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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研院所从事关键共性领域、前沿领域的基础研

究，攻克企业面临的“卡脖子”技术问题，提升科技自

主创新能力。

（三）秦创原科技创新平台应当建立以知识产权为

导向的激励机制

地方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应当紧紧围绕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和政策，

不断提升创新平台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运用能力、保护

能力、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优化知识产权环境。以知

识产权制度激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的科

技创新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投资，并鼓励创新成果的商

业化。对于不断涌现的核心专利、知名品牌、优良植物

新品种、高水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大量商业秘密，创

新平台应当坚持战略引导、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领域，

推动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不断增强陕西省科技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

（四）秦创原科技创新平台应当积极探索职务发明

赋权改革

在2020年我国《专利法》修订过程中，职务发明创

造的权利归属和收益分配规则成为关注的重点，新增单

位职务发明处置权的规定被认为是解决我国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可以成为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法律规则基础。[13]相对

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十九条“完成人和参加人

在不变更职务科技成果权属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与本单

位的协议进行该项科技成果的转化，并享有协议规定的

权益”的规定相比，《专利法》第六条直接赋予了单位

转让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处置权，为单位与完成人、

参与者等广义上的科技成果转化人形成共有关系提供了

制度空间。2021年，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进行了修

订，在该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推进知识产权归属

和权益分配机制改革，探索赋予科学技术人员职务科技

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制度。”为了积极探索职务

发明赋权改革，2023年陕西省科技厅出台了十条“硬措

施”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并针对高校、科研院所留存的

职务科技成果探索“权益让渡”转化方式，即通过“赋

权 + 现 金 ” 或 者 “ 赋 权 + 约 定 收 益 ” 两 种 方 式 ， “ 将 留

存成果所有权让渡给成果完成人，由成果完成人实施转

化。”

积极鼓励探索职务发明赋权改革，将大大有利于改

变陕西省高校普遍存在“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

提升实际完成人转化积极性，充分发挥陕西省科教强省

雄厚实力，打通创新链、价值链、人才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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