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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城市第一。[7][8]截至2023年3月，已经实现成果单列

管理3.8万项，成果转化3449项，转化企业组建232个，

成果转化贡献晋升职称184名，横向结余经费出资成立公

司项目53个，有效缓解高校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想

转”“缺钱转”难题。[7][8]

（二）强化专业人才支撑，释放“第一资源”潜能

一是探索出了校企长效合作机制。高校联合企业组

建“科学家+工程师”队伍，由掌握前沿理论的高校和科

研院所专家人才担任首席科学家，了解行业痛点的企业

工程技术人员等担任首席工程师，以企业或高水平创新

平台为依托，以攻克企业重大技术难题、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孵化科技企业为目的，形成科学家与工程师相对

固定的合作模式和工作机制的科研创新团队。现已获得

陕西省科技厅培育队伍500支。二是成功打造专业服务团

队。提高技术转移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编印首部技术

经理人培训教程，培训技术经理人1000余人次，组建800

余名高校科技经纪人队伍，支持科研项目团队设立723名

科转专员。[7]三是探索“校招共用”引才用才新模式。高

校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为企业攻克核心技术难题，新

认定近500名中青年领军人才、创新创业人才、青年科技

新星和100余个创新团队。[8]

存在问题

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两年以来，陕西高校取得

重要成果，但是仍有一些问题亟需解决。

（一）陕西高校技术转移力量不足

人员数量不足。陕西百余所高校，绝大多数都成立

了技术转移机构，但是专职从事成果转化的人员极其有

限。 [9]陕西省的8所“双一流”高校中，有6所在网站上

公开了科研管理部门人数，最多的有51人，最少的仅15

人，其中从事转移转化的人员为4至11人。几人的团队服

务数千人的转化工作，且由于科技成果转化充满不确定

性，每个转化的对接都需要考虑到项目本身的特殊和市

场的需求，着实有些力不从心。

专业性不足。随着高校与市场紧密联系，技术转移

工作的复杂性愈加凸显，更需要专业团队参与。陕西高

校技术转移机构中，专职人员基本都是科研人员或者行

政人员出身，法律、工商、财税等专业知识不足，对市

场的把握准确性和敏感性欠佳。缺乏专业团队研究相关

法律、财税等政策及结合高校资源禀赋建立运营模式，

无法完全释放技术转移机构的优势。

灵活性不足。陕西大部分高校技术转移机构依附于

学校的科学技术处或科学研究院，一定程度上沿袭了科

研管理部门的职能，业务内容限于浅层次的校企交流及

合作，缺乏明确的业务划分和功能定位，对市场的介入

不足。技术转移中心很难回避行政干预，经费运转的限

制多，制度约束大，决策效率较低、转化力量薄弱，人

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不足。

（二）陕西高校项目缺乏长远布局

在陕西高校，一部分科研人员冠以“自由探索”的

名义进行项目申请和科学研究，实际上处于“伪自由探

索”阶段。团队缺乏明确的科学目标，研究领域跟风热

点内容，覆盖面广却原创性和实用性不足。团队研究缺

乏体系，选题不具体，研究不深入，常浮于表面，存在

“假、大、空”的现象。团队研究追求“快餐文化”，

希望短时间出大成果，基础研究缺乏沉下心来“甘坐冷

板凳”的心境，应用研究缺乏对市场需求的调研，经常

只讲求速率而忽略了长远影响，产出的成果存在大量的

“重复的成果”或“无用的产品”，看似数量多却实际

质量不足，难以真正投入应用，也无法对后来人进行指

导和借鉴，浪费了时间、资源和精力，也影响了科学作

风，损害了科研的公信力，对国家、学校和个人都产生

了不好的影响。[10]

（三）陕西高校服务辐射全省力度不够

深 化 校 地 合 作 ， 是 落 实 高 校 社 会 服 务 职 能 、 提 高

社会贡献率的有效措施，也是高校加强应用研究、丰富

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途径。驻地高校有责任有义务运用

自己的创新资源优势，助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陕西

高校众多，科教资源丰富，但是创新资源要素配置不均

匀，绝大部分高校只服务了总窗口的经济发展，并没有

结合自己的学科优势把秦创原创新驱动发展优势辐射到

全省，缺乏在更大尺度上进行生产力布局。2022年，陕

西技术合同登记金额3053.5亿元，其中西安市2863.81亿

元，占比近94%，远大于其他地市。高校缺乏主动对接市

县的积极性，校地联结机制不完善，秦创原科创优势没

有完全展现。

对策建议

（一）推进机制改革，完善科转体系，强化高校转

移转化力量

优 化 组 织 模 式 ， 推 进 高 校 技 术 转 移 机 构 独 立 市 场

化运营，充分释放技术转移机构活力。高校打破传统的

“内部转移办公室”模式，突破行政束缚，组建具有独

立法人的技术转移机构，拥有较高灵活性，给予人事、

运营、财务等方面的自主权，减少学校行政部门的过多

干预，保证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安排具备相应素养的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