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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清华科技成果转化做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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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量和转化收入遥遥领先

当今，高校特别是重点的高校，仍然是国家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
之一，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协同创新方案承担着重要的使
命。2017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 2.12%（总投入 1.75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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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发表 SCI 论文总数已累计 33 万余篇，国内高校提交 PCT国
际专利申请量授权 6.7 万件，中国在科研创新产出上仅次于美国位居
世界第二位。

部分高校专利拥有量(截止 2017年底,单位:件)

据国家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
为 17%，“双一流”转化率为 22.5%-23.9%，而成功进行产业化的仅
有 5%，而先进国家这一指标为 60%-70%。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
来看，清华大学成果产出及转化收益都遥遥领先，北上广及江浙等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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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校 2014-2016年科技成果转化总收入(截止 2017年底,单位:亿元)

从专利的拥有量和成果转化收入来看，作为国内双一流的清华大
学，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具有明显优势，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隐藏
在这个明显优势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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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运作流程加合理的收益分配

清华大学一直非常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２０１５年，学校
制定了《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评估处置和利益分配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并于２０１６年修订后正式施行，同时还制定
或修订了《清华大学知识产权管理规定》《清华大学科技成果处置尽
职调查规范》等文件。

上述文件全面确立了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机制和流程，为推动
学校成果转化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尤其是在处置收益的分配上，成
果的完成人可以获得处置收益的 70%，这极大地刺激了成果完成人的
转化积极性。

1. 明确决策机制。学校设立了知识产权管理领导小组，统一领
导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涉及领导干部的成果转化项目，应
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报批报备。８００万以上项目，根据“三重一大”
要求，还应报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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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建管理机构。借鉴国外技术转移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
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ＴＬ）模式
［１］［２］［３］，学校设立了成果与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作
为知识产权管理领导小组的执行机构，专门负责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其运行机制、人员构成更加强调专业化和市场化。

３. 畅通运作流程。学校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流程包括：组织成果
推广、确定技术受让方、开展尽职调查、拟订交易方案、提请学校审
批、公示交易方案、出具处置决定、资产评估备案、签署许可转让入
股协议、后期项目管理等环节。经过两年多来的实践检验，上述流程
中的校内部分运转效率较高。２０１８年，相关国资管理程序简化
后，科技成果处置流程会更加便利，时效性会进一步提高。

４. 加强队伍建设。高水平的技术转移管理和服务队伍是做好科
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基本保障之一。学校通过外部招聘、内部选派等
形式组建了一支技术转移队伍，包含技术、知识产权、商务、法务等
各方面专业人才，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供全流程服务。同时，学
校十分重视技术转移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在保持队伍规模适度扩张和
动态调整的同时，通过培训交流等形式不断提高从业人员工作水平。

５. 丰富转化模式。在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中，针对不同的项目特
点，设计出了多种多样的技术转移模式，一方面，满足投资方的具体
诉求；另一方面，保障学校和教师的正当权益。在技术转让、技术许
可、技术作价入股等基本交易模式的基础上，针对项目特点和投资方
需求量身打造个性化的交易模式，如“技术入股＋转让”模式、专
利使用权入股模式、技术许可换股权模式等。

６. 建立转化台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相关规定，学校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制度。对每项科技成果
处置项目建立档案，编制项目进度表，密切跟踪项目进展，协助解决
项目运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监督落实成果转化收益的支付履行等事
宜。在单个项目管理的基础上，按年度编制科技成果转化统计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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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处置金额、知识产权数量、技术流向、回款金额、奖励金额等关键
数据，为全面便捷地了解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情况提供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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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多样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清华大学产学研合作按照合作对象主要分为校地合作和校企合
作两个层面。

何为校地合作？就是指学校与各级地方政府间积极合作，通过
加强与省市等各级政府等合作，发挥地方政府科技政策、联系企业、
资金支持和统一协同优势，可以高效、全面地推广学校地科技成果，
推进更多科研项目合作，满足地方中小企业集群地技术需求，实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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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政府，企业三方共赢地局面。校地合作的模式主要有：签署全
面合作协议，建立校地共建研究院，设立产学研合作办公室和成立科
技开发基金等。

何为校企合作？就是学校与国内外企业间的科技合作，通常是
通过签署单项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合同开展的。
随着企业实力增强，为提升企业可持续竞争力与一流大学建立长期的
合作关系成为企业创新发展战略的优先选择。企业通过签订有效法律
文件与大学确定长期合作关系，可以克服对单个技术转移项目单信任
缺失，及时把握最新科技发展势态，获得优质的技术转移和产学研后
续服务。

清华大学主要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1. 校地共建研究院：校地共建研究院是清华与地方政府资源，
优质结合的一种实体机构，目标明确，可以长期开展密切合作。借助
地方政府先期投入的资源，发挥清华智力和创新管理优势，研究院建
立了一批高技术重点实验室、科研基地和创新中心、孵化中心，为重
点产业和重点孵化企业提升研发能力，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高新技
术企业孵化起到重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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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学研合作办公室：为加强清华大学与重点地区的密切合作，
促进清华大学科研成果落户地方，服务区域经济发展，2003 年，清华
大学提出与部分城市共同设立产学研合作办公室这一产学研合作新
模式。产学研办公司设在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科技开发部派专人负
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针对该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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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及其他需求，整合和调动学校的各种资源，尤其是科技资源，为
该城市提供全面服务，促进城市与学校产学研的合作。

3. 校企联合研究机构：指清华大学与企业建立的以项目为重点，
有明确研究方向的长期研究机构，机构办公地点基本都设置在清华校
内，企业可以派研究人员驻校办公。为了规范校企联合机构的运行和
管理，学校科研机构管理办公室建立了一套标准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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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这是校企合作的典型代表。1995
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简称“企合委”），
1996 年成立企合委海外部，加强与海外企业的科技合作，目前已经有
海内外成员单位 190 家。企合委是清华大学为加速技术转移，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促进与国内外企业合作并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各
种科技、教育、咨询等服务而专门设立的对口职能机构。清华大学科
技开发部与科研院海外项目部共同承担企合委秘书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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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清华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在国内各高校中，以专利的绝对数量和
科技成果转化收入来衡量，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其中的奥秘何
在？ 除了众所周知，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比较充足之外，我想，至
少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

其一，是学校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和流程上的建设，激发了广
大的科技工作者们的转化的积极性，用制度来解放了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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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学校一直保持着开放的态度，积极去拥抱产业界和各级地
方政府，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大融合，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形成了良
性的循环，也就是通过熵减，建立耗散结构，一直保持着系统活跃的
创新力。（资料来源：一读EDU 2022-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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