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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科技成果

从实验室走出来

需要多长时间

如何让科技成果

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扫一扫看长图

总策划：曹健 张杰 齐松梅
执行总监/主编：许世立

版面设计：张昕
检校：王振文 符发
长图文案：许世立
长图素材：邱江华

长图手绘/制作：陈海冰

科技成果权属比例、转化收益分配比
例的优化，让海南大学科研人员的获得感
和荣誉感大幅提升。近年来，有不少科研
人员冲着这一利好政策“向海而来”。

而让广大海南科研人员更振奋的
是，今年9月，省科技厅等9部门联合印
发《海南省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
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将在海南大学
的基础上，面向我省相关单位逐步推广
赋权试点。

《实施方案》明确，将在省内或中央在
琼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立医疗卫生机
构、国有企业、其他具有科研活动能力的
事业单位等，通过3年试点，推动建立健
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
长期使用权的机制和模式。

“技术在不断更新迭代，过时的技术
会一文不值，所以要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与其让科技成
果束之高阁，还不如让科研人员去转化成
果，激发科研积极性和创新活力。

该负责人称，赋权改革以促进我省特
色产业发展为目的，将加大政府资金对科
技成果转化平台、项目和人才等方面的支
持，改进和完善组织管理方式，集中资源
和力量，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
提升赋权工作各参与方的获得感。

“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不少高校院所
曾经面临‘不敢转’的困扰，由于害怕出现
工作纰漏，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既想帮助
科研人员转化成果，又害怕操作不规范承
担责任。”该负责人介绍，《实施方案》明确
建立尽职免责机制，在没有牟取非法利益
的前提下，可以免除追究其在科技成果定
价、自主决定资产评估以及成果赋权中的
相关决策失误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改革还凸显了以增
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激励政策。根据
《实施方案》，试点单位要建立健全职务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使科研人
员收入与对成果转化的实际贡献相匹
配。与此同时，要建立完善技术转移人
才职业晋升通道。

陈海明也提到，在下一步的工作中，
海南大学将把科技成果转化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贡献作为教师职务晋升、职称评
审、绩效考核等的重要依据，将科技成果
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职称评
审的重要内容，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贡献
者可破格申报高级职称。

一项技术从研发到支撑产业发展，
需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
里”。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涉及方方面面，而赋权只是其中一
点，解决的是源头动力问题，但这个动力
要达到“多米诺骨牌”的助推效果，还需
多方“接力”。

据了解，近年来海南不断完善高水平
科创体系建设，集聚一批国际化、专业化
的服务机构和高端人才，推动国家技术转
移海南中心高质量发展，加大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力度，截至今年10月底，我省技术
合同成交额达到30.46亿元。

从束之高阁到落地生金，随着海南科
技体制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一项项科
技成果正加速走出实验室，走进海南特色
产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本报海口12月1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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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特别是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一直以来都是“老大难”问题，难在哪？

“高校科研人员完成的职务科技成果，
其所有权属于单位，如果想要转化，一方面
要涉及一系列流程和手续，另一方面又担
心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夏志强坦言，
认证评估烦琐、转化风险高、完成人收益
少，“科研人员顾虑多了，活力就弱了。”

对此，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白新鹏有同样的感受。长期以来，白新鹏
带领团队从事椰子油纳米球的设计和制备
研究。“椰子是海南重要的特色产业，椰子油
在常温下容易结晶成固体，在食品加工中的
应用受限，希望研究成果能切实解决产业发
展中的问题。”但是，面对实验室成果的产业
化应用，白新鹏顾虑重重。

“职务科技成果等技术类无形资产转
让或对外投资须完成国有资产评估备案。”
白新鹏解释说，在实际操作中，这个评估就
难倒了许多人。评多了，市场不买账；评少
了，又可能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进退两难。

此外，评估时间较长，有时甚至需要
一两年，不少前沿科技成果在漫长的评估
周期里失去了产业化的价值。另一方面，
加上审批环节多、责任大，一些高校院所

及其科技人员都不愿承担成果转化中的
风险，导致大量职务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
甚至失效。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在国家层面，2020
年5月，科技部联合多部门印发《赋予科研人
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
施方案》，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
益权改革，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

作为国家试点单位之一，海南大学于
2022年出台相关规定，将科技成果95%的
所有权赋予成果完成人，同时简化审批程
序，教师到该校科学技术发展院报备后即
可进行成果转化。

“我们可以说是海大科技成果赋权试点
较早的受益者之一。”白新鹏回忆说，2022年
10月，团队向学校提出赋权申请，学校将2项
知识产权95%的所有权赋予科研人员。今年
5月，白新鹏团队将研究成果以作价入股企业
的方式完成转化，目前通过该成果开发的产品
正在试销，市场反应良好。

“破除科技成果转化的绊脚石，学校赋
权改革初见成效。”海南大学科学技术发展
院副院长陈海明说，今年海南大学的科技
成果转化合同额超过近十年总和。

在业界，关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另
一个问题一直被研究和讨论，即转化收益
分配问题，到底多少归科研团队？

在采访中，也有不少科研人员吐露心
声，利益的划分是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中不
得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市
场前景的成果，怎么处理好单位和个人的
利益是成果转化的关键。

对此，海南大学在赋权改革中明确，将
成果转化净收益的95%分配给完成人，绝
大部分成果转化收益归于科研团队。对成
绩显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能力突出
的人员，海南大学还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
鼓励。

谁所有，谁转化，谁受益，科研人员更
有成果转化的动力。

12月11日，夏志强忙了整整一天，从
早到晚他不仅要上课、开会、指导学生实
验，还接待了企业咨询。近10年来，他一
直从事数字育种技术研究，带领团队研发
的检测技术“Hyper-seq”，大大提高了作
物育种效率，受到许多高科技育种企业和
科研单位的青睐。

“利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算法，构
建一套全基因组选择育种的体系，从而实
现高效、精准育种。”这就是夏志强团队当
前研究的内容，说起来，他信
心满满，“Hyper-seq技
术获得国际专利授
权，不仅可用于作物
研究，还可广泛运用

于食用菌、水产、畜牧等领域研究。”
从2022年推出这项技术以来，有不少

企业向夏志强抛来了“橄榄枝”，希望进一
步合作。“能与企业直接进行谈判，这在以
前，是难以实现的。通过赋权，我们与企业
开展合作更加名正言顺，摆脱了不少束
缚。”夏志强直言。

以知识产权作价1000万元投资入股
海口植之素生物资源研究所有限公司后，
白新鹏团队在3年内以30%的比例与企业
分配利润。“科技成果转化的意义，不仅仅
在于让科研团队获得收益，更是为了创造
更多的社会财富、社会效益。”白新鹏认为。

还有不少科研人员表示，海大进行科
技成果转化试点，也是在鞭策高校科研工
作者，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做
好理论基础研究的同时，把更多好的理论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

“进行赋权改革，就是要扫清制约科技
成果转化的障碍，由此促进创新链、产业
链、价值链深度融合。”陈海明说。

得益于相关的改革创新，海南大学职务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成效得到了科研人员和社
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于2021年11月获批海
南省技术转移转化服务机构，2023年受邀加

入国家技术转移海南中心理事单位、热带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联盟成员、亚洲

农业科教创新联盟成员，大大
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专

业化服务能力。

动力从哪来
科研团队可获得95%的职务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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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篱怎么破
赋权改革让学校一年的科技成果转

化合同额超近十年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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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转、不敢转、不能
转！”在回忆起过往进行科技
成果转化的经历时，海南大
学三亚南繁研究院教授夏志
强面露无奈。

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
化是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的
重要一环。然而，和全国一
样，长期以来我省一些高
校、科研院所也存在科技成
果落地难的问题，科研人
员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参与
度不高。

为改变这一局面，
2020年，科技部联合多部
门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
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
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
案》，海南大学是我省唯
一入选国家试点的高校。

最直接的变化是，科
研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
的积极性更高了，主动
性也更强了。“能与企业
直接进行谈判，这在以
前，是难以实现的。”夏
志强坦言。

而更让人期待的
是，为让更多科研人
员享受到赋权改革的
利好，今年9月，海南
省科技厅等9部门联
合出台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新政，进一步扩
大海南赋权改革试
点范围，这意味着，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科技成果加速走出
实验室。

改革如何深
赋权改革试点将扩大至其他高校

院所、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等
▲科研人员使用检测技术“Hyper-seq”。 本版手绘/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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