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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科技成果转化六项要素解构体系，探讨了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评价新型指标体系，为我国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更好地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评价体系与实践数据。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全过程及其环境，从创

新、应用和支撑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技术团队、研发成果、生产条件、需求市场、政策环境和服务支撑六大

要素及其指标体系，并对重庆市近五年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进行了测评与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重庆市近五年

科技成果转化整体发展态势良好，由技术与成果要素组成的创新维度增长幅度最为显著，是当前重庆市科技

成果转化能力提升的主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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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ix elements analysis system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new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capability, which provides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actical data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tech-

nology transfer in China. Focusing on the whole process and environmen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ccording to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novation, application and support, this paper constructs six elements and their index system of technical teams,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production conditions, demand market, policy environment and service support. Then it evaluates and analyzes the capacity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ongqing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 Chongqing has been develop-

ing very well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innovation dimension, which consists of technical team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has the
 
 

收稿日期：2019 − 08 − 28
基金项目：2020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项目（2020178）；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基金青年项目（Y7Z0581005）；四

川省科技计划项目（2020JDR0008）。
第一作者：刘宇，男，副研究馆员，博士，主要从事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

 
引用格式：刘宇，陆颖，史继强，等 . 基于要素解构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0，39（6）：91 − 99.

第 39 卷第 6期 西  华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2020 年 11 月
Vol. 39 , No. 6 Journal of Xi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Nov. 2020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ttps://core.ac.uk/display/368300933?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http://dx.doi.org/ 10.12189/j.issn.1672-8505.2020.06.009
http://dx.doi.org/ 10.12189/j.issn.1672-8505.2020.06.009
http://dx.doi.org/ 10.12189/j.issn.1672-8505.2020.06.009
http://dx.doi.org/ 10.12189/j.issn.1672-8505.2020.06.009


most significant growth rate and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current development.

Key words: element analysis；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chievement transfer capacity； index

system；Chongqing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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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转化是衔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应用的重要一环，是社会经济持续创新发展的核心源动力之一。近年

来，国家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2015年 8月，中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6

年 3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2016年 6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形成了国家层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三部曲”。其后，发改

委、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和各省、市密集推出了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规章政策，在全国范围掀

起了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浪潮。

一、国内外实践与研究进展

国内外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探索与研究。国外对科技成果转化关注与实践

较早。早在 1945年，美国白宫科技办公室主任 Vannevar Bush发布《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 [2]，标志

着美国政府开始逐步重视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发展。20世纪 70年代，美国开始设立高等院校与产业界

合作研究中心;80年代出台《拜杜法案》《联邦政府技术转移法》等一系列政策，并建设了工程研究中心，

构建了产学研长期紧密合作机制[3]。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高校也与大型企业联合创办技术创新中心[4]，

打造产学研创新合作集群。日本则围绕《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构建了多种形式的技术成果转化、转让模式[5]。

在科技成果转化理论研究上，Bonaccorsi等（1994）探索了高校与产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理论框架 [6]。

Etzkowitz等（1995）提出了经典的科技成果转化三重螺旋创新模式 [7]，认为优秀的组织架构与制度能使产

学研三方实现资源共享与效益最优化，提高转化效率。Shane（2002）研究了高校与企业合作的四种科技

成果转化模式 [8]。Comin等（2004）则分析了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人才、政府、资金、市场等各类因素 [9]。

Yusuf（2008）从知识流动角度，按官方与非官方两类技术转移机制对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进行了分析 [10]。

Nirmal等（2015）重点分析了兼容性、感知差异等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因素[11]。Mascarenhas等（2019）

研究了应用型大学的技术转让办公室（TTO）对加速科技成果向社会转移的影响模式 [12]。国内学者也对

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因素、机制等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杨栩等（2012）[13]、戚湧等（2015）[14]、胡俊等（2019）[15]

研究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几种主要模式及策略选择。张慧颖等（2013）[16]、姚思宇等（2017）[17]、张丹等（2018）[18]

探索了影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因素及评价指标。史国栋（2012）[19]、张胜等（2014）[20]、徐洁（2018）[21]

等则探讨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要缺陷、障碍等问题。

从文献调研来看，科技成果转化在国内外已成为研究热点，并在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影响因素、机制

策略、缺陷障碍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探索。但是，当前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面上的宏观现象和机

制，对于从客观量化数据中分析反映科技成果转化效果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以客观数据为基

础，围绕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梳理成果转化主客体、载体及环境的各项影响因素，构建新型科技成果转化

要素指标体系及其能力指数评价模型，并以重庆市近五年（2013—2017）①数据为案例开展实证研究，以期

为我国精准化地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可供参考的数据与模式。

二、要素解构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全过程及其环境，参考波特“钻石模型” [22 − 23]、“五力模型” [24] 等经典能力

评价模型的思路理念，按照科学性、合理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科技成果

转化六要素指标体系及能力指数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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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素解构

从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来看，科技成果转化主要包括创新端（成果供给方）、应用端（成果需求方）和

支撑环境三大部分，即创新维度、应用维度和支撑维度。本研究以 3大维度为基础，沿各维度进一步细

化，将科技成果转化中涉及到的机构、团队、技术、成果、市场、需求、生产、政策、中介服务等各类内外

部因素，通过解剖、归并与凝练，形成六种要素类型：技术团队、研发成果、生产条件、需求市场、政策环

境和服务支撑，详见图 1。

技术团队要素是指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供给者，主要包括研发机构及人才队伍等。研发成果要素是

指科技创新活动创造的具有一定或潜在应用价值的成果，主要包括专利、应用性论文等科研产出。生产

条件要素是指具有生产能力的成果承接者，即成果转化的下游生产企业，主要包括企业生产能力、新产

品开发与生产能力等。需求市场要素是指市场对成果转化的需求，主要包括企业技术引进与改造需求、

企业新产品研发需求、企业产研合作需求等。政策要素是指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政府行为，主要包括政府

支持投入及制定各项政策机制法规等。服务要素是指成果转化相关服务性资源，主要包括成果转化中介

服务机构、产业园区孵化服务能力等。

(二)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1. 指标设计

本研究利用层次分析法，按照科学、合理、完整与可操作的理念，将六项要素继续细化为具体指标，

从而形成了“维度—要素—指标”三级层次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体系。最初设计指标为 78个，但这些指

标中存在冗余、重复、数据缺失等噪音。因此，本研究利用“粗糙集”和“线性回归”等方法对初始指标体

系进了解析与约简，经过或筛选、或归并、或精炼等一系列处理，最终构建了 36个指标，从而形成了“3维度—

6要素—36指标”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

2. 权重系数的确定

为了更好地反映各指标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效果，本研究通过专家咨询法和群决策法，从政府、

企业、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中遴选出分别从事科技决策、科技管理、创新研发、企业生产和科技服务

等领域的 12名专家，对各指标重要性进行专家评分调查，综合为各指标赋予权重系数。共发出专家调查

表 12份，收回有效调查表 11份，其中，来自政府部门 3份、科研院所 3份、企业 3份、科技服务机构 2份。

同时，本研究还采用了三级复合权重方式，以使权重系数尽可能更为科学、合理与准确。即，将同一

层级各因子相对于上一层级的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计算出各层级因子对系统目标的合成权重。然

后，再运用专家群决策法对初步形成的权重系数表进行审核判读，经过多次反复修订，最终得出各层级的

权重系数值。各指标权重系数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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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科技成果体系转化六要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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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系数及《重庆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

维度层 权重H 要素层 权重I 指标层 权重J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科技成果转

化创新维度
0.312 3

技术团队

要素
0.495

有R&D活动的机构数量 0.212 0 887 1 193 1 475 1 717 2 314

有R&D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 0.230 6 12.00 15.80 18.50 19.8 28.5

部省级以上科研重点实验室数量 0.132 4 85 95 111 125 147

R&D人员数量 0.123 8 83 722 93 167 97 774 111 943 130 227

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数量 0.166 5 2 859 2 943 3 036 3 269 3 340

科技人员占社会全体人员的比重/% 0.134 7 0.249 3 0.276 0 0.290 0 0.330 0 0.389 3

研发成果

要素
0.505

科技论文数量 0.116 0 29 645 31 641 30 373 32 273 32 854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0.254 8 2 360 2 321 3 964 5 044 6 132

有效发明专利密度/（件/万人） 0.189 8 2.9 3.35 4.25 5.55 7.25

年度登记成果数量 0.149 2 1802 1832 1 418 1 676 1 350

国家级科技成果奖数量 0.163 7 6 10 13 6 5

部省级科技成果奖数量 0.126 5 180 142 126 119 144

科技成果转

化应用维度
0.385 5

生产条件

要素
0.475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0.153 0 5 559 6 159 6 612 6 782 6 684

工业总产值/万元 0.126 5 155 237 999 184 922 545 214 000 118 239 065 803 211 732 144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量 0.156 8 6 820 8 580 7 352 9 243 11 227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0.216 5 658 756 947 1 443 2012

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亿元 0.178 2 2 891.04 4 615.87 5 412.05 7 300 7 765.20

高新技术企业净利润/亿元 0.169 0 172.07 320.98 370.75 454 546.51

需求市场

要素
0.524 8

技术成交合同数量 0.156 2 5 071 4 072 2 706 2 094 2 129

技术市场成交额/万元 0.165 5 1 679 892 1 753 506 1 457 013 2 574 422 1 216 870

技术合同输出与吸纳额/亿元 0.205 0 252.8 347.5 241.5 672.1 285.5

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0.178 3 16.7 19.3 21.8 20.1 25.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引进和技术

改造经费支出/万元
0.126 2

257 159/
1 011 701

315 610/
743 659

360 485/
630 284

376 013/
706 714

344 998/
628 000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

经费支出/万元
0.168 8 148 805 470 648 261 222 219 570 241 231

科技成果转

化支撑维度
0.302 2

政策环境

要素
0.508 3

国家级科技计划拨款金额/万元 0.203 7 361 905 220 813 149 626 87 889 114 666

科技成果转化法规与激励政策办法 0.110 4 70 72 75 79 84

部省级科技计划拨款金额/万元 0.211 0 83 367 46 344 51 821 39 086.5 116 654.3

科技成果转化法规与激励政策办法 0.128 2 72 76 78 81 83

R&D经费占GDP的比重/% 0.212 0 1.381 1.415 1.572 1.79 1.95

政府拨款R&D经费/亿元 0.134 7 24.113 3 23.251 5 36.451 4 44.024 1 50.750 9

服务支撑

要素
0.491 7

技术咨询成交额/万元 0.195 0 91 340 32 196 125 274 3 031 8 885

技术服务成交额/万元 0.200 0 256 332 667 418 93 636 185 347 213 248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0.175 6 62 62 65 77 77

生产力促进中心数量 0.116 4 62 62 43 43 45

工程技术中心数量 0.181 2 313 328 381 454 527

科技服务其他机构数量② 0.131 8 91 123 185 17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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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与指数说明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自《重庆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高技术企业、科技产业园区

及行业协会等多家单位的调研访谈。数据时间范围为 2013—2017年，详见表 1。

2. 数据处理

本研究针对采集来的基础数据进行核实、整理、分析和归并，数据的处理包括三项主要内容：其一，

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对核实；其二，同一指标数据的单位统一化处理；其三，个别缺失较严重的数据进

行同类别替代和归并。

其后，为了克服不同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导致的无法对比分析问题，通过广义指数法对数据进行无

量纲化的处理，以消除原始变量的量纲影响。运算式如下：

Xi =
Xr

Xs
×100

其中，Xi 为无量纲化后的评价指标数据；Xr 为该年度指标的实际数据；Xs 为该评价指标的对照值。

本研究以重庆市 2013年度数据为对照值 Xs（每项数据预设为 100），从而获得重庆市 2014—2017各

年度的无量纲化处理数据。

3.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指数

本研究根据“指标—要素—维度”分三级层次，结合各层次因子权重 H、I、J（见表 1），计算出相应层次

的能力指数。如表 2所示，首先，指标层 36因子（设定各因子代号 D）聚合形成相应的要素指数 C，包含技术

团队要素指数 C1、研发成果要素指数 C2、生产条件要素指数 C3、需求市场要素指数 C4、政策环境要素指数

C5 和服务支撑要素指数 C6；其次，要素层 6因子聚合形成相应的维度指数 B，包含创新维度指数 B1、应用维

度指数 B2 和支撑维度指数 B3；最后，维度层 3因子聚合形成综合指数 A，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综合指数。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 综合指数情况

重庆市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综合指数 A 在 2013—2017年整体呈现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以 13.93% 年

均增长率至 2017年综合指数达到了 154.61，总体发展形势良好、上升势头持续较强，详见图 2。

表 2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评价三级指数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指数类型 表征对象 因子数量/个 指数数量/项 计算式

综合指数A 整体系统 1 1 A= H1B1+H2B2+H3B3

维度指数B 维度层 3 3 Bi=I1iC1i+I2iC2i，i=1,2,3

要素指数C 要素层 6 6 Ck=J1kD1k+J2kD2k+J3kD3k+J4kD4k+J5kD5k+J6kD6k，k=1,2,3,4,5,6

— 指标层 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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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重庆市 2013—2017年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综合指数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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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度指数情况

重庆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维度指数 B1 从 2013年到 2017年提高了 76.93；应用维度指数 B2 提高了

64.25；支撑维度指数 B3 提高了 19.24。三项维度指数的持续增长表明了重庆市在 2013—2017年的科技成

果转化能力三项维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详见表 3。

从发展态势来看，“创新维度指数 B1”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以 19.23% 的年均增长率逐年快速递增；

“应用维度指数 B2”在 2014年爆发式增长后略有回落，其后再次大幅波动增长；“支撑维度指数 B3”的增

幅则明显低于前两者，尤其在 2016年出现了一定的下滑，随后 2017年恢复了增长。

从能力指数的增长幅度上来看，重庆科技成果转化在 2013—2017年的增长态势整体上呈现“创新维

度指数 B1” > “应用维度指数 B2” > “支撑维度指数 B3”的现象，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下，重庆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培育及引进了大批科技人

才或团队，科研机构数量不断增长，企业研发活动也不断增多，产出的科技成果数量取得较大增长，因此

反映在创新能力维度上出现了较快速的增长。

其二，随着重庆市经济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包括高技术产业在内的工业化生产规模和能力均有

较大的提升，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产值和利润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反映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应

用能力上也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

其三，近年来重庆市不断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支撑服务体系建设，科技服务相关机构取得一定发展、

机构数量逐步增多。但由于供需对接不畅等多方面因素，技术市场发展陷入瓶颈，技术咨询与服务成交

额波动较大并整体下滑，因此反映在重庆市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撑服务能力上的增长较为缓慢。

3. 要素指数情况

以 2013年为基准，计算出不同年份六要素指数，见表 4。图 3以年份为单位，展示了各要素指数的整

体变化趋势。综合表 4和图 3不难看出，近五年重庆市科技成果转化六要素基本上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

长态势。“生产条件要素指数 C3”“技术团队要素指数 C1”和“研发成果要素 C2”的增长幅度较为显著。

“政策环境要素 C5”整体上也有一定的增长，但增长幅度相对较小，且在 2013—2014年下滑严重，2014年

之后有所反弹。“服务支撑要素指数 C6”和“需求市场要素指数 C4”则在几年间呈波动变化。

表 3    重庆市 2013—2017年科技成果转化维度指数

维度指数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创新维度指数B1 100.00 115.61 137.25 146.95 176.93

应用维度指数B2 100.00 139.71 128.05 168.64 164.25

支撑维度指数B3 100.00 104.01 100.42 95.11 119.24

表 4    重庆市 2013—2017年科技成果转化六要素指数

维度层 要素指数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创新维度
技术团队要素指数C1 100.00 119.50 135.90 151.98 192.71

研发成果要素指数C2 100.00 111.80 138.56 142.02 161.45

应用维度
生产条件要素指数C3 100.00 136.60 153.47 196.46 229.20

需求市场要素指数C4 100.00 142.53 105.03 143.45 105.43

支撑维度
政策环境要素指数C5 100.00 83.76 91.75 93.79 122.29

服务支撑要素指数C6 100.00 124.95 109.38 96.47 1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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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团队要素分析

第一，机构方面各项指标增长均较为显著，充分反映出重庆市近年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不

断加强科技创新活动的建设力度，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活动发展势头均较好。第二，人才方面的“R&D

人员数量”和“科技人员占社会全体人员的比重”两个指标均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年均增长率近 15%。

而“高层次科技人才数量”指标的增长幅度则相对较缓，五年间仅增长 480余人，年均增长率约 4.2%，反

映出重庆市近年来虽然总体科技人员数量有所增加，但在高层次科技人才培育和引进上仍有待进一步

加强。

（2）研发成果要素分析

第一，科技论文数量表现出一定增长，但是增长幅度较为缓慢，年均增长率 2.7%。结合重庆近年来

科技人员数量增长率持续较高的情况，两者综合反映出当前重庆科技人员对基础创新重视程度不足，不

利于科技创新竞争力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第二，专利数量增长幅度较为显著，是该要素提升的重要推动

力。重庆近年来在专利方面的发展态势良好，增长强劲。“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从 2013年的 2 360件增长

到 2017年的 6 132件；同期的“有效发明专利密度”从 2.9件/万人增长到 7.25件/万人。这主要得益于近

年来重庆市推出的《重庆市企业发明专利促进方案》等一系列知识产权激励政策，以及全体科技人员知

识产权意识的提高。2017年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确定设立首批国家专利导航项目研究和推广

中心的通知》，重庆摩托车（汽车）知识产权信息中心成为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立的首批 3个导航中心之一，

重庆专利数量预期将进一步提升。第三，重庆“年度登记成果数量”出现了幅度不小的下滑；“国家级科

技成果数量”和“部省级科技成果奖数量”几年间呈现波动发展并有下滑趋势，说明重庆对成果产出质

量，尤其是重大科技成果产出还需加强重视。

（3）生产条件要素分析

生产条件要素各个指标的增长势头均较为良好，在企业数量和产值等诸多方面均保持着较高的增长

率。一方面，规模以上企业各项指标增长良好，尤其是“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量”指标也出现较大幅度增

长；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工业总产值和净利润等指标的增长幅度更为显著，经过近五年时间发

展，三项指标数据均达到了 2013年的 3倍左右。这反映了近年来重庆市企业的整体良好发展现状，并且

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的需求也增长较快，为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产业环境。

（4）需求市场要素分析

需求市场要素中有不少指标呈现了一定的下滑态势，个别指标退步显著。其一，在技术合同与技术

市场上，“技术成交合同数量”指标逐年下降，从 2013年的 5 071项逐年减少到 2017年的 2 129项，减少幅

度达到了 57.6%；与此同时，“技术市场成交额”在 2013—2017年也减少了 27.6%。仅“技术合同输出与吸

纳额”指标在波动发展中有一定增长。其二，在新产品产值上，“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指标增

长趋势较好，2017年相对于 2013年基期增加了 49.70%，反映出重庆技术创新带动了新产品及其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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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重庆市 2013—2017年科技成果转化六要素指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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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其三，在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需求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近两年

有小幅下滑，但“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在 2014年经历了短暂的快速增长后，迅速

回落，且 2015—2017年增速疲软。这反映出重庆市科技创新成果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折射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存在一定的技术创新转型难度。

（5）政策环境要素分析

政策环境要素绝大部分指标均处于平稳增长状态。重庆市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及成

果转化的政策，推出了企业自主创新引导专项、应用开发专项、重点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专项等一系

列科技计划，“R&D经费占 GDP的比重”和“政府拨款 R&D经费”均处于持续上涨的态势，搭建起良好的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为重庆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但是，重庆“国家级科技计划拨

款金额”和“部省级科技计划拨款金额”出现了较大程度下滑，反映出高水平科技竞争性项目争取能力在

减弱，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高水平人才及团队的培育和引进，做好重大项目申报的组织引导，提升竞

争力。

（6）服务支撑要素分析

服务支撑要素 6指标中发展趋势各异，3个指标快速增长、3个指标处于下滑中。第一，“技术咨询

成交额”和“技术服务成交额”下滑状态明显，尤其是“技术咨询成交额”波动幅度较大，在 2015年出现了

一定程度增长，却在 2016和 2017年连续两年大幅下滑，在 2013—2017年整体下降了约 90%，说明重庆当

前技术中介服务市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服务市场的成熟度不高，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第二，重庆科技

中介服务机构数量呈现持续快速增长，反映了重庆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西部创新中心的重大部

署下，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总体培育情况较好。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要素解构设计了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指数评价模型，从创新、应用和支撑三个维度出发，

围绕技术团队、研发成果、生产条件、需求市场、政策环境和服务支撑六大要素，对近五年间重庆市科技

成果转化能力进行了测评与分析。结果显示，重庆近五年科技成果转化整体发展态势良好，由技术团队

与研发成果要素组成的创新维度增长幅度最为显著，其次是由生产条件与需求市场要素组成的应用维

度，最后是由政策环境与服务支撑两项要素聚合的支撑维度。

研究也发现了当前重庆科技成果转化各要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挑战，归纳总结为四点。一是需加

强高层次科技人才及团队的培育和引进，提升高水平科技竞争力；二是需重视基础创新与原始创新，集聚

力量促进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三是应加强技术市场的培育，大力促进供需双方的高效对接，加快对传统规

模以上大型企业科技创新转型需求的引导；四是需对科技中介服务主体的行为进行进一步地组织、引导

与规范，更好地完善重庆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

最后，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指数评价模型目前仅在重庆市这一

单个评价对象上进行了自身纵向对比的实证研究，尚未进行多个城市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因此该实证

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中将引入更多实证对象进行综合分析，对该模型做进一步优化与完善，

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注释：

①　统计数据有一定滞后性，当前《重庆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更新至 2018年度（即 2017年）。

②　科技服务其他机构主要包括除表中所列之外的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协同创新中心、技术服务平台、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科技推广和应用服

务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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