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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伟

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技成

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书架”走上

“货架”，近日，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中

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中关村科技成

果转化50人论坛汇聚政产学研金各界

代表，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性难题

展开深度探讨。

破解“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过程的

“最后一公里”，成果转化是否顺利，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创新的成败。推

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进一

步健全体系化配套机制，以更大力度破

解“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等难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名誉所长、中关村智友研究院院长、中

关村科技成果转化50人论坛协作机制

2025年度主席王田苗表示，在我国科

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核心要素分别是

生态、人才和需求。生态方面，要尊重

市场逻辑与国家政策逻辑；人才培养

方面，要加强产业链与资金链对创新

和人才的支撑，在产教融合中培养人

才，其中，校企联合实验室以及创业实

践极为重要；需求方面，需综合考虑社

会需求与老龄化需求、企业发展降本

增效需求和国家核心竞争力形成中产

业与基础设施的需求。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

庆提出，通过构建全链条成果转化模

式，包括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和商业推

广，能够有效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

他呼吁企业深度参与高校科研和人才

培养，形成“双向奔赴”的良性循环。

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

“提升协同能力是开展有组织科

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华南技术转移中

心总裁李奎提出，有组织的科技成果

转化应有序衔接有组织的科研，同时

要遵循市场规律与科技成果转化规

律。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科技成果转化

办公室主任姜雪建议，有组织的科技

成果转化要从思想认识与机制体制层

面形成共识，要通过改革科研考核评

价机制、推进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提

升概念验证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促

进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

浙江大学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柳景青认为，在现有体系下，

应推动概念验证与中试落地，完善各协

同主体间的激励机制，促进高效协同、

资源对接的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

西北工业大学资产公司董事长、

国家大学科技园主任符新伟介绍说，

该校采用“有组织的转化”模式，近3年

成功转化了800余项专利，并孵化企业

60家，其资产公司建立的全流程管理

体系使成果转化成功率得到了很大的

提升。

“应通过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

和优化激励机制，推动成果转化更加

有序。”符新伟说。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〇六所成果

转化首席科学家孙磊提出，依托概念

验证平台开展科创项目筛选与分级，

针对产业与市场需求进行应用场景匹

配、开展“正向转化+反向孵化”来实现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金融赋能激发市场活力

科技成果从论文到产品，从基础

研究到产业化应用这个过程是公认的

全球性难题。技术创新与发明创造，

如果得不到产业化、商业化应用，就会

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要让金融赋能，让更多科技成果从

“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钱塘材料实验室主任陈东敏指

出，概念验证阶段是科技成果转化风

险最高的环节，导致投向该环节的资

本匮乏。

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部长姚卫

浩认为，将高校创投基金投早、投

小、投长期、投原始创新的职能和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服务功

能联动，可以很好地改善当前成果

转化格局。

姚卫浩建议从5个方面着手：一是

创投基金与高校技术转移机构成为紧

密合作伙伴；二是创投基金要协助科

研人员设计成果商业化方案；三是创

投基金提供成果转化第一笔基金；四

是创投基金成为科学家最信任的合伙

人；五是创投基金应成为孵化企业里

面最有耐心的股东，全程陪伴企业成

长。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

院副院长宋河发建议，未来高校院所

建设有组织的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

既管技术许可，又管知识产权，还管早

期投资，引导社会资本一起来投早投

小投硬科技。

本报讯（记者 李洋） 近日举办

的 2025 中关村论坛千校万企协同

创新大会以“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

研合作、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落地转

化”为主题，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平

台发布了 400 余项产学研合作成

果。

会上，中关村建投发布的“科技

园区赋能产学研协同暨企业产学研

需求”，梳理筛选了几百项行业企业

需求和应用场景，这些需求不仅关

注技术本身，还通过深入了解企业

市场定位、研发产品规划以及行业

竞争态势等信息，确保准确性和前

瞻性，使企业需求与高校科研资源

精准匹配，科研成果更贴合市场实

际需求。

华中科技大学与中海油服签约

共建“石油测井装备工程技术联合

实验室”，共同攻关我国海洋油气勘

探开发中面临的高温热管理、微弱

信号采集、液压系统可靠性重大技

术难题。

西安交通大学与联想集团签约

合作共建“智慧行业联合实验室”，

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开展师-机-生混合增强在线教育

新模式，攻克智能教育行业关键技

术难题，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

新平台，服务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助

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北方工业大学与中关村工业互

联网产业园、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现场签约校企地共建

“智能网联交通产学研协同育人基

地”，聚焦车联网、具身智能、大模

型技术在智慧交通系统中的应用，

服务北京市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

大模型新兴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

活动现场，一批由校企合作共

建的产学研联合实验室揭牌成立。

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平台高校、企业

代表作了精彩发言，从政产学研不

同主体层面共同探讨了由企业主导

的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和新路径。

为推动京津冀三地区域科技创新

要素的深度融合，实现技术与资本、需

求与供给的高效对接，近日举办的2025
中关村论坛年会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

大会“京津冀技术交易成果对接会”干

货满满。

2024年，京津冀三地技术合同成交

额达 1.3 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将近

20%，京津冀技术市场协同发力跑出“加

速度”。

走深走实

“技术合同登记情况不仅反映了技

术市场的活跃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工

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技术市场与成

果转化处处长孙启新介绍说，2024年，

全国技术市场共登记99.4万项，同比增

长5.1%；技术合同成交额6.8万亿元，同

比增长11.2%。

2024年，北京市流向河北省、天津

市两地的技术成交额为 843.7亿元，同

比增长 12.7%，交易主要集中在轨道交

通、城市建设、计算机软件等领域；天津

市流向北京市、河北省的技术成交额为

546亿元，增幅达 65.9%；河北省对北京

市和天津市的技术吸收吸纳能力也在提升，全年共吸

纳两地技术成交额1092亿元，同比增长34.8%。

“2024年，京津冀地区联合发力，推动区域创新和

产业协作正在走深走实。”孙启新说。

协同跑出“加速度”

京津冀技术交易“加速度”从何而来？

京津冀三地给出的答案是：协同发力。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二级巡视员张志松介

绍说，京津冀三地技术市场强化协同联动，构建了多

层级、高频次会商机制。例如，三地技术交易服务机

构依托中国技术交易所线上平台建立科技成果信息

联合发布机制，截至 2024年年底，联合发布科技成果

和专利技术480项。

天津市科学技术局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处长

赵晓鹏重点介绍说，三地科技部门联合出台的《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协同推进京津冀高精尖重点产业发展

的工作方案》，强化了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

的协同。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一级巡视员张永强举例说，京

津冀在创新平台共建共享、创新资源互联互通、“五群

六链”产业协同、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创新应用场

景打造等方面相互赋能，协同创新，成效显著。三地

共同签署了一批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发布了三地概念

验证和中试熟化平台地图，“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渠

道更为通畅，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持续

提升。

成果转化提速

“北京是创新资源、创新项目的策源地，天津和

河北主要是从应用场景、应用落地的角度来做转

化的承接。”中科智汇工场副总经理李华兴在谈到

开展京津冀成果转化服务的探索模式时表示，中

科智汇工场通过项目、服务、人才、平台联动，近年

来累计在京津冀地区落地 130 多个重大的成果转

化项目，其中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的超过100家。

盈科瑞(天津)创新医药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院

长姚仲青分享说，科瑞总部在北京生命科学园，大部

分团队分布在天津。该企业充分利用两地的优势，于

去年、今年申报的中医药新药以及经典名方，位列国家

新药审评中心网站公布名单之首。今年，该企业又有将

近45个中药新药的经典名方申报，还有将近10个中药

新药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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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突破，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平台发布400余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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