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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研究 

——以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为例 

周斌 曾德超1 

(湖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1) 

【摘 要】:已有研究表明技术转移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正向促进作用,如何针对县域经济开展技术转移服务成

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之一｡ 从县域经济发展对技术转移的需求,以及科技信息研究机构在县域技术转移中所

起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加以论证,说明科技信息研究机构能够为县域技术转移提供所需的服务｡ 结合湖南省科技信息

研究所多年开展技术转移的经验,形成了一套面向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 将这套模式在湖南省科技成

果转化示范县加以应用,取得了一定成效,证明了这套方法的有效性｡ 希望面向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

研究能够为建立县域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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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的决定》,2016年 2月 26日,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国发〔2016〕16号),2016

年 4月 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国办发〔2016〕28号)｡国家将科技成果转化提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随即各个省也出台了相应的成果转化政策措施,更加关注成果转化如何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2017年4月

出台的《湖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湘政办发〔2017〕18 号)中就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建设 30 个以上特色鲜明的

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县｡将县作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将成果转化作为提升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国外学者对技术转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主要有 Coe和 Helpman,以及 Eaton和 Kortum等,这些研究从不同程度

证明了技术转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显性和正向的作用
[1]405-420,[2]201-209,[3]723-741,[4]251-278

｡国内的研究主要有张江雪在构建模型的基础上,

对技术转移､劳动力以及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定量测算,验证得出技术转移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效果低于资

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结论
[5]73-76

｡杨向辉等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技术需求是拉动区域技术转移的主要动力｡技术转

移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既是短期的､正向的,同时也是长期的､持续有效的
[6]67-70

｡冯锋等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区域内部技术转移活动

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远高于从国外引进技术合同,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着力于加强区域内部的技术

合作与交流,促进省区之间的技术流动与扩散,实现知识共享､优势互补
[7]97-102

｡在信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王绍芳等指

出应通过完善与县域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体系､创新信息化与县域新型城镇化融合机制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
[8]69-73

｡

刘鹏等对地方政府支持的竞争情报服务县域经济模式进行了研究
[9]67-70

｡龙奋杰等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发现信息流对城镇体系

的中心化具有促进作用,各县域的信息中心度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正相关
[10]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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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研究看出技术转移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县域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承载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因

此面向县域经济开展成果转化服务模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作为湖南省最大的信息服务机构,同时也是国

家技术转移体系——创新驿站的湖南区域站点,自 2012年来开展了大量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 2016年湖

南省设立 15个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县以来,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全力围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县开展成果转化服务,初步

摸索出了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为服务目标,以县委县政府､当地产业部门和企业为服务对象,以“智库+资源整合”为服务内容的

一套面向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这套服务模式较好地协同了县域､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的技术转移服务需求,将单

体企业的技术转移与当地产业发展和县域政策制定进行联动,形成协调统一的县域技术转移服务模式,以推动当地经济长效发展

｡ 

一､面向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转移机制 

(一)县域技术转移需求 

1.县域经济发展需要技术转移 

县域经济要实现创新发展,必然对技术转移有需要,根据县域的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总体部署,引进

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落户,同时通过当地政府的体制机制创新,为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县域经济发

展对技术转移的需求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县域经济创新发展蓝图;二是确保县域经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 

2.重点产业发展需要技术转移 

从广义上来说,对技术转移的产业需求是产业应该如何布局､引进哪些企业和技术､采取何种发展路径来实现县域产业发展

目标的需求;从狭义上来说,是那些能够解决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的技术需求｡县域经济发展有赖于产业的发展,有效

解决产业技术转移的广义和狭义需求,将有效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3.单体企业发展需要技术转移 

单体企业技术转移需求主要源于企业的新产品开发｡企业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有三种研发方式:一是自主研发､二是技术转

移､三是合作研发｡县域企业由于自身研发实力有限,大多选择技术转移或合作研发,这两种方式要么直接引进技术,要么引进研

发团队共同研发或者直接引进人才,都可以作为技术转移需求｡这种需求的解决要遵循市场规律,政府不能越位,但政府却可以在

区域内借助更多的服务机构聚集转移资源,促进当地企业的技术转移,提速企业新产品开发进程｡ 

(二)省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优势 

全国各省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均是公益一类或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上级主管部门为省科技厅,拥有丰富的科技信息资源,在

全省范围内协调各类创新资源的便利,基本都被纳入本省创新研究智库｡根据以上县域技术转移的需求,重点阐述省级科技信息

研究机构在面向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技术转移服务的主要机构优势｡ 

1.创新研究智库优势 

从县域技术转移的需求来看,最重要的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创新规划､体制机制措施以及产业布局､产业发展路径和关键技术

的分析｡省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长期从事区域创新发展规划的制定研究,围绕全省重点产业布局和产业创新链,分析产业关键技

术并设计产业技术路线图等;能够帮助县区设计符合县域发展的创新体制机制,进行差异化发展的产业布局;在对产业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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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全省创新资源设计县域产业发展路径｡ 

2.创新资源整合优势 

整合资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合省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内部的服务资源;二是整合全省的科技创新资源｡省级科技信息研

究机构自身拥有多个业务服务板块,如:科技战略研究､竞争情报服务､科技评价､科技文献服务等,在面向县域开展技术转移服务

时,只需在机构内部充分整合各个业务板块,同时其承担着省级科技部门信息中心的工作,拥有全省的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成果､

专家数据库等科技创新信息资源,与本省的各类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的联系｡这些科技创新信息资源都为开展供需对接与合作提

供了机构优势｡ 

(三)县域技术转移机制 

王军(2011)等认为机制是保证双向转移､转化的关键
[11]45

｡做好技术转移首先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2]14

｡已有研究指出引

入技术中介的信息流运行模式是比较符合现代经济信息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前述分析,省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在为县域技术转

移提供技术转移服务上具有一定优势｡据此,建立了以区域经济､产业和企业发展互相联动,以省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为主要服务

支撑的县域技术转移机制,具体如图 1所示｡ 

 

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技术转移服务内容分别为:宏观上围绕县域经济发展制定县域创新发展蓝图,建立县域创新发展

体制机制;中观上围绕产业发展制定产业创新发展路径,开展产业共性技术攻关;微观上围绕企业新产品开发,开展技术引进､产

学研合作和人才引进｡省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为这三个层面的服务对象开展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县委､县政府制定县域创新发展蓝

图､指导产业部门制定产业创新发展路径,产业创新发展路径引导企业发展;为县委､县政府建立创新发展体制机制,引导企业的

研发投入和技术引进,从而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目标｡县域技术转移机制将县域经济发展､产业和企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提高县域

技术转移效率｡ 

二､面向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以及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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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向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 

针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除了帮助技术转移供需双方进行对接外,还可推动政府建立有利于技术转移的政策

措施,是一个立体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详见图 2｡该服务模式以促进县域经济､产业和企业共同发展为服务目标,以县委､县政府､

县产业部门､园区管委会和当地龙头企业等为服务对象,由省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采取“智库+资源整合”的方式提供系列服务｡ 

 

该服务模式包括服务对象及其需求､服务内容以及整合的资源三个方面｡服务对象及其需求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县委､县政

府,服务需求包括县域发展创新规划和创新体制机制措施的制定,服务内容为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开展县域体制机制研究;第二

类是科技局､园区管委会等产业部门,服务需求包括区域重点产业布局､产业发展路径分析和产业瓶颈技术分析,服务内容为制定

产业发展规划和制定产业发展路线图;第三类是当地龙头企业,服务需求为技术转移､合作研发和人才引进,服务内容为技术转移

培训服务､技术转移信息服务和技术对接服务｡省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中智库资源包括规划研究人员､政策研究人员､产业专家和

技术专家;信息资源包括专利数据库､政策数据库､产业数据库和技术供需信息;服务网络包括拥有科技成果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开展技术转移服务的各类服务机构,以及创新驿站网络｡通过这三类资源,开展既服务于政府又服务于产业及企业的技术转移服

务｡ 

面向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转移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动态过程,面对的是三类不同需求的服务对象,不一定同时在三个层面全

面铺开｡三类服务对象谁提出需求谁付费,但也存在政府､产业部门为推动本地企业引进技术､开展产学研合作等,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支付费用,由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服务｡ 

(二)面向县域经济的技术转移服务实现路径 

面向县域经济的技术转移服务实现路径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面向县域全局和重点产业发展的技术转移服务路径;二是面向微

观企业的技术转移服务路径｡这二者的服务实现路径既相辅相成又各有侧重,具体阐述如下: 

1.面向县域全局和重点产业发展的技术转移服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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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服务路径包括三个步骤:一是自上而下逐层分解出具体的调研对象;二是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对分解获得的调研对象进

行调研;三是根据调研的内容对技术转移需求汇总提炼,并结合文献调研制定全县的创新发展规划和重点产业发展路线｡调研对

象的确定,需先确定重点发展产业与主要调研企业,以及县里的科技､工信､高新园区等部门｡文献调研主要是针对确定的重点产

业,对相应技术领域进行专利､期刊等文献调研,确保全县的创新发展规划和重点产业发展路线符合当前发展趋势｡ 

2.面向微观企业的技术转移服务路径 

此类服务路径也包括三个步骤:一是围绕企业新产品开发市场需求进行技术需求挖掘;二是通过专利分析等帮助企业筛选技

术合作对象;三是为企业提供与潜在技术合作伙伴的对接服务｡技术需求的挖掘要结合企业新产品开发的需要从市场需求入手,

切忌由技术人员直接提出技术需求,避免与新产品开发需求产生偏差;专利分析要根据已经确定的技术需求逐个筛选技术合作对

象,如果拥有符合企业多个技术需求的技术,应重点调研合作对象的研发团队和科研成果,以判断合作对象的科研实力和合作可

行性;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提供对接服务｡ 

三､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的应用实践 

2017 年以来,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以下简称“信息所”)与岳阳湘阴县､衡阳雁峰区､永州蓝山县等多个湖南省科技成果

转化示范县签订了服务协议,并先后在示范县开展了规划制定､技术转移对接､技术转移平台搭建和培训等系列服务｡ 

信息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制定科技创新发展规划;二是政府､企业与机构多方无缝对接;三是开展技术转移培训;

四是开展企业双创新动能服务｡ 

(一)制定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为示范县提供科技创新发展中长期规划服务｡在湘阴县,结合该县在科技发展､科技服务规划方面的现状,制定了《湘阴县

2017—2020 年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和《湘阴县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了绿色建筑建材､绿色食品加工和绿色智能制

造三大主导产业和远大可见､蓝天豚､金为型材､长康等一批重点企业,为湘阴县未来整体科技发展过程的中长期性､决策性问题

做了方向性的考量｡湘阴县人民政府根据规划内容,制定了适用于该县引进科技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先后颁布了

《湘阴县引进科技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湘阴县引进科技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并通过政策成功引进

郭少峰等三名优秀科技人才,为湘阴县科技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人才资源｡ 

(二)政府､企业与机构多方无缝对接 

多方无缝对接合作包括政府—企业—机构多方无缝对接(三方合作)､企业与机构间合作､政府与机构间合作｡ 

1.政府—企业—机构多方无缝对接(三方合作) 

为解决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机构中的共同需求,信息所为蓝山县设计了集政策､产业､企业技术信息收集与发布､

产学研合作､配套服务､技术转移培训等多种功能聚集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平台｡平台的服务对象为两类:一是县内重点产业

､企业,围绕技术转移需求开展技术转移服务;二是创新源机构(技术供给方),为有意进行技术转移的外方机构提供服务｡通过为

这两类用户提供服务,使县区内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真正落地｡该平台既是协同工作信息平台,又是面向企业提供技术转

移服务的对接平台,平台充分实现了由政府引导,发挥第三方科技服务机构的人才､信息和资源优势,达到为企业服务的目的,进

而高效完成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县科技创新和县内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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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与机构间的合作 

针对示范县重点企业的技术需求进行调研与挖掘,选择有共同需求的企业前往候选合作机构进行洽谈｡开展企业与机构专场

对接会,通过对接会为科技型企业“把脉”,助力企业寻找创新､创业､发展的契机,增强县域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以蓝山县为例,

在信息所的策划下,2017 年底该县开展了面向企业的需求调研与机构对接会,帮助企业和创业者根据发展需求自由对接和交易,

同时助推初创企业借助对接会分享“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典型案例,促进蓝山县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率提升的同时又指向性

的引进专业服务机构,提升驻点服务机构数量与质量｡ 

3.政府与机构间合作 

为进一步促进示范县政府与机构之间的互动,经省信息所策划,2017 年 6 月组织召开了湘阴县与湖南省部分高等院校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对接,来自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农科院等 18 所高校､科研院所相关负责人与湘阴县政府现场对接,旨在助力县域

科技创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随后湘阴县人民政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同济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大学

粉末冶金学院等 8家主导产业合作对象聚集的高等院校进行了签约,具体合作项目包括远大可见与同济大学就装配式建筑领域开

展的技术转移,华康与湖南农业大学就果蔬保鲜领域开展的技术转移等｡ 

信息所还针对示范县提供科技情报集成咨询服务,其中包括:科技项目的咨询与申报､政策法规的汇集､查新检索及科技评价

等各类综合性服务,旨在为需求不同的示范县提供适合其个性化发展的服务模式｡ 

(三)开展技术转移培训 

根据技术转移市场的特点和专业需求,面向示范县科技局及企业相关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技术经纪等方面的

培训｡从而达到提升技术人员的技术商品信息分析､市场调查､技术评估等各方面的能力｡目前为蓝山县､雁峰区等地科技人员开

展了多次技术经纪人培训｡ 

(四)企业双创新动能 

针对企业创新路上关于市场研发及战略需求等共性问题,信息所创新性地提出了“双创新动能”策划方案,并在怀化市中小

企业中逐步铺开｡该活动旨在帮助企业突破瓶颈技术,推动新产品开发,实现企业创新驱动,带动区域产业升级｡通过企业试点服

务,积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经验,帮助企业突破创新能力瓶颈､激发创新驱动源泉;以点带面,起到典型示范带动的作用｡信息研

究所陪伴企业走过了半年多的时间,与企业共同经历了“集中诊断—集中培训—个性化辅导—成果汇报”的伴随式成长历程｡帮

助 10 家企业培训了 10 名 CIO､40 余名情报分析人员,培养了一批创新团队协助企业家开展战略决策｡通过诊断寻找创新瓶颈,通

过培训辅导､产品开发实践掌握创新方法和工具,通过产品开发实现创新能力提升､企业增效｡ 

从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为湖南省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县的服务情况来看,“智库+资源整合”的服务模式初步获得了地方政

府的认可,地方政府的创新发展思路不断明晰､企业的技术转移不断推进,政府和企业合力创新的局面已经形成｡ 

四､结语 

2017 年 9 月 15 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国发〔2017〕44 号),在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推动科技成果

跨区域转移扩散,要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技术转移工作网络,加快先进适用科技成果向县域转移转化,推动县域创新驱动发展｡

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面向县域经济的技术转移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的实践,建立了

面向县域经济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将这一模式在湖南省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县加以应用推广取得了初步成效｡当然,目前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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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还在面上,技术转移服务只有不断实践才能持续深化｡在下一步工作中将随着服务县域技术转移的深入,对模式进行优化,以

期契合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的需要,更好地服务县域科技创新,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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