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下，该地区科

技发展迅速，企业技术需求旺盛。我国生物、医

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交易网络呈现“东密西

疏”的态势，江苏省、北京市和上海市占据主导

地位，江苏、北京、上海、山东、湖北、浙江、

天津、辽宁和河南 9 个省份是技术流向的核心枢

纽。二是，我国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合同

构成整体分布不均。交易类别主要以技术开发和

技术服务两种类型为主，技术成果转让和技术咨

询之和仅占 10%。这可能跟我国对科研人员的奖

励制度有关。三是，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一半以

上的技术合同均未涉及知识产权，而在 36.1%涉

及知识产权技术合同交易中，技术秘密，生物、

医药新品种权，专利为主要产权形式。

4.2 建议

（1）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全国技术合同交易

协调发展。积极学习世界先进水平国家技术交易

发展经验，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东

部地区技术输出的同时，形成技术吸纳循环，提

升企业创新能力，打造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发展新

格局。积极建立技术帮扶机制，推动中西部地区

同东部地区技术市场的交流协作与信息共享，促

进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在中西部地区落地转化，推

动全国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协同发展。

（2）提高科技成果供给质量和对接服务效

率，促进技术合同构成均衡发展。加强顶层设

计，以企业为核心，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

宗旨，制定相关技术转化激励政策，完善科研人

员奖励政策，不断提升科技成果供给质量和对接

服务效率。开展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科技

成果直通车，征集筛选具备产业化前景的优秀科

技成果，建立面向地方企业及产业发展的科技成

果常态化路演机制，促进高质量科技成果与科技

企业的精准对接。

（3）激发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技术转

移人才创新活力建设，牢固知识产权意识。按照

2020 年 3 月发布的《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

等级培训大纲（试行）》要求，依托国家技术转

移人才培养基地及各级科技管理部门、高校院所

等，在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构建国家技术转移

人才培养体系，建立知识产权服务和保护制度，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同时，吸纳国际一流水

平技术交易人才，通过人才队伍全方位建设，深

入推进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邓媚 , 赖婷 , 罗春兰 .广东省技术市场发展面临的挑

战与解决对策 : 基于技术合同交易数据分析 [J].科技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 2020, 4(1): 11-17.
[2] 吴志萍 , 王旖琪 . 基于技术合同分析的科技成果转化

对策研究 [J].科技与创新 , 2020(22): 56-58.
[3] 邓少慧 , 黄何 .我国技术市场发展的政策体系、特征

分析与对策建议 [J].科技和产业 , 2020, 20(9): 45- 50.
[4] 边钰雅 , 王博 , 杨硕 .吉林省技术市场发展策略研究

[J].海峡科技与产业 , 2020, 33(11): 30-32.
[5] 姜慧敏 , 崔颖 .基于技术合同分析的我国技术交易发

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J].科技管理研究 , 2018, 38(19): 
31-37.

[6] 张明倩 .高校科技成果供给和转化特征探讨 : 基于

2017-2019年技术交易数据对比分析 [J].中国高校科

技 , 2020(9): 91-93.
[7] 王珺 , 王宏伟 , 姜江 .国内外技术交易市场法律法规

对比 [J].科技导报 , 2020, 38(24): 77-91.
[8] 段青英 .关于推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智慧化发展

的建议 [J].前进论坛 , 2020(6): 31, 43.
[9] 连桂玉 , 李龙孝 , 王超 .对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

思考 [J].质量与市场 , 2020(20): 94-96, 99.
[10] 张亚萍 , 朱录 , 胡兰丽 .技术市场对重大科技创新影

响的实证分析 : 技术输出与技术吸纳视角 [J].科技进

步与对策 , 2020, 37(19): 24-31.
[11] 温雯 .我国技术合同法律风险研究 [D].成都 : 西南交

通大学 , 2018.
[12] 李德胜 .遵从技术流动规律 , 促进高校和研究所技术

流动 [J].高科技与产业化 , 2010(8): 114-116.
[13] 任龙 , 姜学民 , 傅晓晓 .基于专利权转移的中国区域技

术流动网络研究[J].科学学研究, 2016, 34(7): 993-1004.
[14] 张思玮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 “越聚集 , 越发光”[J].科

技传播 , 2020, 12(22): 13-14.
[15] 黄斌 , 胡峰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五大产业值得关注 [J].

张江科技评论 , 2019(1): 6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