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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
与收益分配管理现状研究

罗　茜，廖思嘉
（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

摘　要：江苏省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管理的规模不断扩大、转化区域优势显著、转化投入持续增

长、转化创富效应显现，但也存在激励环节和激励主体单一、组织收益分配政策的激励回馈与激励风险不对称等

问题。因此，应着重完善成果转化的全流程促进政策、成果转化相关群体的权益激励政策以及提升组织转化意

愿与能力的科技创新政策。

关键词：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转化收益分配管理；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Ｆ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　１３１Ｘ（２０２１）０３　００３１　０８

　　高校院所是科技成果的产出基地，是国家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建立
了高效的科研机构成果转化体系与收益分配管理
机制，奠定了高科技创新的基石。我国也制定了一
系列法律法规，从制度源头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转化和保障收益合理分配。１９８５年《国务院关于
科技转让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取技术转让净收益的

５％～１０％作为科研人员的奖励；１９９６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将科研人
员奖励比例提高到２０％，并在２０１５年的修订中将
这一比例设定为不低于５０％。随后，各省（区、市）
又相继出台了区域政策：江西省规定职务科技成
果转化净收益中用于科研人员奖励的比例不低
于６０％；上海、山东、江苏则将这一比例提高至

７０％。这一方面反映出国家对高校院所科技成
果转化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财政资
助科技成果权利配置中国家逐渐让利于高校院
所研发人员［１］。但现实情况是，我国高校院所科
技成果的转化工作还不尽如人意。据科技部２０１９
年数据测算，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
费的比例为５２．６％，而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仅占全
国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３．２％［２］。目前，我国经济
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

提升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与转化质量是
实现创新驱动的迫切需要。

一、研究综述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促进问题获得了广

泛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其中，科技成果的
转化途径与模式是研究较多的一个领域。沈健等
提出了专利技术产业化和专利资产产业化两个转
换路径，并认为产业化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
径［３］；陈博勋等对知识产权成果的质押融资以及知

识产权基金运作模式的发展方向作出了探索性研

究［４］。此外，大量的研究集中在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转化促进领域。刘家树等较早地对创新链集成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机制进行了分析，提出基于
创新链集成的成果知识流动与增值机制、利益分配
机制和考核与评价机制［５］。有的研究还从线性促

进视角逐渐拓展到基于创新网络和创新生态领域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向［６　７］。李培楠等学者则

重点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促进转化制度建设与
转化案例进行研究，为我国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的

转化实践提供了借鉴［８］。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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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贺俊等
讨论了校企合作研发的基本模式及制度特征的
经济学含义，并重点分析了校企共同研发的最优
制度安排问题［９］；孙益武重点研究了大学章程对
高校院所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影响［１０］。此外，还
有学者通过对高校技术转移内在规律性的研究
揭示其影响因素［１１］。

随着人们对科技成果转化主体认知的提升与
转化主体权益的日益关注，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收
益分配问题逐渐凸现。万志前等从法律角度对职
务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的多种利益和多方利益主体
进行分析，提出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利益分配应依法
放权给市场主体［１２］；许恩平和陈旭东等则认为，在
科技成果转化中，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在对科技成果
可能给自身带来的“名”和“利”两方面的取舍上，
更加偏重于“名”，也就是无形收益的分配［１３　１４］。
还有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分配机制
以实现对高校院所技术创新的激励驱动。郭英远
等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激励兼容的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模式的可行性，并利用委托代理
理论分析了拜杜法案以来美国高校建立的激励兼
容收益共享分配机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我国高
校建立激励兼容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模式的
策略［１５］。

通过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分析，笔者对高校院所
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收益分配管理有了理论层面的
认识，为本文的研究厘清了基本概念与理论范畴。
但从实践层面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水
平差异巨大，各地区的现实情况各有特色也问题各
异。因此，笔者认为应从区域性视角对高校院所科
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管理进行重点研究。在相
关研究问题中，首先应对各区域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转化与收益分配管理的现状进行客观全面与清晰
准确的研究。江苏省拥有高校１４２所、政府研发
机构４５０个，科技成果产出规模巨大，其转化水
平对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带动国家经济转型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江苏省高校
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管理的现状，把握
总体进展，发现潜在问题，可为有关部门探索制
定具有激励效应的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政策与收
益分配管理政策提供实践层面的依据，对我国其
他地区以及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
要意义。

二、科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管理的
总体进展

　　通过对《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对江苏省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管理的总体进
展进行了总结①。
（一）科技成果转化规模不断扩大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江苏省高校科技成果转让合同
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其间经历了两个快速增长阶
段。第一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科技成果转让的
总数量由２０１０年的９９３件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１　９７７
件，年均增长４１．１％；专利转让数量的增幅相对较
缓，从１７７件增加到２５６件，年均增长２０．２％。第
二阶段（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科技成果转让数量虽然
在２０１６年小幅下降，但在２０１８年达到３　４４２件，
年均增长２７．４％；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专利转让数量为

１　６２０件，年均增长达到５１．１％（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江苏高校科技成果转让数量

从图２可以看出，２０１５年江苏省高校科技成
果专利转让收入大幅减少，但之后又快速上升至

２０１７年的２．８亿元，虽然２０１８年有所回落，但１０
年间专利转让收入年均增长率仍达到了２２．６％。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江苏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积极态势。
（二）科技成果转化区域优势显著

本文选取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北京、上海、江
苏、浙江和安徽为研究对象，对其技术转让和专利

２３

①由于科研院所的地方统计数据相对欠缺，且高校与科研
院所具有相似的组织属性和功能，因而此节部分内容以
高校数据为代表对江苏省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与收益
分配管理的进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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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江苏高校科技成果转让收入变化

转让两个数值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高等教育发
达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的对比可以发现，江苏省技术
转让合同数量和专利合同数量都领先于其他地区，
具有显著的区域优势（图３—图４）。

图３　技术转让合同数量地区对比

图４　专利合同数量地区对比

进一步对５个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金额进行比
较后发现：江苏省高校在技术转让金额上略显不足，
但总体上仍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江
苏高校技术转让收入基本都位居第二，虽然与第一名
北京相比差距较为明显，但专利转让金额除个别年份
外，总体上与北京差距不大（图５—图６）。
（三）科技成果转化投入持续增长

科技成果转化的快速增长离不开经费的支持。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Ｒ＆Ｄ科技成果转化经费投入只有

７．４亿元，２０１９年则达到３２亿元，年均增长１７．６０％。
从地区对比来看，江苏的经费投入规模与北京、上

图５　技术转让金额地区对比

图６　专利转让金额地区对比

海差异不大，３个地区的投入总量位于全国前三，
都远远高于全国均值（图７）。

图７　Ｒ＆Ｄ科技成果转化经费地区对比

（四）科技成果转化创富效应显现
随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政策法规的落实，

高校院所对科技人员的激励力度不断加大，科研人
员获得奖励的整体规模扩大显著，科技创富效应得
以体现。２０１８年，江苏省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
收入分配与奖励规模全国领先。在全国高校院所
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获得的
现金和股权收入，研发人员获得的转化收入以及奖
励主要贡献人员金额三项指标中，江苏省占比分别
为９．８％、７．３％和２６．３％。江苏省辖区内高校院
所以及地方高校院所的三项指标排名虽有所分化，
但始终位于前列（图８—图９）。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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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及奖励相关指标全国排名前三地区

图９　地方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及奖励相关指标全国排名前三地区

三、科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激励的
相关问题

　　为进一步揭示科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激励

的相关问题，笔者对江苏省部分高校院所的科研人
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问卷包括四个部分：各层
次科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情
况（第１—５题）；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
了解情况（第６—８题）；科研人员基于科技成果转
化的动机与诉求（第９—１５题）；科研人员遇到的转
化困难（第１６—２０题）。笔者于２０１８年对江苏省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了测度分析［１６］。依据

测算出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Ｍ 值），本文对江苏
省２８所理工类以及医药类高校进行了分层抽样，

选择金陵科技学院、江苏科技大学、河海大学、江苏
大学和江南大学作为高校样本。根据《中国科技成
果转化年度报告》（２０１８）的相关数据，补充了转化
成效较为突出的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江苏省
农业科学院作为科研院所样本。通过问卷星向以
上７家单位共６８２名工科科研人员发放问卷，调查
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问卷共回收５３１份，剔除无
效问卷９３份，问卷有效率为６３．１％。

为确保统计数据的信效度，笔者对问卷数据进
行了检验。ＳＰＳＳ２０．０测算显示，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性检验

概率值小于显著水平，ＫＭＯ值为０．８１５，测算结果
满足探索性因子的研究条件。相关数据经过主成分
分析，共提取４个因子。对这４个因子进行方差最
大化旋转，其中２０个问题的因子载荷均大于０．５，且

４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７８．３７６％。此外，
本文还对回收的数据进行了基于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的
信度检验，α值均大于０．７（表１）。以上结果表明，

表１　问卷因子载荷与信度检验

潜变量 　观察变量 　因子载荷 α值
转化与分配政策
的制定与落实效
果（Ａ）

１　 ０．７８２
２　 ０．７１１
３　 ０．７４８
４　 ０．７６９
５　 ０．６４８

０．８２４

转化与分配的认
知程度（Ｂ）

６　 ０．５９８
７　 ０．７４４
８　 ０．６３５
９　 ０．７２１
１０　 ０．７６４

０．７３６

转化意愿强度（Ｃ） １１　 ０．７８３
１２　 ０．６２５
１３　 ０．６９７
１４　 ０．７２６
１５　 ０．５７４

０．７５８

转化困难阻碍度
（Ｄ）

１６　 ０．８４２
１７　 ０．８６６
１８　 ０．７３５
１９　 ０．７２７
２０　 ０．７３３

０．７１１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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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数据具有较高的有效性、稳定性与可靠性。
由于样本量及数据不支持相关问题的回归研

究，因此本文仅进行数据统计的描述分析。通过对
有效问卷进行数据整理，本文认为江苏省高校院所
科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激励主要存在三个方面
的问题。
（一）激励环节单一

目前，江苏省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与收
益分配管理政策不能适应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长
周期的特性，激励环节较为单一。《中华人民共和
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２０１５年修订）明确指出：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
果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
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活动。
科技成果转化一般有四个阶段。研发阶段是科研
人员在科学探索活动中将其创新思想加以严密论
证并结合特定工具经由特定程序转化为新的技术
方法、生产工艺、产品概念以及设计方案等，并进行
专利确权的过程。开发阶段是使新技术从实验走
向实践的过程，这一阶段要论证技术成果在实际产
业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新技术新产品走向量
产的关键环节。应用阶段要将可规模化技术投放
到生产环节以形成可被消费者接受的新产品，并将

新产品推向市场，实现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扩散
阶段是新技术投放市场后产生的超额利润所引发
的模仿、复制、引进、吸收以及二次创新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技术从单一组织扩散至整个行业以及
相关行业，从而带动产业的整体发展，促进生产力
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全流
程、长周期的特点，成功的成果转化应该是一个市
场引导技术、技术驱动市场的螺旋上升过程，因而
成果转化的激励管理也应当是全流程的。

目前，江苏省各层次转化收益分配政策的激励
重点都锁定在研发向开发转换的阶段，这种单一环
节的收益分配激励设计与科技成果转化的长周期
及流程管理的全过程是不对应的。这种不对应会
引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短期套利动机导致
的转化失败，即科研人员会产生专利许可或转让就
是转化的狭隘认知，而大多数成果需求方（企业）只
想获取成熟技术直接推出新产品，供需双方都存在
从成果转化中尽快套利的动机，而风险较大的开发
环节一旦缺失，转化即失败；另一方面是盲目性研
发导致的转化失败，即在研发阶段缺乏市场层面的
激励引导，致使大量专利缺乏实用性，不具备转化
价值，创新活动停滞在研发阶段，造成创新资源的
浪费（图１０）。

图１０　激励环节与科技成果转化流程不对应

（二）激励主体单一
江苏省转化收益分配政策体系的激励主体主

要是科研人员，政策制定及执行层面都将科研人员
等同于转化主体，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
异，转化主体更具专业性与多重性。这也表现出政
策体系的激励主体过于单一，无法匹配转化主体，
难以对转化主体形成有效激励（图１１）。

一是身份不匹配。科技成果转化是一种高度
市场化的行为，转化主体应具有市场主体身份，如
科技企业家、技术经理人或专利代理等。而高校科

研人员的主要身份是教师，社会对教师的普遍预期
与认同是教书育人，而非市场经营行为。

二是职责不匹配。转化主体的职责是专门从
事成果转化、专利运营或主导科创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１７］。而高校科研人员的本职工作是教学科研，
组织考核重点也是教学科研绩效，这导致其难以有
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成果转化的推进中。

三是目标不匹配。转化主体的目标是通过成
果的成功转化与可持续运营获取短期利益或长期
利润。现阶段，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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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激励主体与转化主体不匹配

主要是职称评定，而大多数单位未将成果转化纳入
职称评定的考核中，因此科研人员也无法将成果转
化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目标。由此可见，转化主体
与作为政策激励对象的科研人员在发展目标上难
以一致。

四是群体特征不匹配。根据人格与职业匹配
理论，大多数科研人员可归类至现实型、研究型
和社会型人格中，具有这几类人格的群体具有持
久性、稳定性、创造性与独立性等特征。而转化
主体的职责及身份决定了其会趋向于社会型与
企业型的人格特点，要兼具高水平专业知识与高
度的市场敏感性、良好的社交合作能力、决策力
以及谈判与沟通能力，而这是大多数科研人员不
具备的。

综上可知，尽管从政策层面已给予科研人员极
大的成果转化利得，但将科研人员等同于转化主体，
由科研人员承担成果转化的主体责任，难度较大。
（三）组织激励回馈与风险不对称

组织基于收益分配政策所获取的激励回馈可
理解为，组织基于收益分配政策进行成果转化收益
分配后，获益群体提高成果转化动机并驱动转化行
为，从而提升组织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从调研情
况看，科研人员虽然是主要受益群体，但是由于收
益分配程序复杂、政策宣传和解读不到位、转化收益

整体基数较小等原因，科研人员并没有获得具有足
够激励效应的转化收益。由于科研人员没有激发
出较强的成果转化动力，也没有将其落实到具体的
科研活动中，因此组织也就没有获得基于收益分配
政策的激励回馈。然而组织承担的收益分配激励
风险是实际存在的。一是政策风险。尽管各层次
政策都是支持转化收益下沉分配的，但是对科技成
果的界定以及在转化流程的多个环节中，国家及地
方各类财税、审计与纪检监察政策存在认定与操作
的动态不协调、静态不配套甚至是背离冲突的情
况。因此，组织在推动收益分配政策落地的过程
中，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风险。二是师资风险。在
具体实践中，各高校院所还面临着由于强调科研人
员的成果转化而可能导致的教师队伍不稳定、疏忽
教学科研工作的风险。从组织功能来看，高校院所
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
新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来实现政治、文化、教育和
经济功能。对于高校院所来说，通过科研人员来进
行知识的创造与传播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制定和
执行相关政策时，也必然会把稳定师资队伍、提高
教学与科研水平作为首要目标。综合分析可以发
现，组织在激励回馈较小的前提下可能承担较大的
激励风险，这种不对称可能导致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转化的动能不足（图１２）。

图１２　激励回馈与激励风险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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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策建议

（一）强化创新链薄弱环节，完善转化全流程促进
政策

　　１．注重强化研发初期政策管理，提高科技成果
的转化价值。具有可转化价值是科技成果成功转
化的基本条件，因此，要针对应用性研究强化成果
转化评价导向。对于应用性研究，应把科技成果转
化指标纳入评价体系，重点评判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同时，还要以市场需求为基点实施高价值专利
培育。高价值专利是实现有效需求的基本前提，应
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本着解决实际生产和经营问
题的初衷对高价值专利重点培育。

２．打通产学研合作成果研发端到开发端的堵
点。产学研结合是打通科技成果从研发端到开发
端的重要途径。从政策梳理和实践调研的情况来
看，江苏省为高校院所和企业提供了多种产学研结
合途径和政策保障措施。未来还应针对具体问题
制定更具系统性和针对性的产学研结合政策，强化
基于各方主体的协同转化价值观导向，提高产学研
结合层次，拓展产学研结合范围。

３．完善成果转化市场体系建设，提高要素融合
效率。科技成果的流通需要专门的服务和营销载
体，需要技术、资金、设施、人才的支撑。因此，要以
提高效率为目的，通过完善金融服务平台、信息服
务平台和技术服务平台的功能建立健全技术市场。
此外，通过重点培育技术转化应用领域的领军人
才、技术经理人与技术转移人才队伍，打破高校院
所与产业界的人才屏障。
（二）完善相关群体权益激励政策

１．完善研发人员权益激励政策。从实际贡献
来看，研发人员作为成果完成人贡献最大，因此也
是收益分配激励政策的主要群体。一方面，要完善
研发人员成果所有权、使用权的配置政策，具体包
括推进赋予科研人员成果所有权的制度建设、不同
类型科技成果赋权实施情况下的转化责任承担以
及成果所有权共有情况下的转化风险与收益划分
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立足人才底层需求，提升
研发人员的转化意愿。政府应着力引导高校院所
立足科研人员的底层需求建立相关规章制度，包括
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职称评定的条件，简化收益分
配流程，降低操作难度，制定研发人员创业失败的

退出机制，建立相应的保障措施，打消研发人员以
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实施转化的顾虑。

２．完善技术转移转化工作人员权益激励政策。
从江苏省的实践情况来看，高校院所负责成果转化
相关工作的一般是科技处、产业研究院等部门的工
作人员，其投入意愿和业务水平直接影响服务质量
和成果转化成效。因此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成
果转化工作人员进行激励：第一，明确技术转移转
化工作人员“重要贡献人”或“中间人”身份；第二，
设计基于技术转移转化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机制；

第三，通过市场机制确保技术转移转化工作人员的
应得利益。
（三）完善组织科技创新政策

１．强化高校院所独立法律主体地位，降低组织
转化风险。应强化高校法律主体地位的独立性与
资产处置的自主权，降低高校参与市场活动的风
险，从源头上保障各类转化主体进行成果处置与收
益分配的灵活性与合法性。

２．促使高校院所成为实际受益者以释放组织
转化动能。一方面强化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切实激励具有转化优势的高校院所；另一方
面要对科技成果转化成绩突出的组织（包括学科与
团队）加大宣传和奖励力度。

３．推进建立学科特色型大学。从高校院所科
技成果转化实践情况来看，凡是科技成果转化做得
好的单位，都能够立足学科优势，与地方政府、企业
紧密合作，通过拓展产学研合作的渠道和方式，在
长期的积淀与摸索中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路
径。因此，从政府层面来看，要着力推动建立高水
平学科特色型大学，积极促进高校院所的优势学科
与优势产业相结合。

４．引导建立市场化运行的高校院所知识产权
运营机构。高校院所可根据自身科技实力和水平，
主动顺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形势，建立市场化
运行的专利运营机构，最大限度地实现知识产权的
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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