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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产业化，既是大学

服务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加强科技

创新与科研实际应用的重要途径；也是帮助企业提高生

产质量，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又是推动社会

进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有力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

结 合 ， 完 成 从 科 学 研 究 、 实 验 开 发 、 推 广 应 用 的 三 级

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陕西省拥有8所“双一流”高校、数百所科研院校，

是名副其实的“科教大省”，具有丰富的科技创新底蕴

与教育资源优势。[1][2]但是，陕西的转化成效却显得有些

不尽如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陕西省技术

市场成交额仅1758.72亿元，远低于北京市的6316.16亿

元。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时首次提出，要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深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进一步推动陕西省从科教大省

向 创 新 强 省 转 变 ， 加 力 加 速 产 业 链 创 新 链 深 度 融 合 ，

2021年3月，陕西启动了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3]两

年来，全省高校积极融入秦创原总窗口建设，取得一系

列显著成效。

秦创原建设成效

截至2023年3月，陕西省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工

作已经开展了两年。两年来，陕西成功打造出科技创新

的新高地，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总源头，取得了重要阶

段性成果，秦创原建设成果日益显现。[4]

（一）解除转化束缚“细绳子”，加速成果落地

“大市场”

一 是 催 化 了 “ 三 项 改 革 ” 新 模 式 。 陕 西 省 印 发 推

广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 三 项 改 革 ” 《 试 点 方 案 》 《 十 条 措

施》，全省75所高校推广实施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

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

出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举措。 [5] [6 ]二是充分发

挥路演作用。加强校企对接，按照“每周发布+月度专

场”，常态化举办成果转化项目路演活动，全省高校举

办专场成果路演、校企对接等路演1600余场次，促成校

企合作项目7万余个。[7]转让专利技术2500余项，高校科

研人员创办领办科技型企业800余家。全省技术合同成交

额每年增幅超过30%，2022年达到3053.5亿元，是2020年

的1.74倍，居全国第6位，西安市技术合同成交额位列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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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的具体

体现。党的二十大指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2021年3月以来，陕西省积极建设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有效促

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四链深度融合，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但高校仍存在技术转移力量不足、项目缺乏长远布局、服务全省力度不够等问

题。陕西高校未来应从推进机制改革、规划重点培育，加强校地合作等方面着手，深度

融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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