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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为数字经济产业立法深圳为数字经济产业立法，，有何亮点有何亮点

近日，中国空间站科创

体验基地在中国科技馆揭

牌并举办首场活动。该体

验基地由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与中国科技馆联

合建设，未来将融合中国载

人航天独特的科普资源与

中国特色现代科技馆体系

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载人

航天科普教育和科创活动。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我国要进行经济转型，
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加强科
技成果转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科技创新要落到实处，要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要不断
增强科技创新转化为科技生产
力的能力，这其中科技成果评
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科技部
原党组成员、国际欧亚科学院
中国科学中心常务副主席张景
安说。

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率仍然不高，分类的
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科技成果评价成为影响我国实
施科技强国战略、提升科技创
新水平的最薄弱环节之一。

近日，由中智科学技术评
价研究中心等主办的科技成果
评价高层论坛在北京市召开。
论坛旨在探讨科技成果分类评
价体系及多元评价体系的构
建，发挥科技成果评价“指挥
棒”的作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

科技成果评价
是企业刚需

在论坛现场，记者看到了
正在展示的13个科技创新项
目，有些项目已经在市场上有
了广泛应用，有些项目有待被
更多人特别是企业家认识。
这些项目中包括可以避免人
身触电伤亡事故的IT+智能安
全供电系统、提高健康水平的
干细胞胚育技术项目、推动能
源低碳安全高效利用的氢能
源汽车项目、在隔热保温领域
具有较大潜力的梯度减压干
燥技术制备气凝胶项目……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速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科技发
展的重要趋势。与会科技企
业代表纷纷表示，科技成果
评价是刚需。

在展示了IT+智能安全供
电系统后，中申宁波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刘靖坦言：

“科技研究和创新目的就是应
用，应用过程中科技成果转化
就是关键因素所在，这样才能
体现出科技的价值。当然，除
了科技企业注重创新实践外，
还需要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以
及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建立多
元评价体系，共同引导市场发
展，帮助企业进行科学技术成
果的转化和落地应用。”

科技部二级专技、国际欧
亚科学院院士、中智科学技术
评价研究中心院士专家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赵新力表示，科
技成果评价不是具体到一个技
术、一个成果，可能一个团队经
过几轮评价以后，类似的产品
甚至变成免检产品，可以简化
评价程序，也可以低成本让有
经验、有实力的公司的产品很
快走向市场，这是很有意义的
一件事。

国务院国资委机械工业经
济管理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徐东华表示，对科技成果的价
值进行专业认定，不仅代表着
国家及行业的认可，其评价报
告也是申报国家科技奖励和专
项资金的重要证明性材料。科
技成果评价有利于企业融资、
成果推广转化及产业化。未来
应着力强化成果高质量供给与
转化应用，正确处理政府和市
场关系，营造成果评价的良好
创新生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
和价值链深度融合，通过引导
企业家、天使投资人、创业投资
机构、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等
各类市场主体提早介入研发活
动实现，进而推动科技成果价
值早发现、早实现。

成果转化率低
制约创新发展

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 年我
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支出24426亿元，比上年增
长 10.3%，是 1991 年的 170.7
倍，居世界第2。

在强大科技资金投入支
持和科技人员的奋力拼搏下，

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辉煌成
就：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居世界第1，科学论文数量和
被引用量迅速扩大；基础研究
和前沿技术实现多点突破，取
得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
斗导航、量子通信、深海探测
等一批在世界上占据制高点的
重大成果；世界最大单口径（500
米）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等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为汇聚
全球高端科技创新资源的平
台之一；高速铁路、超级计算、
特高压输变电、高端装备等重
点产业规模和技术也居于世
界前列。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还
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
问题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
专利失效量大，许多授权专利
未到有效期失效，多数在专利
授权5-7年间失效，技术转让
数量少、占比低。科技成果转
化率偏低，影响了科技成果更
多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社
会直接财富，警示人们不能简
单地将科技发展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划等号，科技创新本身
也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的问题。”中智科学技术评
价研究中心理事长、主任李闽
榕说。

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已
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科技创
新发展的瓶颈。在李闽榕看
来，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
原因，一方面有科技管理体制
存在着研发与生产相脱节的

“两张皮”问题，科技研究机
构只负责研发，企业只负责

产品生产，双方都认为国家没
有给自己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的资金，谁承担科技成果小
试、中试、后试，都会增加产品
的成本，减少企业的利润；另
一方面，现行的科技评估体制
存在着无法对科技成果进行
综合性准确评价的突出问题，
导致大量科技成果与市场脱
节而只能束之高阁、无法有效
利用。

如何完善
科技成果评价体系

5月 21日，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科技成
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文
件，会议强调，完善科技成果
评价机制，关键要解决好“评
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
么用”的问题。加快实现科技
自立自强，要用好科技成果评
价这个“指挥棒”，遵循科技
创新规律，坚持正确的科技成
果评价导向，激发科技人员积
极性。

李闽榕表示，标准是评价
的依据，建立科学的科技成果
评价标准对引导和促进科技
创新意义重大。研究和建立
科技成果评价标准，要深入认
识把握创新的本质，科学构建
科技成果评价标准体系；要深
刻把握反映创新现状和创新
能力的关系，构建重在提升创
新能力的科技成果评价标准
体系；要正确把握和处理简便
操作与客观评价的关系，构建

客观、准确、科学、简便、可操
作的科技成果评价标准体系；
要科学把握科技成果的特性
与共性的关系，尽可能构建能
够较为广泛适用的科技成果
评价标准体系。

今年5月，在中国高科技
产业化研究会的支持和参与
下，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
心起草的《科学技术成果评价
标准》团体标准正式启动评审
程序。经过 3 个多月的专家
评审和起草组的修改，《科学
技术成果评价标准（团体标
准）》于2021年 8月下旬通过
评审，并在本次论坛上发布。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
会常务副理事长梁小虹认为，
用好科技成果评价，建立系
统、协调、可持续的科技成果
评价体系，有3点问题需要考
虑：“一是要不断提高科技成
果评价工作在科技创新和整
个科技工作中的作用；二是坚
持以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
的评价导向，全面准确评价科
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
会、文化价值，要站在提升国
家总体科技实力、公共安全、
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人民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等多维视野
开展科技成果评价工作；三是
不断完善科研成果的分类评
价体系，在继承现有科技评价
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科技
成果评价思路、方法、方式，加
快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
投融资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多
元评价体系，加快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

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科技成果评价高层论坛在京召开科技成果评价高层论坛在京召开

中国空间站科创体验
基地落户中国科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