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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心、医企联合实验室等机构平台，或从医工结合协

同创新的全流程角度，提出从基础研究开始、经企业导

向的应用研究、最后到成果转化形成产品3个阶段。部

分学者对医学科技成果研发模式进行探索。北京积水潭

医院于洋提出，“医工企”合作研发模式突出创新产品

的需求牵引和临床应用，最大程度发挥临床资源的溢出

效应，提升了医疗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

“上药-交医创新成果”孵化平台推动校内关于科技成

果转化的流程和制度建设。部分学者从医学科技工作者

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医务人员在医工结合中，面临着缺

乏工程技术相关知识、缺少科研时间和医工沟通渠道、

知识产权得不到维护等困境。绝大部分人员认为，我国

转化医学刚起步，发展不平衡或处于探索阶段，缺乏顶

层整体统筹与规划、缺乏专职研究人才和管理人员、成

果绩效评价机制不健全、投入不足、缺乏有效组织等因

素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27]医疗器械领域是医学科

技成果转化的重点领域。郭文姣提出，医疗器械产业发

展水平低，科研评价体系不完善，医疗器械研发与临床

结合不紧密，企业研究基础及工艺生产能力有待提高，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不完善，但随着政策利好、市场认可

和技术转化等方面逐步成熟，进口替代已经成为主流趋

势，医疗器械医工交叉领域将迎来黄金投资期。[28]

科技成果转化研究未来发展趋势

（一）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合作网络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理 论 研 究 与 实 践 探 索 本 身 具 有 主 体

多元性、制度复杂性和理论延展性特点，需要跨领域、

跨单位、跨学科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理论研

究、模式探索、机制构建、政策规划与完善均需要快速

积累完善，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驱动科技成果

转化领域理论与实践螺旋上升，必要时可发挥理论与实

践领域多元柔性智库的力量。

（二）重视对科技成果转化多元主体关注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研究，不应局限于高校科

研院所和政策研究，还需从系统角度分析科技成果转化

体制机制上的难点、堵点与缺位，从需求端关注市场需

求与风险资本，关注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研发主体的供方

地位以及作为科技成果转化需求方与价值共创方的需方

角色，从而引起政策关注与完善；从成果转化全流程链

条，关注中介机构的功能定位与作用发挥。对于新型研

发机构与协作模式的探索，为科技成果转化有效识别、

遴选、培养、评价、产业化奠定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生

态圈与完整闭环。

（三）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细分领域的深入研究

一方面，中央及各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发展迅速，

但科技成果转化发展及效率受到经济水平、开放程度、

制度完善、研究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区域之间存

在发展不均衡问题，不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存在差异，

因地制宜发展适宜本区域科技成果发展现状的政策，才

能实现更高效率。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在不同细分

产 业 领 域 呈 现 出 不 同 的 行 业 需 求 、 发 展 趋 势 与 制 约 因

素，例如农业、国防、医药卫生等不同行业，科技成果

转化特性、需求、现状等存在差异，在完善科技成果转

化总体规划和发展政策的同时，应加强对不同细分产业

领 域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的 深 化 研 究 ， 从 行 业 层 面 、 机 构 层

面、科技人员层面、需求受众层面等进行多维度多层次

分析，推动不同领域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发展。

（四）开展对中观、微观领域的调查研究

现 有 针 对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的 研 究 多 集 中 于 宏 观 层 面

或政策端定性研究或理论论述，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案例

分析或实证研究较少，针对科技人员的调查研究更是缺

乏。针对中观机构层面进行研究分析，可以总结研究机

构、中介机构等在政策执行落实、成果转化实践、模式

探索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针对微观层面科技

工作人员的研究，应明确人才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重要

性，对影响科研工作者成果转化动机与阻碍等因素进行

定量调查研究，其实践意义在于：指导相应素质人才培

养；探究人才激励机制，对科技成果转化后实现科技产

业化和科技成果的合理收益分配进行指导；对完善宏观

政策和体制机制提供实证支撑。

参考文献

[ 1 ]柳岸林：《三螺旋理论与广东省科技创新的实

践 —— 企 业 、 大 学 和 政 府 的 视 角 》 ， 载 《 产 业 创 新 研

究》，2023（24）：22-24页。

[2]李飞：《基于界面理论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影响

因素研究》，载《中国高校科技》，2024（01）：41-46

页。

[3]郝涛、林德明、丁堃等：《“双一流”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激励政策评价研究》，载《中国科技论坛》，

2023（07）：21-32页。

[4]尤莉、高政：《TOE框架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的内在逻辑与驱动路径》，载《中国高教研究》，2023

（07）：25-31页。

[5 ]戴智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多主体协同作用

规律研究》，载《上海管理科学》，2023，45（05）：

经济·产业丨Economy & Industry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