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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技术转移模式的比较》结合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需求，通过阐述全
球创新趋势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战略价值，在系统回顾国内外技术转移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技
术转移的基本过程、方式与模式，并分别介绍、归纳和总结了美国、德国、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等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主要做法和
基本模式，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中外技术转移模式的比较》可供科技成果转化教育和培训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者阅读，也可以供高校
师生，科研机构、政府相关部门的研究者、管理者和决策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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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技术转移的使命①  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技术创新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被创新经济学和世界性的实践所证实。
20世纪初，科技进步因素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贡献率只有25%左右，传统要素（土地、
资本和劳动力）占到75%，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比例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当今发达国家，科技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占到60%以上。
20世纪，人类推出的汽车文化、电子文明、网络文明、生物文明，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
使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发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形态正迈向创新型经济时代。
实践证明，科技进步、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和进步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都一致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技术进步，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其对长期增长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这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根据
，但前提是科技必须转化为物质生产力（李剑和沈坤荣，2009）。
如果科技成果只是束之高阁，那么它最多只是给社会带来了新的知识，而不是带来了物质财富。
将科技的产出或实验室的成果，向市场需求的产品、工艺或服务转换，就是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
。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在学术界和国外相关领域中，一般用“技术转移”
（technologytransfer）表述。
考虑到我国相关政策法规的延续性以及习惯用法，本书沿用“科技成果转化”一词，与“技术转移”
具有基本相同的本质内涵。
另外，本书研究的技术转移并不涉及国际的技术扩散问题。
 尽管在理论上，由社会组织的研发活动产生的技术知识能转化为物质生产力，从而带来社会财富的增
长，但不幸的是，在现实中科技成果向物质生产力的转化却经常呈现出一种“有成果无应用”、“有
转移无转化”和“有转化无效益”的状态。
许多来自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由于应用性差而无法投入生产，或不符合市场需求，许多企业因
此对这些科研成果望而却步，这极大地影响了技术 ①本章作者：何郁冰，柳卸林创新的提升，即国人
常说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复杂的技术，如
卫星和火箭技术，但中国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有学会怎样把科技转化成为现实的经济效益”。
因此，推动科学知识通过技术科学和工程手段转移或渗透于生产领域、形成新的生产力，促进科技成
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文兴吾，2004）。
 进入21世纪，我国明确地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提出要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以期到2020年研发投入
占GDP的比例达到2.5%，并在2020年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在科技投入不断加大的前提下，在对创新的呼唤不断升高的前提下，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任务尤其
迫切。
科技投入是把钱转化为知识，而成果转化与创新，是要把知识再转化为财富，增加人民的福祉。
后者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1.1 加强科技成果转移与转化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
国家开展了一场以提高国家综合科技实力为核心的创新竞赛，知识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以知
识的创造、传播和利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发达国家的GDP中占
到50%以上。
20世纪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许多的新兴产业，是大学研究所发明的结果，如IT产业和生物产业。
而这两个产业恰恰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产业。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两院院士大会讲话中指出：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科技竞争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科技已成为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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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周期不断缩短，科学发现快速向专利和产品转化，生物技术、纳米技术
等新兴技术成果已经不断形成产品并逐渐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谢丹，2007）。
新科技革命不断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历史事实证明，依靠科技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产业结构，创新发展模式，是摆脱危机的根
本出路（路甬祥，2009）。
 自21世纪以来，新的科学发现、新的技术突破以及重大集成创新不断涌现，学科交叉融合进一步发展
，科学与技术不断更新，科学传播、技术转移和规模产业化速度越来越快。
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了更加明显的基础性和带动性作用。
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孕育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指出：“历史表明，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
技革命；每一次经济的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
通过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①。
 当今世界，技术与产品的生命周期骤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速度和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麦肯锡创新研究报告》显示，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超过开发预算而及时将新产品投放市场的
项目要比未超出预算而延迟进入市场的项目获得更多的收益；新产品拖后6个月投放市场，5年内的累
计收益将会减少17%～35%（王圆圆，2008）。
因此，善于利用他人的创新成果的企业，能获得更好的创新绩效。
 中华文明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科技界的科技创新力。
对中国而言，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有着特殊的含义。
第一，中国作为全球加工厂的模式，依赖于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低环境成本。
而这一切都不具有可持续性。
因此，需要科技进步实现产业的升级。
第二，中国需要战略新兴产业，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
第三，中国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短缺局面，需要通过科技发展，寻找新的能源。
以上三点，都期望中国的科技界为之作出重要贡献。
 在实现自主创新战略中，科技成果转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强调要加快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2006年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作出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
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确立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方针，提出
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
党的十七大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摆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突出位置。
 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关键之一是提高我国科学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关键之二则是提升我国企
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其中的基础就是通过产学研合作，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能快速高效地
向企业转移，使知识形态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工艺形态的创新成果，带动企业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
力的提升。
只有加强科技成果的转移和转化，科技创新知识与企业的经营活动才能有效地结合起来，推动创新性
科技知识的商业化，从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带动商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因此，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
础。
要通过技术创新引导工程、创新型企业 ①http：//www.gov.cn/ldhd/2009-01/09/试点和建立产学研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加快推进企业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收益的主体，提高企业的
自主创新能力（万钢，2008）。
 传统的观念认为，从科技到经济的转化是可以平滑实现的，即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对大学、科研
院所的领导，企业就可以无成本地利用科技的产出，实现经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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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世纪50～80年代流行的线性创新观点，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V.布什，他在《科学：无止境的前
沿》这一划时代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商业创新是沿着从科学到技术到生产的过程发展的。
但后来人们发现，要把知识转化为财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研究与发展（R＆D）活动不能等同于创新，技术创新绩效体现在从科技到新产品开发，再到商业化和
产业化上，因此完整的技术创新过程应该包括研究、发展、试制、规模生产、市场投放与销售五大环
节，即research―development―testing―production―marketing。
而后三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内容，在这里，相关的主体有：科研院所与大学、企业、金融部门、
知识产权部门和政府等。
 科技成果转化还要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
当前，创新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开放式创新模式日益成为全球创新的新范式。
要结合当前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利用全球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实施开放式
自主创新。
 1.2 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基本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任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科学与
技术的发展，重视经济建设与科技进步的互动关系。
早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就亲自提议、主持、制定了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为我国科学
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科技进步引领经济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的重要战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总体水平比较低，自主创
新能力比较弱，重大技术创新成果还比较少，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些
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1988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对现实生产力的带动
作用，奠定了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的思想基础。
1999年，朱容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大力推进改革，加快国家创新系统
建设，解决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问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①。
 ①http：//www.gmw.cn/olgmnb/1999-03/06GB/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隆重开幕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成
果转化成为党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
2001年6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依靠科技创新实
现生产力跨越发展”。
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
应用的主体，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温家宝总理在会上也特别提到：要“从市场出发，加强应用开发研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
步贡献率，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协调发展”①。
2006年6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建设宏大
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创新
型科技人才向企业集聚。
要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保障权益，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的运用提供法律保障。
要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②。
2010年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
作提出8点意见，着重指出要“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科技
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谋求经济长远发展主动权、形成长期竞争优势，为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③。
 2009年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首都科技界庆祝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让科技引领
中国可持续发展》中指出：“科学技术决定民族兴衰和国家命运”，“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全面建成惠
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依靠科学技术加快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科学研究只有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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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大胆革除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科技的结合，充分发
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特别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使“创新成果有效转化”。
在2009年的两会政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动员更多科技人员投身经济建设的第一线，推进产
学研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也指出：“无论任何科技创新，如果不经过 ①温家宝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
话，http：//kfg.pepple.com.cn ②胡锦涛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http
：//news.sina.com.cn/c/2006-06-05/ ③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03/ 企业运作，是不可能
转化成规模产业的，也不可能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不可能从知识、技术转变为物质财富，更不可能
完成从投入转变成新的知识和技术、再从知识转变为更大的物质财富这一价值循环”①。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意识到，要紧紧抓住当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把国家需求、宏
观部署和自由探索结合起来，继续推进原始性创新，继续推进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集成技术研发，
继续推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继续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努力为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建
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探索阶段（1978～1987年）。
改革开放激发了科研人员面向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久居“象牙塔”的科技人员开始关注生产和
市场对科技发展的需求。
1980年10月，以陈春先为代表的中关村科技人员首开探索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发展中国科技产业
之先河。
1985年1月，国务院发布《技术转让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技术是商品，可以转让和流通，由此开启了
科研院所和高校向企业开展技术转移的大门。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
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开始了“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研人员”的改革。
 （2）起步阶段（1988～1994年）。
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论断，进一步推动了科技体制改革的
继续进行，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1988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央联合调查组关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决
定在中关村地区建立全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88
年8月，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决定国家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产业化带动科技
成果的转化，掀起了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热潮。
为了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及其科技人员研究开发高新技术，转化科技成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3年3
月30日，科技部、教育部、人事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七
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奖励机制、实施税收优惠
，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及其科技人员采取多种方式转化高新技术成果，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保障
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自主权，妥善解决集体性质高新技术企业中历史遗留的产权关系不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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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技术转移模式的比较》可供科技成果转化教育和培训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者阅读，也可以供高校
师生，科研机构、政府相关部门的研究者、管理者和决策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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