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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价值共创理论，探究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的价值共创过程并提出实现机制，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研究发现：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中，政府是价值推动者，高校院所、企业是价值创造者和价值共创者，科技中

介机构是价值编排者，在价值共创中发挥独特作用；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的过程经历了“孵化—增值—产

出”3个阶段，各阶段不同主体在积极互动与资源交互中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文化价值；为

了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的价值共创，从多元主体协同、供需融合发展、创新中试、利益分配等4个方面提出实现

机制与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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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value co-cre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value co-creation process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and puts forward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mong the multiple subje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the 
government is the value promoter, the universities,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are the value creators and co-
creators,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termediaries are the value arrangers, playing a unique role in the 
value co-creation. The process of multi-subject value co-cre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cubation, value-added and output”. In each stage, different 
subjects realize the scientific, techn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through active interaction and resource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value 
co-cre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specific measures are proposed from four aspects, namely, the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upply and demand, the pilot innov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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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科技成果转化作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科技进步支撑经济发展

的关键所在 [1]。近年来，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如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

从法律法规、配套细则等方面全方位保障了科技

成果的有效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具有复杂

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等特征，不仅包含研究开

发、产品化、商品化和产业化的多阶段性，还涉

及政府、高校院所、企业、科技中介机构等多元

主体。不同的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

同的责任，通过主体间的有序互动及资源交互可

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及其价值流动。然

而，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的问题仍然突出，

究其原因是由于科技成果转化主体间沟通不畅、

缺乏合作，未形成合力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因

此，如何有效协同多元主体、整合科技资源，实

现科技成果转化价值最大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

重要现实问题。为此，本文基于价值共创理论，

分析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在价值共创中的角色

和作用，分阶段探究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价值

共创的过程，提出实现机制，以期加强主体协

同，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1 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表述是“技术转

移（Technology Transfer）”“技术创新（Technol-
ogy Innovation）”，更多地关注于科技成果转化

的机制、障碍、战略等。如Robertson等 [2]提出

内部研发、合作开发、市场契约 3 种企业科技成

果转化的合作机制，Fellenzer[3]以美国国防部宇

航项目商业化为例，研究发现其组织障碍在于混

乱的激励体系、坚固的网络防范且为历史先例；

Carlsson[4]通过研究美国大学的技术转移，发现美

国大学技术转移的成功取决于技术转移办公室的

性质、周围社区的接受程度，以及大学自身的文

化、组织和激励机制。国内学者对科技成果转化

的模式与效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

等方面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然而，科技成果

转化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和系统性，往往需要政

府、高校院所、企业、中介机构等多元主体的共

同参与。现有关于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研究，多

集中于某一主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

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运行模

式、绩效评价、法律政策等。汪小梅等 [5]从内部

资源条件、科研投入、科研产出、宏观环境认知

等 4 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科研院所的科技成

果转化能力进行多目标综合性评价；晏文隽等 [6]

围绕创新链高效贯通成环的关键瓶颈，研究数字

技术赋能创新链的突破路径，提出重塑企业价值

链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的机制，即数字技术赋

能挖掘价值链前向一体化、提升价值链品质、拓

展价值链向后一体化；姜春等 [7]通过对江苏省南

京市 24 所高校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

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高校传导阻滞的影响因

素及传导机制，并提出反阻滞策略。还有学者认

为多元主体协同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

径。如李亚平等 [8]从知识管理视角分析科技成果

转化的主体构成、互动理念和功能及其基本路

径有助于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效益；王生林

等 [9]针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构建协同互动

三角型，提出宏观调控机制、供求均衡机制、市

场需求导向机制、农业科研合作机制、信息传递

机制，强化各主体间的协同效应；张浩凌 [10]基于

场域理论视角研究，探索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

主体构成、知识生产方式、产品形成特点、主体

间的博弈关系和规则；刘永千 [11]通过对上海 204
家企业、中介、高校院所、政府机构的问卷调查

与数据分析，深入探讨四主体在科技成果转化中

的作用机制与改进方向。由此可见，已有文献对

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相对全面且成熟，对于科技

成果转化主体的研究也已形成一定的基础，为本

文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价值共创奠定了研

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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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共创理论于 21 世纪初提出，近年来受

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热议，形成了基于消费者

体验的价值共创理论、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

共创理论、基于顾客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理论 3
种代表性理论分支，主要应用于生产领域、消费

领域、虚拟品牌社区等 [12]。在服务主导逻辑基础

上又先后扩展出服务逻辑、服务科学、服务生态

系统等价值共创理论，服务科学、服务生态系统

将价值共创的主体从二元关系拓展至多元关系。

Vargo等 [13]认为服务生态系统视角的价值共创强

调的是复杂网络下多元参与主体基于各自价值主

张，通过制度、技术和沟通所进行的价值共创活

动；Agrawal等 [14]提出农村健康保险活动中政府、

保险公司、医生、技术服务提供商、贫困线以下

的家庭等 5 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共创模式；王昊

等 [15]以小米生态系统为例，构建多利益相关者

价值共创机制的分析框架，并将其拓展至一般情

景。在创新系统中，主体间能够通过互动、开放

创新与资源共享实现价值共创。如万骁乐等 [16]基

于“协同创新”与“多元融资”2 条脉络，经过

界定价值共创系统主体、分析价值共创系统功能

与特征、探究价值共创机制等步骤，提出“核心

企业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海洋牧场多主体价

值共创系统。而科技成果转化是一种以市场为导

向的创新活动、价值活动，具有政府引导、企业

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特征 [17]。鉴于此，本文将

引入价值共创理念，探究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

的价值共创过程和实现机制，以进一步丰富科技

成果转化多元主体关系的研究，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2 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的过程

科技成果转化的多元主体是指参与科技成

果从“潜在价值”到“现实价值”转化全过程

的各个主体，包括政府、高校院所、企业、科

技中介机构等。政府能够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重

要的法律、政策等制度环境，是价值推动者；高

校院所、企业分别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供给方、需

求方，是价值创造者和价值共创者；科技中介机

构是科技成果转化价值形成的介质，是价值编排

者。各主体属于A2A（actor-to-actor）导向的复

杂、动态网络互动关系。以科技成果转化链为线

索，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价值共创过程可分为

研究开发、产品化、商品化和产业化 3 个阶段。

从共创价值孵化到共创价值增值再到共创价值产

出，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价值共创主体围绕科技

成果转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对话与合作，在多元主

体的积极互动与资源交互中实现价值共创。具体

过程见图 1。
2.1 共创价值孵化过程

在研究开发阶段，多主体价值共创形式主要

是以高校院所为核心的信息传递，包括科技资源

共享、市场信息传递、研发补助等内容，采用合

作的方式精准对接资源，共同孵化价值，为科技

图 1 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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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价值碰撞与融合打好基础。

在科技资源共享方面，高等院校与科研院

所通过建立资源共享平台、签订资源共建共享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等，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营造良

好创新生态。此外，产学研合作加速了科技资源

在高校院所与企业间的流动，为新产品的研发

创造了条件，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

展；科技园打破了政府、高校院所、企业间的壁

垒，组成产品研发及成果转化的有机体，共同为

提升创新能力而奋斗。在市场信息传递方面，企

业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分析产品、渠道、消费

者等市场信息，并将其对接给高校院所，从源头

上提高科技成果的市场导向性与技术成熟性 [18]；

经过企业和高校院所的双向沟通，对科技成果研

发的合作方式、责任划分、利益分配等方面达成

一致，提高双方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动性。在

研发补助方面，高校院所对接来自政府的财政资

源，如政府以科研经费、专项基金、研发补贴等

多种形式资助高校院所的研究开发活动。此外，

为激励企业研发活动，自 1996 年起实施研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不断加大适用范围、扩大

适用主体、提高加计扣除比例等，财政、税务、

科技 3 个部门形成了良好的政策落实机制。

2.2 共创价值增值过程

在产品化阶段，多主体价值共创形式主要是

科技中介机构引导下的动态信息交互，包括中介

服务体系构建、中试基地（平台）建设、政策环

境优化等内容，多元主体在研究开发阶段积蓄的

科学价值基础上，在科技中介机构的推动下，对

科技成果进行熟化处理和工业化考验，共同实现

价值增值。

在中介服务体系构建方面，一是建库搭台，

建立科技成果项目库、开展科技对接活动，促进

科技成果寻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充分发挥专业

化的技术转化咨询能力和风险规避能力；二是服

务企业，为企业提供成果转化、知识产权、投融

资等多项服务，增强科技成果转化需求方承接能

力；三是建强队伍，培养专业化技术经纪人，增

加链接科技成果和市场之间重要桥梁和纽带的人

才队伍厚度。在中试基地（平台）建设方面，不

断完善工程技术开发中心、大学科技园等中试基

地建设，并加快技术市场建设，将科技成果、企

业、市场有效整合，从而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

化。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批

量生产的“中试”环节是整个科技成果转化过程

中最薄弱的环节，主要是因为高校院所自身生产

条件有限，无力“中试”；企业对开发的研究成

果没把握，不敢 “中试”。在政策环境优化方面，

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土地使用、技术认定、市

场准入、金融税收等举措可以给予科技成果产品

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为成功进入下一环节奠定

基础 [19]。

2.3 共创价值产出过程

在商品化和产业化阶段，多主体价值共创形

式主要是基于企业需求的信息共享，包括信息共

享、市场政策、金融服务、利益分配等内容。在

产品化阶段之后，科技成果正式进入市场，在市

场中进行交易，共创科技成果的经济、社会、文

化价值。

在信息共享方面，技术转移界的“网上商

城”，可以让高校院所全方位地展示自己的科技

成果及技术能力，企业通过选择满足自身需求的

科技成果，并对其投入人财物资源，保障顺利转

化，以此完成科技成果的商品化生产及其对路适

销。同时，高校院所还能根据市场反馈信息继续

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形成闭环。在市场政

策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市场准入政策、政

府采购政策等，加快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进程，服

务于市场和社会的新产业或新技术。如推出运用

保险、信贷等政策支持创新产品的购买；出台机

关事业单位利用财政性资金购买创新产品政策、

国有企业购买创新产品政策。在金融服务方面，

深入开展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采用风险补

偿、后补助、创投引导等多种方式，鼓励金融支

持科技创新发展；鼓励科技企业与银行信贷、科

技保险和资本市场之间形成联动机制，如在新冠

病毒感染疫情期间，银行可以根据企业生产经营

状况推荐“科技成果转化贷”信贷产品，采取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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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额度提高、担保费率降低等优惠政策，有效解

决企业融资难、担保难的问题；成立企业金融辅

导团队，对口帮扶企业，通过调研有针对性地为

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融资方案，满足企业续贷、

增贷、降息等融资要求。在利益分配方面，往往

根据不同的转化方式制定不同的转化利益分配机

制。高校院所还可以自行制定实际操作过程中的

成果收益分配办法，如武汉大学规定在扣除许

可、转让科技成果收入，扣除知识产权申请费、

评估费、税费、专家咨询费、中介服务费等直接

成本后，按照研发团队 70%、二级单位 20%、学

校 10%的原则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

3 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的实现

机制

聚焦当前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主体参与及其

供需对接、利益分配等核心要素，瞄准解决谁来

转、如何转以及转后如何发展的关键问题，加快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制度保障和机制设

计，发挥协调作用。科技成果转化就是解决从实

验室到生产部门这“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将知

识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因此，围绕科技成果

转化多元主体价值共创过程，从多元主体协同、

供需融合发展、创新中试、利益分配等方面提出

实现机制与具体措施，有助于推动各主体组成价

值共创体，共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科学价值、

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科

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的实现机制见图 2。
3.1 多元主体协同机制

科技成果转化在政策协同发力的保障下，多

元主体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科技中

介机构为纽带、高校院所为依托的有序互动局

面，并进行长期有效的资源交互，共同实现价值

共创。

（1）多元主体有序互动是基础。政府、高校

院所、企业、科技中介机构等是科技成果转化的

四大主体，主体之间通过积极互动、密切协作实

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政策目

标。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促进各主体间开

展多方面的合作，如开展交流会、培训班、路演

大赛等，使其更加明确自身的角色和定位，开展

战略合作，使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内部分工更加完

善；高校院所、企业分别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供给

方、需求方，应打通合作通道，坚持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使得科技成果适应市场化发展的需要，

促进科研与市场紧密结合，更大范围地推动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科技中介机构是链接供需双方

的纽带，应受到各方的重视与相关配套政策的扶

持，不断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加强从业人员队伍

建设和服务平台管理等。多元主体形成有序互动

的良好局面，是科技成果转化顺利开展的前提与

基础。

图 2 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的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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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交互是核心。科技成果转化属于科

技资源配置，在多元主体有序互动的基础上，要

积极促其长期有效地进行资源交互，推动各主体

间进行知识、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资源交

流和转化，从而保障科技资源在科技成果转化过

程中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高校院所、企业通

过签订科技成果转化资源共建共享协议、搭建资

源交互服务平台等，帮助科研人员实现科技创新

与企业创办的优势匹配，助力科技成果溢出，赋

能科技成果转化。同时，还要利用当前多样的传

播渠道和传播媒介，大力宣传资源共享的概念，

并号召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实现科技资源共享。

（3）政策协同是保障。科技成果转化涉及

科技、教育、人才、财政、审计等多部门，需科

技、资金、人才、市场、产业等多方面政策的衔

接和互动。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协同发力，

不同的政府部门间要加强交流，协同推进相关制

度和关键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不同的政策要相互

配合，尽量消除政策之间存在的不协调或冲突；

建立政策咨询平台收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

的新问题、新情况，并对此进行解答和反馈，始

终保持政策活力。

3.2 供需融合发展机制

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科技供给

与市场需求对接的过程。通过科技成果信息交流

与共享平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方式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供需融合发展，可以进一步提升多元主体

的协同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化的质量。

（1）建设科技成果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推

动各主体间的有效沟通和互动。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数字技术，搭建集技术供需、成果登记、

中介服务、融资服务、专业人才为一体的科技成

果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允许各主体平等地获取

有效信息，提高供需双方的匹配与对接效率，从

而实现科技成果的价值增值。此外，加强对信息

流动的监管，依法合规地公开数据交易，健全交

易信息披露制度，防止发生损害国家安全及公共

利益的行为。

（2）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协同创新

共发展。国家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出台一系列政

策鼓励和支持产学研合作转化科技成果，推动高

校院所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实现从高校院所向企

业的技术转移，再由企业完成技术成果的经济价

值；加快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不断整合资

源，探索科技、人才、平台、金融等方面合作的

新模式，引导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对企业技术难题

长期稳定地开展研究；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

励，不断深化科技人才评价制度改革，让科研人

员作科技成果的主人翁，促进人才价值的实现，

助推创新成果的转化。

3.3 创新中试机制

中试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环节，对提高科

技成果转化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面对我国科技

成果转化中试环节薄弱的现状，急需创新中试机

制，建立健全中试服务体系以及完善风险投资体

系，充分发挥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之间的

承上启下作用。

（1）建立健全中试服务体系，加强科技成果

中试应用。围绕重点产业、优势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积极搭建中试平台（基地），布局中试

项目，为项目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统一的

中试资源网络平台，将分散的中试资源整合纳入

平台管理，并公开中试资源的分布与使用情况，

推行在线服务，逐步形成跨区域、跨行业的中试

网络服务体系。与此同时，规范中试合作合同，

并明确中试环节中各参与主体的责任与义务，推

动中试合作稳步有序进行。

（2）完善风险投资体系，有效填补中试环

节资金缺口。科技成果中试具有长期性、不稳定

性、高投入、高风险等特点，需要建立多元参与

的投融资体系，促进科技成果中试及转化。首

先，政府应适度放宽政策条件，鼓励各类资本进

入风险投资市场，并制定相应地风险投资管理办

法。其次，企业应摆脱过度依赖政府资金的现

状，寻求多元化投资主体，如民间金融机构、私

募基金、个人资本等，不断拓展资金的来源渠

道。此外，可以建立独立金融企业，服务于科技

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风险投资，在国家的宏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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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尊重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具有市场前

景的科技成果中试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与中试企

业同享利益、共担风险。

3.4 利益分配机制

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分配是必不可少且不容

小觑的重要环节，不断创新利益分配机制，构建

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绩

效评价体系，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价值

共创的持续。

（1）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充分调

动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在科技成果

转化利益分配过程中，应坚持规范合理、分门别

类、各方共赢的原则，按照科技成果转化的不同

形式分别制定成果转化收益的分配方式和比例。

同时，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要充分照顾科技

成果多元主体的各方利益，可以由高校院所自行

根据横向项目结题后的结余经费制定支配办法，

也可以结合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对科技成果转

化作出贡献的人员或团队，按照贡献度予以物质

激励，或在职务晋升、评奖评优等方面予以政策

倾斜。

（2）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营造良好

生态激发创新活力。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科技成果

转化评价的方法，针对不同的项目采取不同的评

价方式，全面科学地评价科技成果转化的科学、

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如对于应用示范

类项目，应注重其集成性、先进性、经济适用

性、辐射带动作用等经济社会效益，更多地偏向

于市场化的评价方式。另外，将科技成果转化绩

效纳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创新能力评

价，细化完善相关的评估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

人员的考核评价，注重从简单量化到深入科技成

果转化过程的评审认定。

4 结语

本文着眼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多元主体，基

于价值共创理论，分析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在

价值共创中各自所承担的角色及其作用，深入探

讨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的“孵化—增

值—产出”过程，提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供需

融合发展机制、创新中试机制、利益分配机制 4
种实现机制。本文的贡献在于从价值共创视角出

发比较系统地分析了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间的

关系及其资源交互情况，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基

础。未来可以针对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价值共

创的影响因素、价值表现等开展更翔实、更深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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