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与探讨 312019年第11期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之我见
黄殿成　孙君灵　赵　翔　张鹏飞　彭　凯　张西岭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河南安阳 455000）

摘要：界定了科技成果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指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现状，并分析其根本原因，提出了提高我国

科技成果转化率的 5 种途径。

关键词：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转化率；创新主体

科技成果是指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

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

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

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

产品，以及发展新产业等活动。科技成果转化有利

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与经济的

结合，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保护环境、

合理利用资源，有利于促进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维

护国家安全。

1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的现状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有文献说是 15%，有文

献说是 20%，迄今并无权威统计。尽管如此，我国与

发达国家相比，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已经是业内普

遍共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我国农业最高科研机

构，2019 年在对其下属的研究所进行考核时，提高

了成果转化在考核中的权重，恰恰从另外一个层面

说明我国面临的需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压力。根

据笔者调查，中国农业科学院某研究所，1987-2019
年培育成功 102 个大宗农作物品种，但因为多种

原因，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不超过 35% ；2005-
2019 年获得 139 个发明专利，1990-2017 年获得实

用新型专利 71 个，转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上述情

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国成果转

化率不高的现状。

2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的原因有

很多，但核心的因素是成果不符合市场需求，属于非

有效供给，自然难以转化与应用。这与我国科研不

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以项目为导向的体制具有直

接关系，制定项目的主管部门往往没有真正地了解

市场的需求，对市场的反应不及时、不充分。市场是

检验成果尤其是应用型成果好坏的金标准，更准确

地来说，是唯一的标准。与市场脱钩的所谓科技成

果，难以转化实属情理之中。

3　提高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途径
3.1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创新的主体

是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根本途径　2005 年党

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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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

2006 年国家实行自主创新战略以来，“使企业成为

自主的创新主体”成为学术界和管理层使用频次最

高的“策略性”用语之一 [1]。此后，有关“建立以企

业为创新主体”的文件和政策不断推出。然而，目

前学术界和管理层形成的共识是，企业还没有真正

成为创新的主体 [2]。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既

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

必须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引导创新要素向企

业集聚，建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科学研究体制和

机制。科研院所仅研究公益性、基础性、共性的创

新，但凡能够市场化创新的东西，全部交给企业来

做。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

府对民办企业、国有企业等市场主体，无论在项目申

报上、产业推广上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只有建立

以企业为创新的主体，从科技成果供给侧结构上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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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高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的吻合程度，才能从根

本上彻底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

顽疾。

要立足我国国情、农情，遵循农业科技规律，找

准农业科技突破方向，着力破解制约农业创新发展

的突出科技难题，以此带动我国农业科技整体跃升。

要紧紧围绕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大力推进农业科

技产业创新，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

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主体作用，促进产学研

一体化发展，才能把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

3.2　完善考核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是提高科

技成果转化率的重要途径　目前，中国农业科学院

科研人员对成果的收益权体现在岗位绩效、科技奖

励、成果转化等 3 个方面。以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

研究所为例，培育一个新品种，拿到审定证书的当

年，成果完成人获得一笔科技奖励，与此同时，另外

获得一定额度的绩效分值进而可以提高岗位绩效工

资。上述奖励与成果是否转化并不挂钩。品种对外

转让或开发后，完成人可以获得另外的成果转化奖

励。这种考核办法带来的问题是：没有或者不能获

得转化的成果，科研人员照样可以堂而皇之地获得

较高的回报。要完善农业科研评价机制，引导广大

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把成果应用在农村

产业发展上。因此，可以通过调整和优化收益权结

构，即大幅度提高成果转化的收益力度，降低科技奖

励的收益力度甚至彻底取消科技奖励，让科研人员

的收益主要甚至全部体现在成果转化上来，以此鼓

励科研人员研制符合市场需求的成果，提高科研人

员开展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3.3　建立成果完成人可终身享受乃至可继承的成

果奖励与转化收益机制　有恒产者有恒心。科学研

究中，成果越大，耗时越长，十年磨一剑属于科研规

律；成果刚刚推出甚至尚未推出，完成人已经退休的

现象屡见不鲜。以品种培育为例，培育一个棉花品

种，从配制组合到最后通过审定，按照现有的品种审

定政策和育种技术水平，最快也要 10 年时间。如果

没有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育种人员在后半生中，很

难安心培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大成果。因此，应修改

科技奖励政策，制定退休仍享受、死亡可继承的科技

奖励和转化收益政策，让科研人员有明确的心理预

期，安心搞科研，甘愿坐冷板凳，卧薪尝胆，形成培育

大成果、符合市场需求成果的研究氛围。

3.4　加强成果系统集成，综合配套，加速成果转化　

一个优良品种充分发挥其特征特性，需要配套栽培

技术、植保技术的综合运用，这就是良种良法的问

题，否则，品种的优良种性难以充分发挥。2019 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结合扶贫工作，在新疆

喀什地区推出棉花新品种中棉所 96A 的示范种植，

同时，植物保护人员、育种人员、栽培人员定期对示

范田进行现场指导，多学科共同把脉诊治示范田出

现的问题，一改以往各学科单打独斗的局面，示范田

获得空前成功，产量较一般棉田增产 15%，出现中

棉所 96A 种子供不应求的局面。实践再次证明，加

强对成果的系统集成，综合配套，可以加速成果的 
转化。

3.5　大力发展产业联盟，充分发挥联盟机制，促进

产学研深度融合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牵

头组建的国家棉花产业联盟，通过全产业链一体化

机制创新，把上游科研单位、中游种植户和收购加工

企业、下游纺织企业以合同契约、产权入股等方式紧

紧的联系在一起，找出一条解决棉花产业传统困境

的新路子，为促进我国棉花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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