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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演进及实施效果分析1 

陈瑜洁，鲁 洁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湖北省是科教大省，高校科技成果众多，如何将“束之高阁”的科技成果“落地”是当下重要议题。

研究了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和实施效果，从政策颁布数量、制定主体、作用对象、涉及内容进行分析。在此基

础上分析了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现状，发现湖北省政策体系趋于完善，经费投入稳步增加，技术成果快速

增长，创新成果大量涌现。最后对优化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效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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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科技成果转化是大多数国家创新战略的核心要素（Ambosetal，2008；Huyghe等，2014）。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王志刚，2016）。我国科技成果数量多，但产品化、产业化程度低（罗文 2012），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难（方维荣，2001）。有资料显示，2014年跟踪调查的 9302个课题中未能转化应用的占 52.7%（科学技术部创新发展

司，2016）。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低，存在诸多阻碍转化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通过政策

调整和机制创新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葛章志，2015）。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是激励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最为有力的工

具和手段，而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演进即为政府推动科技成果实施转化的过程，正是由于科技成果转化实施主体对政策的需求

以及政府对政策的供给，两者相辅相成，才使得科技创新能力逐渐提高（杜伟锦，2017）。 

2、湖北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发展 

2.1政策文件数量不断增长 

研究统计 2017之前（含 2017年），湖北省政府网站、科技厅、教育厅等网站，以“科技成果转化”为关键词的政策文献，

共搜集 87份，其中包含法律法规、意见规划、通知等。 

2.2政策制定主体日渐丰富 

调查显示，制定政策的主体不仅包含省政府，还有各个部门以及产学研合作促进主体，例如，高校、科技中介等。湖北省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制定主体包含一级机构和二级机构。一级机构主要是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省委、湖北省政府；二级机构主要

是省级直属机构：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发改委、教育厅等等，各个相关部门均加入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制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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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政策作用对象覆盖面大 

研究发现，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基本上覆盖了省政府各部门，湖北省内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科技中

介机构等等，这说明湖北省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初步搭建起“官产学金介研用”紧密结合的科技成

果转化模式。政府是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制定者，通过监管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提升。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技术的提供者，推

动科技成果的产生。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也是技术的需求方，依托市场的需要制定需求。金融机构提供各类资金保障

为科技成果转化保驾护航。科技中介接洽各个主体，协调主体之间的关系。政策作用对象逐渐涉及到每一个科技成果转化主体。 

2.4政策涉及的内容 

对湖北省 2007-2017年的 87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分析，人工从每项政策文本的内容中提取 2-3主题词，剔除

不合理主题词，并将同类型主题词合并，例如“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成果转移”、“成果转化”统一为“科技成果转化”。

关键词及其出现的频次（频次大于 1）如表 1所示。 

表 1 2007-2017年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热点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1 科技成果转化 53 11 基金管理 12 

2 高校、科研院所 29 12 产学研合作 10 

3 创新 27 13 中介机构 10 

4 科技成果奖励 20 14 产业化 10 

5 金融政策（融资、风险投资等） 19 15 科技体制改革 9 

6 法规管制（知识产权、专利等） 18 16 企业 9 

7 行政支持（控制、监督等） 17 17 政府采购 8 

8 技术开发 17 18 人力资源 6 

9 税收政策 16 19 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3 

10 资金支持（资金投入、补贴等） 14 20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通过关键词频统计可以发现，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主要针对“高校和科研院所”，从“金融政策、法规管制、行政支

持、税收、资金支持”等几个方面对科技成果转化进行管控，并对“科技成果奖励”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办法。 

3、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现状 

3.1经费投入稳步增长 

据教育部《2016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显示，湖北省内高校获得政府科技经费由 2012 年的 602.45 亿元增长至

2016年的 856.21亿元。经费投入逐年稳步增长。 

3.2技术成果增长迅速 

湖北创新能力逐渐提升，技术市场迅速发展，技术合同成交额逐渐上涨，根据湖北省技术交易所《2016 年湖北省技术合同

认定登记统计分析报告》显示，从 2006年的 44.5亿元增长到 2015年的 927.73亿元。湖北省产学研技术输出合同成交额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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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1 2006-2016年湖北省产学研技术输出合同成交额（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湖北省技术交易所《2016年湖北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统计分析报告》整理。 

2016年湖北省技术交易合同 24248项，成交金额首次突破 900亿大关，达到 927.7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41%和 11.77%，

位居全国第二。 

3.2.1省内技术交易地区发展不平衡 

省内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以 2016 年为例，武汉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566.42 亿元，占全省的 61.05%，而其他地区甚至难以达

到 5%，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明显。十堰、黄石两地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均超过 40%，成为湖北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

长速度最快的两个地区。 

 

图 2 2015-2016年湖北省各市县技术合同成交额 

3.2.2合同类别构成情况 

2016 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四类合同中，技术服务和技术开发合同居于领先地位。技术服务合同

成交 10096项，同比增长 6.12%，成交额 600.63亿兀，同比增长 10.45%，占全省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 64.74%。技术开发合同成

交 11637项，同比增长 2.83%，成交额 251.28亿元，同比增长 16.57%占全省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 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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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6年湖北省技术合同类别占比 

3.3创新成果大量涌现 

“最近几年改革的方向一直围绕提高质量、适当减少数量、优化结构、完善程序来展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陈志敏表示。在国家科技奖减量提质的同时，湖北省获奖总量却逆势上涨，武汉更是连年保持全国前列，说明湖北科技

成果发展现状喜人。湖北连续 5年获国家科技奖励排名靠前，从 2012年度开始，湖北省获得自然科学二等奖 2项，技术发明二

等奖 8 项。2013 年度获奖 30 项，2014 年度获奖 27 项，居全国第四，2015 年度获奖 27 项，2016 年度湖北省更是有 29 项成果

（通用类）获奖，获奖数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4、结 论 

本文基于政策文献分析法对湖北省 2007-2017 年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分析，得到结论如下：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数量增

多；制定主体涵盖省内各一级、二级机构；作用对象涉及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科技中介等科技成果转化各个主

体。涉及内容主要是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法律、资金、人才、税务等各方面支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实施现状，发现湖北省政策体系趋于完善，经费投入稳步增，技术成果快速增长，创新成果大量涌现。 

为继续优化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效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在制度建设方面，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需

要加强信息支持，信息化管理，并加强内部控制，逐步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和公示制度。其次，对于湖北省，政策敏捷

性应当得到提高，积极响应国家科技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的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与反馈制度。再次，改善湖北

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结合自身特色，合理制定政策。之后，依靠湖北科教大省的优势，充分发挥高校学科优势，督促

其参与区域经济、产业或行业发展，推动学校与区域协同创新。最后，挖掘科教大省的潜力，建立湖北省高端智库，为区域发

展规划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推动湖北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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