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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担任的，该部分人员日常管理工作不仅仅局限

于技术合同管理工作，还承担着多门类的其他科研管理

工作。虽然这部分科研管理人员也在不断地学习技术合

同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参与各类技术合同登记培训、

职业技术经理人培训以及各类科技创新培训，但由于各

类事务性工作的关系，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技术合同

管理工作中。对本学校其他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了解的

也不够全面，而技术合同不仅仅是科研管理部门的事，

同时也牵扯了财务、资产管理部门，一份技术合同在执

行过程中往往会受制于各个部门的管理办法。

2、合同管理的连贯性不强

目前的管理工作重点大多在于技术合同的签订、入

库存档、经费上账等事务性的管理工作中，对于研发类

技术合同登记享受免税政策的宣讲推广面不大，技术合

同的后续跟踪、问题发现与解决、成果转移转化、科技

成果的赋能与推广等方面的关注度不够高。日常的各类

政策宣讲不到位，往往是遇到可以享受政策的技术合同

时，一对一地进行解读，或者科技工作者之间进行交流

解读，对于不清楚政策的科技工作者来说，由于政策把

握不清楚、不到位，造成了技术合同签订的反复性。对

于后期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终止和减少拨款的合同的跟进

不强，无法做到科学、全流程地进行技术合同的管理工

作。

3、合同管理信息化有待提高

现阶段合同管理没有引入信息化的管理程序，合同

的拟定、审核、签订、存档等各环节都是线下纸质版的

操作管理，不利于过程的全方位监控管理和技术合同的

长期存放。双方不能在同一时空进行技术合同的审核、

签订，对于双方不在同一个城市的技术合同，往往是费

时费力，邮寄环节还很容易造成技术合同丢失。特别是

遇到类似疫情等不可抗力情况，技术合同往往是停滞于

一方，无法完成签订的全部环节，从而导致经费无法拨

入和研究环节无法进行等一系列合同环节无法完成的停

滞状态。

4、缺乏深入思考交流

管 理 人 员 多 忙 于 办 公 室 各 项 事 务 性 工 作 ， 很 少 走

出学校调研地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需求。根据调研发

现，理工科学院和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合同签订的数量

和经费均大于文科学院，文科学院签订技术合同的面较

窄，辐射度不够高，没有达到将科研成果转移、落实的

效果。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对于管

理办法也是止步于本部门、本单位的修订和完善，没有

将整个技术合同管理的方方面面进行通盘考虑。技术合

同的管理工作涉及了科研院所的各个部门，其流程也是

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规定都是和其他部门紧

密联系的。

技术合同管理的对策

1、调研中找思路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强 在 讲 话 中 指 出 ： “ 坐 在 办 公 室 都

是问题，下去调研都是办法。”对于技术合同的管理工

作来说，也需要走出去调研，看看所在地区经济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将学校的各个专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方方

面面相结合，不仅仅是工业、科技成果来带动地区的工

业化和现代化，历史文化资源、经济发展的建言献策、

城市规划发展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智慧的输出。例如，

历史方面的专业可以将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

挖掘，形成具有地域历史文化特色的关键点，融入到地

区的旅游经济元素中，将地域特色和旅游经济更好地融

合，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思路；教育方面的专业可以

和地方中小学教育相结合，挖掘地方特色教育资源，将

地方研学做出特色，吸引更多的学校、教育机构参加研

学教育；美术设计专业可以为地方旅游、文化、饮食等

设计形象标志、文创产品，将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播出去。

2、加强信息化建设

加强高校信息化系统中的合同管理模块建设，[7]全方

位管理技术合同从签订到执行的各个环节，优化管理流

程。合同管理模块的优点在于：（1）在合同拟定和签约

阶段可以做到双方同步进行；（2）实时显示项目进展状

况和经费使用状况；（3）跟踪技术合同发展进程，督促

双方严格按照合同内容履行权责；（4）根据实际情况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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