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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尤其是出口产品

增多，进口产品减少，可见很多产业已经开始自主研发，

为增强我国总体生产力提供了较大的保障。就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来说，部分行业仍然处于产品研发阶段，

没有将科技成果全面转化为现实产品，制约了总体经济

建设发展的步伐。基于此，需要推动这些产业的科技成

果转化，以转化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作为基础，体现巨大

的发展空间，发挥潜力，带动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

一、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概念 1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性工程，要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产品需要经过繁杂的流程，其涉及

到了科学研究水平、研究方向和课题，需要经过正确的

评估、坚定、风险投资及企业的转化等才能够得以实现。

部分行业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较大的契机，但

是还是不敢轻易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主要是其受到了较

多因素的限制，需要以全面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作为保

障，才能够确保系统整体良性发展，并且保持健康、循

环的发展状态。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需要以动力系统、宏

观调控系统等组成完整的转化体系，在研究科技成果的

过程中，还需要明确产品产生的运行规律，对产品研发

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从而实现相互制约、协调和联系。

因此，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构建需要以企业、科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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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资金、社会、专业研究人员、传递媒介、政府等

各类载体作为必备条件。另外，还需要做好经济和法律

方面的计划和引导，才能够确保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正

常、稳定运行。

二、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困境

就目前的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

发展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如下：

第一，科技成果和市场需求脱节。我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科技大多数以理论成果作为主要的表现，在研发

产品的过程中还是欠缺较多必要条件，缺乏商业应用型

科技成果，导致其在整体层面上的协调性表现不足。部

分科研人员过于注重论文的发布和实验成果的体现，没

有意识到将其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

下，科技成果的产生无法满足市场实际需求，导致产业

科技成果得不到有效的推动。

第二，转化能力有限。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科

技转化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滞后，主要是受到

了资金投入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及科研能力落后等因素

的影响，导致总体转化能力有限。

第三，转化服务系统不完整。科技企业在转化科技

成果时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发展，而是需要经过专业的

中介机构提供相关的服务，依托于相关的转化服务系统。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在发展当

中并不完善，没有将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成果转化相互

连接，导致科技成果转化困难。

三、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

措施

1. 加强产学研合作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作用的体现需要以具体的科技成

果作为基础，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构建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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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近几年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很多新兴产业的科技成果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尤其是支柱型产业

在现代化社会经济中急需转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将其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针对面向战

略性的新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发展来说，其还是存在较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不符合市场实际需求的方面，导

致其与市场发展脱节。因此需要完善相应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为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水平的综合提升打下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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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时，需要加强产学研合作，将生产、理论学习和研

究相互结合，为成果的实际转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在现

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有关企业就需要构建“科研——产

品——市场——科研”的有效循环体系，将各个主体之

间紧密结合，体现较强的协同性，从而加强积极合作。

在落实产学研合作时，需要针对产学研制度进行合理安

排，为其中涉及的多方利益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避免

各个查参与方由于利益分配不均产生问题。同时，还需

要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狗转化利益分配制度，这

也是针对产学研合作效用的强化采取的一项必要措施。

在利益均衡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共赢，所以，需要明确

各个主体之间的职责，将其作为基础前提，在提供产权

咨询和法律服务的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科技

成果转化提供安全保障。

2. 保障科研人员利益分配

科研人员作为科学技术研发的主体在成果转化的过

程中占据重要的作用，一旦其内部产生利益争端就很容

易影响成果转化机制作用的体现。在涉及到科学技术创

新的知识产权法律当中，我国主要以激励机制作为基础

的表现形式，其作用是为了支持科技创新，让科研人员

可以在付出自己的劳动力和脑力劳动的同时收获相应的

报酬。在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时，就需要保障科研人

员利益分配的合理性，以科技成果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评

估标准，促使激励制度得到完善。战略性新兴行业在建

设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会提供职务发明创造的条件，但是

在实施科研操作并且得到科研结果时还是需要以科研人

员作为主体，因此要基于直接利益，确保科研人员可以

长期保持热情，还需要不断强化科研人员的地位，使其

可以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更大的契机。

3.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

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以科学有效的评估作为基础，

当科研人员得出科研结论并且具备将其转化为现实产品

的条件时，需要对总体条件和成果转化的可能性进行评

估，防止产生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在建立科学的评估机

制时，政府部门需要对企业的发展进行监督管理，其能

够主导建立功能完善的科技成果评估、咨询和服务型机

构，对企业进行初期引导。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还可

以建立行业协会对各类科技成果的需求进行整合，并且

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加大科技研发力度。

除此之外，评估机制还需要包括相应的风险投资功，在

加强科技创新发展的同时，根据现代化市场的实际需求

签订合作，建立完善的发展体系，提供产学研服务平台，

提高科研评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4. 扶持中介机构发展

中介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构建和完善中不可或

缺，其可以提供专业的服务，为科技成果转化实践活动

的开展提供产业化服务。政府部门和行业主导企业需要

扶持中介机构的发展，明确其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针对科技中介行业的发展，需要建立有关

的规范和法律体系限定这类服务机构的主体位置，在其

享有各种权利的同时需要约束相关的行为。更重要的是，

在扶持中介机构发展的过程中，要让中介机构根据不同

的地域和级别对不同的科技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以

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作为基础保障，带动科技成果的

转化。

四、结束语

面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构建和

完善需要以多样化的条件作为基础，有关行业要结合现

代化社会的实际需要体现科技成果的实用价值，通过规

范的法律法规和可靠的中介机构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为现代化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和科学技术产品的发展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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