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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
何以在陕西成功推行

■ 何得桂 李若凡 韩雪

编者按：积极探索更多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科技
成果转化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12月18
日，“陕西省：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加快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案例入选“中国改革2024年度
特别案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
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何得桂教授近年来持续关注“三项
改革”。《社科要报》2024年第17期专门刊发何得桂团
队的研究成果并得到充分肯定。本期专栏将探寻科技
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在陕西成功推行的奥秘。

为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成市场
应用的畅通性，激发创新创业创
造的积极性，陕西省实施职务科
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
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
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三
项改革”试点。“三项改革”以秦创
原创新驱动平台为主引擎，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提升治理力，推动
形成了科技成果从样品变产品、
从产品变商品、从商品变产业的
全链条落实机制，为构建中国式
科技创新体系贡献“陕西智慧”。

一、依托制度建设，筑牢
“三项改革”基石，探索机制赋
能新模式

制度建设是科技成果转化“三
项改革”的根本之策。2021年，陕
西选定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等5所高校作为试点，出台
了《深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推广科
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经验
实施方案》。陕西省科技厅与陕西
省教育厅出台了《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三项改革”工作贯彻落实若干
举措》等。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出台
的《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
十条措施（试行）》提出“先试用后
付费”“建立作价入股专门持股平
台”“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完善尽职免责机制”等，提供了全
链条资金支持和全周期孵化服务。

科研院所立足自身特色和专
业优势完善相应的审批制度、工作
流程和决策机制。西北工业大学出
台《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办法》，
推动科技项目成果转化及组建科技
企业，单独设置科技成果转化职称
序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等单位因地制宜推进“三项
改革”，修订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
称评定制度。通过全面覆盖、层次
分明的制度体系，健全以企业为主
体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

二、依托平台建设，搭建
“三项改革”载体，点燃成果转
化加速器

一是健全制度保障以落实
“三项改革”的常态化运转。西
咸新区出台《关于推进科技成果
转化创新试点·促进“三项改革”
的若干措施（2023-2025）》，实
施“一校一策”“两清单一手册”
等措施，加快健全科技公共服务

体系。秦创原总窗口形成从“开
发—实施—服务—展示—排名”
的制度化链路，推动科技成果就
地转化和应用。

二是打造高能级产学研用创
新联合体以推进成果转化。秦创
原支持高校院所在西咸新区设立
科技成果转化经营机构，通过知
识产权交易、技术产品交易、科技
企业孵化、对外投资等服务，促进
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并与西安交通
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累计签约20
余个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吸纳
10多个创新成果转化枢纽。

三是充分发挥科技经纪人作
用以挖掘对接科技成果。科技经
纪人是企业技术需求和高校院所
科技成果转化需求对接的重要桥
梁。通过实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教育模式，引入“双导师”制度，
秦创原组建1000余人的科技经纪
人队伍，支持他们深入各科研单
位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四是探索多种形式以完善科
技成果转化承接体系。秦创原总窗
口常态化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宣传推
介，挖掘典型案例，积极开展科技成
果路演推介，主动寻求合作机会。
同时，积极承办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系列集中路演仪式，促成
科技成果项目在总窗口落地转化。

三、依托主体联动，强化
“三项改革”推动力，缔造创新
发展共同体

一是以部门联动强化改革的
聚合力。陕西省财政厅安排专项经
费以推进“三项改革”。陕西省教育
厅通过开展秦创原高校科技成果展
览会暨校企交流洽谈会，强化科技
成果与市场产业需求对接。陕西省
法院制定一系列司法服务保障措
施。陕西省检察院在秦创原成立知
识产权检察保护中心以提供高质量
司法服务。陕西省税务局在总窗口
引入“税务管家”，为“三项改革”项
目团队提供一体化税务解决方案。

二是以校企对接彰显改革的
向心力。深度挖掘校企优势禀
赋，发挥职能作用和专业所长，深
化产学研用融合。西安交通大学
与国家电网、华为等顶尖企业和
科研机构建设合作平台，创建近
百个校企深度合作创新联合体，
并鼓励科技型企业吸纳科研人员
参与产业链建设。

三是以校地合作提高改革的
凝聚力。各地积极承接西安科技
成果的落地转化，创新推广“西安
研发、地市转化”的模式，汇聚创
新资源、对接产业需求并注入资
金资本。在咸阳转化应用的有西
安交通大学“有机液体储氢材料”

“强电磁脉冲检测及防护综合实
验室”、西工大“有机高分子材料
中试基地”等100余个项目。

四、依托人才激励，强劲
“三项改革”核心，激活产业创
新能动力

以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改
革破解“不敢转”难题。“三项改
革”在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责任
上，取消对“非经转”事项的审批
流程；在处置手段上，明确把通过
作价入股等途径转化的职务科技
成果形成的国有资产，不计入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体系，为成
果转化“风险免责”。

以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
评定改革破解“不想转”难题。“三
项改革”将科技成果转化贡献作为
职称评审的显著因素，并设置两条
技术转移人才晋升通道，从事新技
术概念验证和产业化的教师纳入
教学科研型序列，专注于成果转化
的专职人员纳入工程序列。

以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
资科技成果转化改革破解“缺钱
转”难题。为打破成果转化资金
短缺和横向项目资金闲置局面，

“三项改革”鼓励科研单位把横向
项目的剩余资金用于成果转化。
允许高校设立横向科研项目结余
经费“资金池”，或基于平等自愿
原则，参与方签订合作协议，协商
收益分成或占股比例，从而形成
激励科研人员从事成果转化的长
效机制。

五、依托资金融通，注入
“三项改革”血液，促进科技供
给高质量

一是基于财政经费提高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瞄准走
出实验室但尚未走上生产线的项
目，“三项改革”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推行“先投后
股”，并向科技成果转化企
业注入专项资金，待企业
完成市场化股权融资或
步入稳定阶段后，把投入

资金转为股权，并基于“适当收益”
原则逐步退出，从而形成政府出资
承担早期转化风险、团队出力的新
型财政支持模式。

二是基于金融支持提升科技
成果转化率。陕西创建天使投资
基金群，活化“三项改革”融资渠
道。积极开发产投、创投、风投等
金融产品，助推“知产”变为“资
产”。为推动知识产权证券化，

“三项改革”向企业提供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等金融方案，深度挖掘
知识产权经济价值。

六、依托利益联结，强化
“三项改革”纽带，培育科技创
新生态圈

一是以“先使用后付费”密切
利益联结。根据“先使用后付费”
的方针，试点单位可授权小微企
业使用单列管理的科技成果，双
方协商采用“零门槛费+里程碑支
付+收入提成”或“延期支付”等方
式支付授权费用。既允许企业先
使用专利，在实践中检验专利价
值，也推动科研院所获取部分研
发成本和门槛费，从而形成风险
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关系。

二是以“权益让渡”加强利益
共享。包括“现金”和“约定收益”
方式的“权益让渡”允许科研院所
把职务科技成果的部分产权授予
成果完成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
剩余产权移交给他们。前景明
确、定价清晰的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适用于“现金”方式；前景难料、
定价模糊的则适合“约定收益”形
式。基于“权益让渡”做到风险共
摊、合作共赢。

三是以“现金入股+技术入
股”的投资组合强化共同利益。
构建“现金入股+技术入股”的投
资模式，鼓励科研人员充分使用
横向项目结余经费，以现金投资
方式参与科技企业的股权。这不
仅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活
力，还紧密联结科研团队、科技企
业、投资机构等行动主体，形成了
共同缔造的科技创新联合体。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