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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伟）9月 8日，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在2024
浦江创新论坛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

评价报告2024》。《报告》显示，我国综合

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得分为78.43分，比

上年提高1.30分，科技活动投入和产出

指数显著提高，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持续提升。北京、上海、广东、江

苏、天津和浙江6省市综合科技创新水

平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8.43
分）。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科技创新

水平指数分别为 89.45 分、89.20 分、

86.05分，分列前三位。

《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活动

投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

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5个方面，

选取12个二级指标和44个三级指标，

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

港澳台）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行评价，

并对各地区科技创新发展态势进行分

析研究，为国家和地方科技管理决策提

供参考依据。

《报告》将全国 31个地区划分为 3
个梯队，分别为创新领先地区、中等创

新地区和创新追赶地区。创新领先地

区为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地区，2024年包括北京、上

海、广东、江苏、天津和浙江6省市。中

等创新地区的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高于50分，包括重庆、湖北、安徽、陕

西、四川、山东、湖南、福建、辽宁、江西、

河南、吉林、河北、黑龙江、宁夏、广西、甘

肃、贵州和海南19个地区。创新追赶地

区则为指数值低于50分的地区，包括山

西、云南、内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6个

地区，较2012年减少了12个地区。

京津冀交出的成绩单有目共睹。

北京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提高至全国第

一位，天津排在第五位，河北上升至第

十九位。10年来，京津冀协同创新不断

向纵深推进，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

立分支机构超1万家，北京企业对津冀

两地企业投资4.9万次，投资总额2.3万

亿元。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实施亿

元以上京津项目270个、总投资额2037
亿元。

与此同时，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建设再提速。上海综合科技创新水平

排在全国第二位，江苏上升至全国第四

位，浙江和安徽保持在全国第六位和第

九位。长三角有研究与试验发展

（R&D）活动的企业数量、地方财政科技

支出、企业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经费支

出等13项指标占全国比重均超过30%，

技术国际收入约占全国5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效明显。广

东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86.05分，

位居全国第三位。其中，科技活动投入

指数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保

持全国首位。粤港澳大湾区高技术产业

营业收入占全国比重25.2%、占工业营业

收入比重排名第一，万人移动互联网用户

数量排名第三，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服

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位居第四。

长江经济带创新效能进一步显

现。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共建成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10个，沿线11个省市

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比如，湖北综

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八位，重庆、四

川综合排名分别为第七位和第十一位。

黄河流域省区科技创新发展条件

持续改善。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黄河流域

9省区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和资源型产业转型。其中，陕西综合

排名第十位，科技人力资源上升3位；山

东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十二位，

R&D经费支出规模居全国第五位；甘

肃综合排名第二十三位，科研物质条件

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排名均比上年

上升5位。

《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基本形

成以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

块为基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

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北

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

和成渝、武汉、西安区域科创中心为高

地的区域创新格局。

本报讯（记者 李洋）9月9日，《科技

成果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在 2024浦江创新

论坛发布。

《科技成果评估规范》由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于2021年12月批准立项，科技部

科技评估中心负责研制。目前，该国标已完

成制修订并通过国标委技术审查。

《科技成果评估规范》国标主要针

对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科技成果评估活

动，构建出“五元价值”为主体、“转化推广

潜力”为补充的科技成果评估指标框架。

一级评估指标分别是：科学价值、技术价

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以及转

化推广潜力。

《科技成果评估规范》国标注重实际评

估应用，提出分类评估原则，要求根据被评

估成果类型选定相应的评估维度，并根据

评估目的差异调整评估内容侧重点。除了

科技成果评估的指标体系、原则外，《科技

成果评估规范》国标还列出详实的评估方

法、标准化评估流程等。

科技成果评估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

环节，科学合理、标准规范的科技成果评估

在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动力和潜力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

对成果的准确识别和价值判断是当前的重

点和难点之一，成果评估正是打通这一成

果转化困境的“金钥匙”。

该国标将与《技术经理人能力评价规

范》团标相辅相成，促进和保障科技成果评

估的规范、有序和专业化发展，推动我国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蓬勃发展。

本报讯（孙立彬 记者 李洋）9月9日，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 2023（高等

院校与科研院所篇）》《中国科技成果转化

年度报告 2024（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

在 2024浦江创新论坛发布。《报告》显示，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金额总体呈现上

升趋势，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和技术开

发、咨询、服务6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

同总金额，由 2019年的 1085.9亿元增长到

2023年的2054.4亿元。

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活跃，转化金额和

项数不断增长。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

当年到账金额由 2020年的 811.7亿元增长

到 2023 年的 1352.7 亿元。高校院所实施

的转化项目数量也较快增长，以 6种方式

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总项数由 2019 年的

43.3万项增长到2023年的64万项。

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建设工作不断

推进。截至2023年年底，1038家高校院所

成立适合自身特点的技术转移机构，高校

院所专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人员为1.79万

名。

高校院所与企业产学研合作逐步深

化。截至2023年年底，高校院所与企业共

建研发机构、转移机构和转化服务平台数

量达1.96万家。

科技成果转化支撑明显，重点领域持

续发力。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和作价投

资方式转化的科技成果，主要集中在制

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

业领域。从转化区域看，约 60%科技成

果通过转让、许可和作价投资方式实现

当地转化，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要求，由国家设立

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报告年度

科技成果转化情况。2017 年以来，科技

部、财政部积极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

年度报告制度。在科技部和财政部的指

导下，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联合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自2018年起每年持续发布《中

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

研院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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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4》；制图：沙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