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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的发展，以陕西省 2008—2020 年出台的 36 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样本，采用

Nvivo分析工具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影响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条件及其组态效应，提出相应的政

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影响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工具有 8 个。（2）政策工具组态效应表明：一种政策工

具难以决定科技成果转化效果；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在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果上发挥关键作用；财政金融支持政策

工具和科技创新政策工具一般搭配使用。建议未来制定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应重视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的使用，

注重政策工具组合使用，重视强化人才培养和政策实施保障政策工具使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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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Shaanxi 
Province, taking 36 relevant policies from 2008 to 2020 as samples, Nvivo analysis tool and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were use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policy conditions and configuration effects 
of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The results show that: (1)There are eight policy instruments aff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 
achievements in Shaanxi; (2)The configuration effect of policy instruments shows that one policy instrument 
cannot have an absolute influ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 achievements; fis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policy 
instruments play an essential part in boosting the transformation effect of S&T achievements; fis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policy instruments and S&T innovation policy instruments are generally used togethe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haanxi Provinc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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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建设创

新型省份与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陕西省颁布了

一系列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与机制为中心的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和规定，促使科技创新

带动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日益突出，多项工作活动

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陕西省从“科教大省”升

华成“科技强省”，仍然面临着基础研究薄弱、

科技成果转化不够等挑战。营造良好的科技成果

转化氛围与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都需科技成果

转化政策的保障。那么，什么样的政策工具会对

陕西科技成果转化效果产生影响？政策工具之间

的组态效应是什么？这既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

现实问题，也是促进科技研究发展的科学问题。

然而，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某

种政策工具的单独使用，鲜有研究多种政策工具

之间的相互影响，难以正确反映政策组态效应。

因此，本文以陕西省 2008—2020 年出台的 36 项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样本，采用Nvivo分析工具

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影响陕西科

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工具及其组态效应，希望能为

优化陕西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单个政策工具对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影响的相

关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影响科技成果转化

效果的政策工具的研究主要有四大类，即金融支

持、税收优惠类政策工具，成果认定、明确产权

归属类政策工具，扶持专门机构建设类政策工

具，鼓励培养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类政策工具。

（1）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类政策工具。廖晓

东等 [1]提出美国政府在研发过程中的税收政策并

不局限于研发阶段，对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企业

也提供税收优惠。赵睿等 [2]研究表明对科技成果

转化实行财政扶持能够有效地推动当地科技成果

转化。唐青青 [3]研究发现，广西在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方面也非常重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手段。付

震宇等 [4]通过对国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条款的对

比，认为对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完善有显著正向影

响的有税收抵免、风险控制等政策。陈红等 [5]研

究发现，政府金融支持可以提升公司在市场上的

名望，从而可以帮助公司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进程。

（2）成果认定、明确产权归属类政策工具。

Dirk等 [6]研究发现，以立法方式对大学科研人员

利用政府出资的专利权进行保护，有利于推动大

学科技成果转化。蒋兴华等 [7]对我国科技成果转

化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在成果评价、技

术认定、市场对接等问题上应出台相应政策的建

议。葛章志 [8]认为科技成果产权制度的改革在科

技成果转化中起到了推动作用。钟卫等 [9]研究发

现，通过改革个人收益权能够激发科研工作者投

身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积极主动性。

（3）扶持专门机构建设类政策工具。谢黎

等 [10]强调运用建立成果转化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

机构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果。郑月圆等 [11]认

为，优化服务供给对于提高大学生科技成果转化

效果有重要作用。龚敏等 [12]研究提出，科技成果

转化服务机构可以对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或

学术价值作出公正合理的点评。Ankrah等 [13]研究

发现，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一些必要的设备与信

息能够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获得，从而增

加转化的成功率。

（4）支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类政策工具。

李美桂等 [14]研究发现，当前试点的双创示范基地

可以高效推动校企合作和产业创新，解决当前成

果转化部分环节中存在的生产与需求匹配、制度

policy should emphasize the use of financial and fiscal support policy tools, focus on the combined use of policy 
tools, and emphasize the strengthening of talent train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 ensur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of S&T achievements, policy instruments, configuration effect, Nvivo, 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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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与政策支持等问题。乔为国 [15]发现，通过创

设双创基地、增加高校院所的交流合作、激励技

术人员自主创业能够显著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袁

传思等 [16]总结分析了高校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情

况，发现一些鼓励高校以专利作价方式投资新企

业的政策能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1.2 多种政策工具对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影响的相

关研究

在以往研究中，有研究人员主张科技成果转

化政策里包含的各种政策工具总是共同作用于科

技成果转化效果，并不是各种政策工具各自产生

作用。杜宝贵等 [17]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深入研究

了我国 22 个省份的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政策文

件，研究结果表明配套使用服务组织建设、收益

分配和政府采购 3 种政策工具，能够提高科技成

果转化效果。付震宇等 [4]采用量化文本资料对比

分析了国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条款，发现将一些

法律条款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组织服务配套使用

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科技成果转化。隆云滔等 [18]从

科技成果转化的各种方式入手，归纳出我国高校

需要加强专利营销、人才培养和资源共享平台建

设，重视技术需求。方齐等 [19]基于整合视角用

QCA法，研究了政策供给和政策协调对科技成果

转化成效的影响。

1.3 文献述评

上述研究主要阐述了某种政策工具对于科

技成果转化效果能够发挥的作用。尽管也有学者

意识到了政策组合的重要性，并开展了相应的研

究，但是在当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工具的定性比

较分析的研究中，存在虚拟变量的赋值导致现有

研究不够客观等问题。如使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

析法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工具的组态效应进行分

析时，仅由二元虚拟变量对条件变量进行度量，

且由人工读取政策文本进行主观判断，使条件变

量的度量过于主观；不加修改地运用以往学者归

纳总结的国外相关政策工具作为影响我国科技成

果转化的政策工具，导致条件变量的关键词确认

不够清晰。

因此，本文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和模糊集定

性比较分析法，结合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实际，

系统全面地进行量化政策文本的工作并分析各个

政策工具的组态效应。首先，对政策文本深入分

析，得出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的主题；然

后，将各主题进行归纳，得到 fsQCA分析的条件

变量；最后，分析得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工具的

不同路径，对政策工具进行组态效应分析。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中，现有研究多采用单

一的Nvivo或Ucinet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

虽然可以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中提取相关主

题，揭示各个主题的关联，可是运用单一的分析

软件很难从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情况或者各个政

策工具间的组态效应对科技成果转化效果的作用

进行有深度的分析。因此，配合使用质性分析与

定性比较分析对政策文本和主题词进行分析，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解决条件变量选取和测量过程中

存在的片面性和主观性问题，并对科技成果转化

政策工具的不同路径进行深入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Nvivo 12 质性分析软件对政

策文本进行关键词及其词频搜索，得到词语云

图、矩形树状结构图和每个关键词的覆盖率，并

对各主题进行分析；然后采用适用于结果变量与

条件变量均是连续取值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进行组态效应研究。

2.2 样本选择

由于政策效果通常存在 2 ～ 4 年作用的滞

后性，本文以 2008—2020 年作为政策文本选取

的样本窗口，查阅陕西省相关政府网站，收集到

2008—2020 年陕西省级及市级出台的共 36 项科

技成果转化政策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如《陕西

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陕西省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这些政策文本主要涉

及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服务平台建设、鼓励企业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

得税收优惠等与科技成果转化强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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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变量的确定

2.3.1 结果变量的确定

本文将科技成果转化效果作为结果变量。以

往研究常采用科技成果转化率来客观地反映科技

成果转化效果 [17]。科技成果转化率，即为实现增

强现实生产力的目的，而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

过程中所出现的存在实际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

开展一系列的试验、商业化等活动直至产生新的

东西，出现新的产业等活动在全部科技成果中所

占的比例 [20]。然而，当前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

科技成果转化率的计算方法，所以本文运用“技

术合同市场成交额”这一比较常用的指标来度量

结果变量 [21]。

2.3.2 条件变量的确定

本文利用Nvivo 12 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量

化分析获得政策文本主题，对各主题即在政策文

本中出现特别频繁的内容，进行归纳后得到条件

变量，并运用 fsQCA软件对其展开分析。通过

质性分析软件中的文本搜索和词频统计工具，对

2008—2020 年陕西省出台的 36 项省市级层面的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进行文本关键词及其词频

搜索，得到词语云图 1 和矩形树状结构图 2。词

图 1 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词语云图

图 2 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矩形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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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中字体字号的大小以及矩形树状结构图中关

键词所占区域面积的大小表示这个词在政策文本

中使用频数的多少。在词语云图中的字体越大，

则在矩形树状结构图中占据的区域越大，表明它

在政策文本中的使用频率越高，政府对其越重

视。由图 1 和图 2 可知，科技、企业、创新、成

果、技术、转化、支持、建设、服务、金融等词

汇是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中反复出现的

主题关键词，说明陕西省及市政府对其进行了强

调并给予了高度关注。

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整理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所需要运用到的不同政策工

具，并按照在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所出现

的不同主题和主题特征词的情况，本文总结得到

如下 8 个条件变量：一是科技创新，主要与“科

技”“创新”“转化”相关；二是财政金融支持，

主要与“奖励”“金融”“投资”“资金”相关；

三是中介服务机构，主要与“成果”“转移”“服

务”“中心”相关；四是人才培育，主要与“科

学技术”“人才”“培育”相关；五是科技研发，

主要与“研发”“研究中心”“基础”相关；六

是政策实施保障，主要与“政策”“建设”“建

立”“统筹”“实施”“引导”相关；七是市场导

向政策，主要与“知识”“产权”“市场”相关；

八是产学研合作，主要与“企业”“高校”“院

所”“合作”相关。综上所述，在条件变量的归

纳中，并未涉及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主题，表明

陕西省现行的税收优惠制度还不够健全。只有

6%左右的税收优惠政策工具出现在陕西省科技

成果转化政策中，这也是为什么在词频搜索和文

本关键词中，并未特别凸显税收优惠的一个重要

原因。归纳结果见表 1。

3 研究过程与结果

3.1 结果与条件变量的测量与校准

3.1.1 结果与条件变量的测量

（1）结果变量

本文结果变量用陕西省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

来测量。参考杜宝贵等 [22]的研究，选择 2010—
2022 年陕西省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来衡量陕西省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综合实施效果。

（2）条件变量

利用Nvivo 12 中文本搜索查询功能对表 1 归

纳的 8 个条件变量在政策文本中的覆盖率进行查

询，以了解主题出现在政策文本中的情况。在获

得政策文本中条件变量的覆盖率之后，将同一个

条件变量中的主题覆盖率相加，求出平均数，获

得政策文本各条件变量的平均覆盖率，计算结果

见表 2。从条件变量覆盖率的结果来看，在陕西

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频繁出现的有科技创新支

持、中介服务机构、人才培养和产学研合作，这

些内容在陕西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中占比较

多。其中，科技创新支持最为突出，中介服务机

构和人才培养次之，说明从 2008 年到 2020 年陕

西省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开始强调如何激发科学

研究工作者主动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并开

始关注中介服务机构和科研人员培养对科技成果

转化的影响。

3.1.2 变量的校准

校准各变量的原始数据是后续必要性检验和

表 1 归纳结果

条件变量 条件变量归纳

A 科技创新

B 财政金融支持

C 中介服务机构

D 人才培养

E 科技研发

F 政策实施保障

G 市场导向政策

H 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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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分析的前提。通常地，校准分为直接校准与

间接校准。本文选用直接校准，并设定适宜的校

准点（通常称作锚点），即完全不隶属点、交叉

点和完全隶属点。本文参照Zsófia 等 [23]和张玉华

等 [24]的研究，将科技创新（A）、财政金融支持

（B）、中介服务机构（C）、人才培养（D）、科技

研发（E）、政策实施保障（F）、市场导向政策

（G）、产学研合作（H）以及技术合同市场成交

额（I）等 9 个变量分别以 10%分位数、50%分

位数、90%分位数进行校准。其校准结果见表 3。
3.2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必要性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s）即验证

某个条件的存在是否会直接导致某个结果的出

现。如果某一条件是必要条件，表明这个条件的

出现必然会造成某一结果的出现 [25]。本文把条

件变量的原始数据导入 fsQCA软件进行必要性分

析，以检验前因条件对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结果

是否存在关键作用。必要性分析结果见表 4。由

表 4 可知，所有自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本文设定

的阈值 0.9，表明一个政策工具难以显著影响科

技成果转化效果的好坏。配套使用两种及以上的

政策工具对科技成果转化效果有明显的积极作

用，故后文将对政策工具的组合作用展开深层次

的研究。

表 2 条件变量的覆盖率

年份
条件变量

科技创新A 财政金融支持B 中介服务机构C 人才培养D 科技研发E 政策实施保障F 市场导向政策G 产学研合作H

2008 0.550 0 0.742 5 0.495 0 0.330 0 0.660 0 0.660 0 1.320 0 2.970 0

2009 1.506 7 0.193 3 0.472 5 0.220 0 0.150 0 0.510 0 0.290 0 0.365 0

2010 0.695 0 0.255 0 0.315 0 0.315 0 0.190 0 0.319 0 0.130 0 0.420 0

2011 0.260 0 0.116 7 0.180 0 0.083 3 0.153 3 0.373 3 0.093 3 0.115 0

2012 1.015 0 0.344 0 0.372 5 1.160 0 0.173 0 0.235 0 0.117 0 0.605 0

2013 1.840 0 0.150 0 1.123 0 0.716 7 0.310 0 0.736 0 0.995 0 0.687 5

2014 1.337 5 0.210 0 0.753 3 0.780 0 0.380 0 0.493 0 0.403 3 0.642 5

2015 1.535 0 0.346 0 0.272 5 0.420 0 0.833 3 0.626 0 0.513 3 0.325 0

2016 1.945 0 0.482 0 0.662 5 0.286 7 0.310 0 0.393 3 0.273 3 0.572 5

2017 1.160 0 0.446 0 0.655 0 0.173 3 0.190 0 0.471 7 0.200 0 0.612 5

2018 1.990 0 0.634 0 0.995 0 0.233 3 0.113 3 0.256 7 0.160 0 0.420 0

2019 1.497 5 0.364 0 0.322 5 1.393 3 0.130 0 0.261 7 0.163 3 0.520 0

2020 0.700 0 0.526 0 0.412 5 0.260 0 0.253 3 0.275 0 0.223 3 0.502 5

平均

覆盖率
1.233 0 0.370 0 0.541 0 0.490 0 0.295 9 0.431 3 0.375 5 0.673 7

表 3 变量校准结果

变量
锚点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条件变量

科技创新A 0.579 0 1.337 5 1.924 0

财政金融支持B 0.158 9 0.346 0 0.612 4

中介服务机构C 0.281 0 0.472 5 0.946 7

人才培养D 0.182 6 0.315 0 1.084 0

科技研发E 0.134 0 0.190 0 0.604 0

政策实施保障F 0.257 7 0.393 3 0.653 2

市场导向政策G 0.119 6 0.223 3 0.898 7

产学研合作H 0.333 0 0.520 0 0.678 5

结果变量 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 I 230.256 2 802.788 7 2 181.4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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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

识别核心与边缘条件是条件组合充分性分

析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比中间解和简约解的

结果来获得各条件组合，并将一致性阈值和频

数阈值设为 0.8 和 1。核心条件表示这个变量在

中间解和简约解中都会存在；边缘条件表示这个

变量在简约解中不存在。表 5 和表 6 显示了影响

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效果的各个政策工具的组态

结果。

3.3.1 实现陕西省高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

条件组合

由表 5 可知，有 4 种条件组合可以达到促

进陕西省高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的目标，总体一

致性为 0.981 779。4 个不同组态路径的一致性值

分别为 0.975 758、0.963 336、0.971 264 和 0.945 
614。4 种条件组合均高于 0.9，表明本文所有影

表 4 必要性分析结果

自变量
I ～ I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A 0.688 732 0.707 443 0.496 218 0.527 246

～ A 0.539 750 0.508 777 0.724 660 0.706 594

B 0.749 765 0.750 823 0.465 961 0.482 683

～ B 0.483 412 0.466 687 0.759 455 0.758 423

C 0.615 023 0.650 554 0.475 189 0.519 947

～ C 0.546 166 0.501 509 0.680 635 0.646 501

D 0.572 770 0.599 902 0.587 141 0.636 125

～ D 0.652 582 0.604 435 0.630 711 0.604 290

E 0.608 764 0.612 502 0.617 398 0.642 576

～ E 0.644 757 0.619 642 0.627 685 0.624 004

F 0.507 199 0.507 914 0.671 710 0.695 816

～ F 0.696 244 0.672 156 0.524 962 0.524 248

G 0.527 543 0.580 107 0.586 989 0.667 699

～ G 0.697 809 0.620 253 0.630 862 0.580 053

H 0.626 291 0.599 820 0.570 499 0.565 198

～ H 0.546 009 0.551 359 0.596 067 0.622 630

表 5 高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的条件组合

条件变量
条件组合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A ● U ● ●

B ● ● ● ●

C ● U U ●

D U U ● U

E U ● U ●

F U U U ●

G U ● U ●

H U U ● ●

一致性 0.975 758 0.963 336 0.971 264 0.954 614

原始覆盖度 0.251 956 0.164 476 0.211 581 0.197 496

唯一覆盖度 0.123 631 0.072 144 0.105 008 0.069 014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81 779

总体解的覆盖度 0.505 947

注：●和U表示核心条件，●和U表示边缘条件，黑色实心圆表示条件存在，U和U表示条件不存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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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低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条件组合

条件变量
条件组合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A U U ● U

B U U U ●

C U U ● ●

D U ● U ●

E U ● U ●

F U U ● ●

G U U ● ●

H U U U ●

一致性 0.945 325 0.909 166 0.958 018 0.943 977

原始覆盖度 0.261 573 0.166 566 0.172 617 0.152 950

唯一覆盖度 0.090 772 0.022 996 0.066 717 0.078 669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63 600

总体解的覆盖度 0.440 545

响因素的组态满足一致性条件，总体解的覆盖度

为 0.505 947，说明 4 条组态能够解释本文的研究

样本中 50.6%的案例。

由表 5 可知，科技创新（A）、财政金融支持

（B）和产学研合作（H）是促成科技成果转化的

核心条件，是决定陕西科技成果转化效果的关键

因素。中介服务机构（C）、人才培养（D）、科

技研发（E）、政策实施保障（F）、市场导向政策

（G）在 4 种组态路径中作为辅助因素与科技创新

支持、金融支持和产学研合作 3 种政策工具共同

发挥作用，实现一样的科技成果转化目标即高技

术市场合同成交额。

在组态 1 中，科技创新和财政金融支持政策

工具的使用发挥了核心作用，中介服务机构的存

在可以帮助解决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一些专业

化问题。说明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科技创

新与金融创新互相影响，两者共同作用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进程。陕西省作为科教大省，大多数科

技成果转化都是关于尖端技术、财政税收、金融

资本、价值评估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在整个生

态链的各个环节中都需要专业化的中介服务机构

的帮助。使用中介服务机构政策工具能够推进市

场建立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机构，加

强高校科研工作者对市场需求在科技成果转化中

重要性的认识，缓解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需求

和产出错位的问题，最终取得良好的科技成果

转化效果。由表 5 的原始覆盖度可知，约 25.2%
的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案例可以被此路径

解释。

在组态 2 中，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的使用

发挥了核心作用，科技研发和市场导向政策发挥

了辅助作用。组态 2 可解释为当金融支持政策工

具存在时其他条件对于高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而

言无关紧要。这个组态表示，跟其他条件相较而

言，财政金融支持对科技成果转化能够产生关键

性的积极影响，在财政金融支持相关政策存在的

条件下，既能有效地解决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中

资金不足的问题，又能为发展金融资本投资注入

新的生机，从而实现陕西省高技术合同市场成交

额的目标。在此组态下，当存在财政金融支持条

件时，其他条件对于高技术市场成交额而言无关

紧要，这意味着财政金融层面对科技成果转化过

程的支持能够有效破除人才培养、政策实施保障

等条件对地方政府提高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制

约。由表 5 的原始覆盖度可知，约 16.4%的陕西

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案例可以被此路径解释。

在组态 3 中，科技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和产

学研合作政策工具的使用发挥了核心作用，人才

培养的存在发挥了辅助作用。对于提高科技科技

成果转化效果这一议题，充足的科技创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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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和深度的产学研合作可以冲破缺乏政策

实施保障的限制，使科技成果转化达到高技术

合同市场成交额的目标。由表 5 的原始覆盖度可

知，约 21.2%的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案例可

以被此路径解释。

在组态 4 中，科技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和产

学研合作政策工具的使用发挥了核心作用，中介

服务机构、科技研发、政策实施保障和市场导向

政策的存在发挥了补充性的作用。在科技创新、

财政金融支持、产学研合作拥有较高水平的条件

下，当科技成果转化问题上的人才培养不足时，

在中介服务机构、科技研发、政策实施保障和市

场导向政策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也能够迅速调

整问题解决方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果，达到

高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目的。由表 5 的原始覆

盖度可知，约 19.7%的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案例可以被此路径解释。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识别各个条件之间的关

联关系。财政金融支持在组态 1、组态 2、组态

3、组态 4 中都存在，说明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工

具对陕西省高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至关重要，是

实现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高成效的关键性核心条

件。对比组态 1 和组态 2 发现，在财政金融支持

存在的情况下，科技研发和市场导向政策的辅助

作用可以弥补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缺失，同样可以

实现高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目标。在组态 3 和

组态 4 中，都以科技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和产学

研合作为核心条件，这 3 个条件可以构成解释结

果产生的充分条件，但其他政策工具对结果变量

的影响并不明显。

3.3.2 导致陕西省低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

条件组合

本文还考察了产生陕西省低技术市场成交额

的条件要素。经过软件分析，得出导致陕西省低

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组态路径有 4 条，如表 6
所示。组态 1、组态 2、组态 3 都呈现出财政金

融支持和产学研合作条件缺失的特征；组态 1 和

组态 2 则呈现出科技创新支持、财政金融支持和

产学研合作条件缺失的特征。通过 4 条路径的对

比发现，科技创新支持、财政金融支持和产学研

合作条件的缺失会导致低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陕西省 2008—2020 年出台的 36 项科

技成果转化政策为样本，采用Nvivo分析工具和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了影响陕西省

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工具及其组态效应，得到以

下研究结果。

（1）影响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工具有

8 个，分别是科技创新、财政金融支持、中介服

务机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政策实施保障、

市场导向政策和产学研合作。

（2）政策工具组态效应表明：①财政金融支

持在高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 4 条组态路径都存

在，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而实现高技术合同市

场成交额的必不可少的核心条件。在组态 1、组

态 2、组态 3 的组态路径中以核心条件缺失的形

式存在，说明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在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②当政策工具

在高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的组态路径中以核心条

件的形式出现，或在低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组

态路径中以核心条件缺失的形式出现时，这个政

策工具可实现高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由表 5 和

表 6 可知，“科技创新支持”“财政金融支持”和

“产学研合作”是影响结果变量的关键性政策工

具。 ③“人才培养”和“政策实施保障”在高技

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组态路径中，有 2 种路径是

以核心条件缺失形式存在，表明“人才培养”和

“政策实施保障”在高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的组

态路径中，其作用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人

才培养”政策工具缺乏明确涉及高水平的职业化

培养体系，即如何针对不同领域科技成果转化进

行人才培养，而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人才培养

主要依靠短期培训；由于“政策实施保障”没有

确保所有的政策工具都落到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

的各个环节中，陕西省科技成果在转化过程中

“夭折”或延迟了创新发明的时滞等。因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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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和政策实施保障并不是目前陕西省科技成

果转化政策中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4.2 对策建议

（1）注重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的使用。充

分发挥多元化财政金融支持工具对科技成果转化

的扶持作用，完善财政金融的服务体系 [26]。在高

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条件组合中，财政金融支

持政策工具总是以核心条件的形式存在。其中，

组态 2 表明，即使在人才培养和政策实施保障

政策工具缺失的情况下，较高程度的财政金融支

持也是提升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途径。财政金

融支持的政策文本内容的重点在于激励科研工作

者、财政金融资金的利用效率、引导财政金融资

源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环节等。

这些关于财政金融支持的文本内容有利于推进陕

西省科技成果转化进程；文本内容的部分条款明

确解释了奖励方向，激励成效最好，有利于增加

科研人员创新创造的主动性，提升陕西省科技成

果转化效果，从而增加技术合同市场成交总额。

（2）在制定政策时，注重政策工具组合运

用。对条件的必要性分析可知，8 个前因条件都

不存在某种单一政策工具能够影响科技成果转

化效果，并且金融支持和科技创新政策工具出现

在高技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 4 种组态路径中，同

时在 3 条路径中存在这两种政策工具，说明财政

金融支持和科技创新应该配套使用。如“科技创

新”的主要内容是“科技创造和创新的价值实

现”，它的直接作用是促进科技与应用创新之间

的良性互动，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加速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而

“财政金融支持”是指“资助的方式和金额”，这

与“科技创新”的内涵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

的，两者共同阐述了“在成果转化的各个环节

中，怎么处理好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之间的关

系，应该用多少资金及采用何种方法来解决各个

环节中的堵点”这一问题，所以这两种政策工具

可以相互配合使用。在政策制定时，统筹配套政

策工具的运用，即在运用财政金融支持和科技创

新的同时还可以结合产学研合作一起使用，在今

后制定和执行政策工具时需要注重将政策工具组

合运用，将愈加有利于达到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

果的目标。因为科技成果转化受区域差异影响较

大、实际情况错综复杂，所以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工具的设计和组合的不同，会使得科技成果转化

效果产生较大差异，所以其他省份地区应根据自

身情况，不断发掘新的适合本地区科技成果转化

发展的政策工具，并将不同的政策工具加以组合

以适应本地区发展的特点。

（3）重视强化人才培养和政策实施保障政

策工具使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观察陕西省

2008—2020 年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文本发现，人

才培养和政策实施保障的内容不断地出现在这 13
年的政策文本中，但都没有较大的不同。在高技

术合同市场成交额的 4 条组态路径表明，人才培

养和政策实施保障这两种政策工具对于科技成果

转化效果好坏产生的作用不是特别突出，但在实

践中却是不可缺少的两种政策工具。因此，在人

才培养政策方面，需要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特

点和需求，针对不同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的特点，

在人才培养政策中将多种激励方式结合使用，如

奖学金、科研项目支持、职位晋升、完善的成长

规划等有针对性的条款内容，对人才进行培养；

在政策实施保障方面，需要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

转化政策监管机制，确保政策的执行效果，如政

府可以通过设立政策执行部门，加强对科技成果

转化主体的监管和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政策执

行过程中的问题，为政策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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