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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探索。

（一）原有体制机制要有所突破

建立合理的人才与科研成果专利共享机制。

西 安 交 大 已 率 先 提 出 “ 1 1 2 1 ” 模 式 ， 聚 焦 地 方

经 济 产 业 需 求 ， 打 造 产 学 研 深 度 融 合 发 展 新 典

范，建设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联合体，打造学校

科研成果转孵化平台、围绕企业关键核心技术联

合攻关、围绕学校技术成果孵化高技术企业，建

立学校招、企业供、政府助、多方赢的人才共享

机制。同时，成立了专门的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机

构，专负责抓好科技产业培育、知识产权管理及

科技成果评价。下一步，校企双方将对产生的研

究成果和知识产权设立共享机制，双方共享研究

成果的所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根据所贡献的资源

来共享，按照一定约定比例分配双方的收益。

（二）合作管理制度要建立健全

确定研究成果的转化模式，确定产权归属、

明确责任分工，有效激发科研和管理人员的积极

性和责任感，使用合理完善的控制体系来规范双

方行为，将企业投资风险降至最低；完善激励制

度，高校和企业应根据国家政策和实际情况，建

立 健 全 研 究 评 价 制 度 ， 建 立 公 平 公 正 的 评 价 机

制，优化成果转化政策体系，积极实施新的分配制

度，为企业、学校、科研人员提供发展和赋权的平

台，激发各主体转化科学研究成果的主动性。

（三）政府要主动发挥职能作用

校 企 双 方 科 研 究 成 果 的 转 化 与 政 府 政 策 支

持密不可分，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校企

双方研究成果的高质量落地。首先，政府可以成

为高校与企业在科研成果转型方面密切合作的催

化剂，建立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平台，为高校与企

业合作提供坚实稳定的合作基础。其次，在合作

平台上充分激发高校学科、人才、成果等资源聚

集优势，挖掘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

高、创新能力强、商业模式新、市场前景好、与

产业紧密结合的科技成果项目，提供全流程服务

和资金支持，促进高校院所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最后，及时总结推广校企合作中的典型经验和做

法，大力营造校企深度合作的环境和氛围。主管

部门要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研究制定政策措施，

加强对校企合作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有力促进

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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