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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管理人员任主要负责人，由校资产公司对机构进行控

股，防止学校资产及国有资产流失；鼓励高校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参股运营，引进运营专业团队，加深学校和市

场的绑定，打破学校固有的思维禁锢，帮助梳理学校科

技成果，并从市场关注的角度提供策略性意见，促进知

识产权转化运用；完善制度建设，修订制定知识产权、

成果转化、评价激励等相关文件，全面进行制度保障；

对重大专项实行“一项一策”，充分发挥技术转移机构

优势，解决学科差异性问题。

扩 大 转 移 人 才 队 伍 ， 培 育 “ 省 级 — 校 级 — 科 研 团

队”三级技术经理人队伍。将技术经理人纳入省级职称

序列，出台完整的晋升制度，明确职称评定要求，客观

公正评价技术经理人的学识水平和专业能力；建立完整

的技术经理人培养体系，鼓励高校培育自己的技术经理

人队伍，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立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相

关专业和系统课程，并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律、财税、工

商等课程，推动技术经理人培训系统化、专业化、正规

化；对高校专职技术经理人增扩编制支持，并鼓励老师

任兼职技术经理人；引导每个科研团队培育一名技术经

理人，对本团队的技术及科研成果进行推介宣传、市场

对接；将专职人员的绩效和转化收益挂钩，探索专职人

员转化收益比例随转化金额的增大而下降的“累计递减

制度”，对兼职技术经理人进行季度考评，根据转化数

量和金额给予职称加分或奖金奖励，具体可根据兼职经

理人的需求决定。

（二）规划重点培育，做好早期布局，搭建项目全

流程管理体系

进 行 高 价 值 专 利 培 育 。 引 导 高 校 建 立 有 效 的 高 价

值专利培育运营体系，在研发之初要高质量创造，高度

重视和运用专利信息，找准研发起点、重点和方向，避

免低水平研究和创新资源的浪费；研发之中要高质量研

究 ， 重 点 研 究 对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具 有 促 进 作 用 的 科 学 技

术；保护知识产权要精准长远布局，结合技术特色申请

知识产权，综合市场需求进行国内外专利布局；技术推

广要结合市场，根据不同地域的特色和需求进行技术推

广 ， 真 正 将 技 术 服 务 社 会 ， 体 现 高 价 值 专 利 的 培 养 意

义。高校通过项目全流程管理、科技成果披露、专利申

请前评估、专利导航、职务发明所有权赋权、国外专利

布局、完善激励和评价等内容，引导形成对重点产品市

场竞争具有保护作用的高价值专利或者专利组合，加强

专利信息应用、完善专利申请布局、提高专利申请质量

和强化专利保护运营，促进专利有效转化。高校对专利

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根据专利价值评估体系进行专利评

价，梳理制订分级分类的可转让目录，筛选出不同价值

度的专利，确定高价值专利清单，引导高价值专利进行

科技成果转化。

强 化 有 组 织 科 研 。 开 展 有 组 织 科 研 ， 有 利 于 汇 聚

科研资源，建立长效交流网络，提高科研效率，推动理

论创新，促进成果转化和应用。陕西科研管理部门和高

校管理部门应加强有组织科研，组织专业培训，提高陕

西各高校科研管理队伍及科研团队的思想水平和专业素

养；强化规划布局，引导各高校、各团队结合学科优势

和资源禀赋，聚焦国家重点领域和陕西特色产业，围绕

国家重大战略和陕西24条重点产业链进行研发；汇聚优

秀人才，吸引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强化科研团队的

竞争力；提供稳定支持，对重点领域进行经费、人力支

持，对产出创新性、实用性成果的团队进行后补助，推

动实用性成果的产出和转化。

对科研项目实行全流程管理。对应用前景较好的科

研项目，在项目立项、实施、验收、转化各个阶段对科

研项目进行知识产权的专业指导、布局、管理与服务，

做到“早期布局，全程跟踪”，提高技术研发起点，助

力科研团队在项目立项时就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力争解

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加强成果保护意识，

在项目实施阶段及时申请知识产权保护，进行高价值专

利及专利组合培育和专利运营的布局；关注社会服务效

益 ， 在 验 收 阶 段 考 查 社 会 效 益 ， 包 括 转 化 数 量 和 收 益

额、新增税收、就业培训次数、带动新增就业人数、环

保效益等，引导高校教师真正做出能够助力产业发展、

服务社会经济的成果。

（三）强化校地合作，布局飞地平台，助力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在高校设立秦创原高校工作站，邀请地市入驻。支

持高校主动加强与地市的对接，地市推荐具有科技成果

转化从业经验、掌握本区域产业和科技发展需求的技术

经理人入驻高校工作站任科技联络员，深入了解学校科

研方向，评估需求相关的高校知识产权并挖掘潜在合作

团队，提供地市秦创原政策解读，加强高校与地市的沟

通交流，推动高校等作为创新主体与地市等作为承接主

体之间的沟通联络、资源共享、目标匹配。进行年度考

核，划拨专款对促成科技成果转化的优秀科技联络员进

行奖励，激发科技联络员积极性。

在 地 市 建 立 秦 创 原 高 校 服 务 飞 地 工 作 站 ， 延 伸 科

技服务“触角”。鼓励高校选派一些研究方向和地市主

导产业一致的专家学者带团队入驻飞地工作站任科技大

使，帮助地市培育技术人才、提供技术服务、进行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