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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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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成败。

电力设计企业科技创新产出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效的专利转让率和成果产业化水平却相对较低，科技成果转

化的现状不容乐观，仍存在诸多问题和薄弱环节，亟待解决。阐述电力设计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如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市场导向性不明确、激励机制有待完善、成果转化缺乏资金保障、成果转

化人才匮乏等。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包括 ：探索“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强化以市场为导

向的科技创新；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引入科技成果转化风险投资；培育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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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in Electric Power Design Enterprises

HUANG Jiancheng, YANG Dan, XU Wenchao, TANG Yanyan
(China Energy Engineering Group Jiangsu Power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Nanjing 211102, China)

Abstrac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is the "last kilometer"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le the outpu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electric power design enterprises 
grows rapidly, the effective patent transfer ra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of achievements are relatively low, and the 
status quo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is not optimistic.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weak links,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in electric power design enterprises are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such as weak original innovation 
ability, unclear market orient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to be improved, lack of financial guarantee for the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and lack of talents for the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On this basi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exploring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de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use", strengthening market-orien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mproving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introducing venture capital for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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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

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

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

产业等活动 [1]。科技成果转化就是将科技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并产生倍增放大效益的过程 [2]， 
是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关键环

节，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来，通过持续投入和研发攻关，电力

设计企业逐步掌握了以超临界和超超临界二次再

热机组、大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特高压

交直流输变电、智能电网和智能配用电、分布式

能源、综合智慧能源、智慧勘察等为代表的核心

技术，特别是二次再热百万机组设计技术、UPFC
设计技术、储能技术、大规模源网荷储精准负荷

控制技术等创新示范项目的顺利实施，从技术层

面有力提升了电力设计企业的品牌价值和核心竞

争力。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电力设计企业科

技创新产出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效的专利转让率

和成果产业化水平却相对较低，科技成果转化的

现状不容乐观，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

本文重点分析电力设计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建

议，以期为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借鉴。

1  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原始创新能力不强

电力设计企业的科技成果大多侧重于工程

应用创新，较少涉及前瞻性、颠覆性的科学研究

和技术发明。一方面，企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重

视程度不够，在市场开拓、生产履约的重压下，

一旦科研与生产发生冲突，总是优先保障生产；

另一方面，企业缺乏既掌握核心技术又善于集成

创新的复合型科技领军人才，且没有组建独立于

生产的科技创新团队。此外，企业自身缺乏国家

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个别前沿性、

探索性的基础研究项目难以深入推进。

1.2 市场导向性不明确

电力设计企业虽然大多数通过了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但是存在为科技而科技、为研发而研

发的现象，研发人员在科技项目立项时往往没有

充分调查项目的市场前景、预期收益、转化风险

等，缺乏成果转化意识，而只是围绕论文、专利、

专著和报奖等目的开展相关研究，这势必导致研

发成果脱离市场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同时，部分研发成果仅停留在基础理论层面或实

验成果阶段，实施的边界约束过于理想，经济效

益差、市场风险大，在生产应用中几乎无法落地。

1.3 激励机制有待完善

目前大多数企业制定的科技创新考核机制

或创新激励措施侧重于发明专利、期刊论文和

获奖成果等，而往往忽视了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的利益分配。虽然国家和地方出台了相关政策

法规鼓励企业对科技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

科研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但在实际转化过程

中，缺少科技成果转化的定量考核机制，企业

一般以一次性的奖励报酬制度为标准对科研人

员进行奖励，且多以科研成果的专利、专著、

报奖为奖励依据，极少考虑成功转化的科技成

果的累积收益分配。激励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科

研人员缺乏成果转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4 成果转化缺乏资金保障

科技项目结项后，相关成果除了申报各类

奖项，往往束之高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是缺乏成果转化所需的资金保障。科技成果

中大部分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这些

科技成果在大规模生产应用前，需要投入大量

的资金开展中间试验，以验证成果的相关技术

指标，并对生产技术、机械装备、工艺流程、

工程控制、产品质量、市场评价等经济指标进

行改进和完善。但是，中试阶段投入大、风险高、

周期长，企业对中试环节研发资金投入的意愿

不强，致使许多科技成果的成熟度 [3] 与适用性

差，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5 成果转化人才匮乏

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不仅要有良好的专业背

景，更要能对科技成果潜在的经济价值、市场

估值、发展前景等进行商业化评价，甚至要进

行成果中试孵化，对成果的商业价值要有敏锐

的嗅觉。同时，在技术概念验证、商业化开发

等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要能够迅速与金融机构、

投资公司精准对接，开展投融资工作。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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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懂得市场化操作，进行转移转化方案策划，

提供转移转化咨询服务。但是，目前电力设计

企业普遍缺乏对这种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技术

经纪人的挖掘、培养和激励机制，科技成果转

化仍主要依赖于科研人员自身的能力和人脉，

成果转化效率低，而且很容易出现“转”而不

“化”、“推”而不“广”的问题。

2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建议

2.1 探索“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

高质量科技成果是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前

提。电力设计企业一定要时刻保持科技创新的紧

迫感和危机感，坚定不移地把自主创新和科技进

步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联合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构建多种形式的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

针对国家的发展战略、产业和科技的变革方向，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在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电力设计企业要作为市场

开发和价值创造的“链长”，探索以企业为主导

的创新发展模式 [4]，开展多层次、广领域的科技

交流合作，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培养科技领军人才、

共建各类研究开发机构和国家级 / 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联合申报重大科技专项、协同攻关重大工

程技术难题等，集聚优势力量，促进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与产业化对接融通，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原创突破，超前部署“从 1 到 N”的

成果转化，从而提高企业研发能力。

2.2 强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

电力设计企业应以市场需求和价值创造为

导向，紧密围绕“3060”目标，加强技术供需对接，

充分挖掘市场需求，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

榜挂帅”体制机制，全力参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重点加快研发新一代电力系统关键技术，

包括：高效低成本的电网支持型新能源发电和综

合利用技术、高可靠性低损耗率新型电力电子元

器件装置和系统技术、新型综合电力系统规划运

行和控制保护技术、清洁高效低成本氢能生产储

运转化和应用技术、安全高效低成本长寿命新型

储能技术、信息物理融合的能源互联网技术、新

型输电和超导综合输能技术、综合能源电力市场

技术等。同时，在重大科技项目的立项和验收评

审标准中，明确科技成果转化任务和考核指标，

完善“沿途下蛋”机制，拉近成果与市场的距离，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成效。

2.3 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针对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不足的问题，

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激励机制。一

是制定出台科技成果转让、作价入股、产权分割

等创新管理办法，制定科技成果评估管理办法，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确定科技成果股权架构比

例，从源头上对科技成果加大激励，提升科技成

果市场转化的价值 [5]。二是在年度绩效考核方面，

打破传统机制的限制，对科技成果转化做出突出

贡献的科研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的支出应视同利

润。三是完善并落实各类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激励

机制和尽职免责政策，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奖励专

项资金，提升成果转化奖励激励比例，强化对科

研人员主体感、获得感、荣誉感的全面激励，激

发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四是探索先赋权后转化激励模式 [6]，将成果

完成人收益预期与成果转化效果捆绑在一起，充

分调动科研人员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鼓

励有创业意愿的科研人员成立专门的创业团队或

者创业机构，推进科技成果快速有效转化。

2.4 引入科技成果转化风险投资

由于科技成果转化通常具有资金投入大、

回报周期长、收益不确定等特点，大多数企业

和传统金融机构不愿冒险。尽管科技成果转化

方面的投资具有高风险性，但对于风险投资机

构来讲，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所带来的潜在

高收益仍然具有无限的吸引力 [7-8]。因此，建议

借鉴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成

功经验，引入风险投资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精

准化、专业化、持续化的经费支持。在科技成

果转化的过程中引入风险投资，不仅能最大限

度地缓解中试环节的资金压力，而且可以有效

降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的管理风险和市

场风险，有利于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5 培育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

坚持“引育并举”，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人

才队伍建设。设置专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的创新型岗位，畅通职业发展和职称晋升通道。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经纪人制度，培育一批年龄

(下转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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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能力，能够满足信息查询、空间分析以及可

视化管理的功能。为“数字电网”建设提供了

有力的数据支撑，是未来智能电网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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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合理、市场经验丰富、业务素质过硬、

富有创新精神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带头人，

支持其带领团队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与模

式，开展科技成果咨询、评估、经纪、推介、

交易等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3  结语

本文阐述了电力设计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原始创新能力不强；

市场导向性不明确；激励机制有待完善；成果

转化缺乏资金保障；成果转化人才匮乏等。在

此基础上，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症结和薄

弱环节，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探索“产学研用”

深度合作模式；强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

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引入科技成果转

化风险投资；培育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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