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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采访过程中! 不少业内人士都认

同这样一个观点" 并不是所有的高校技

术都可以转化的!找出适合转化的技术!

必须符合两个标准" 技术突破和市场需

求#创新的技术!要投入到实际生产!肯定

是有风险的!需要面对市场验证$产品定

型$产业化模式选择等一系列难题# 如何

来辨识这些风险!肯定不是靠教授!而是

专业的市场第三方机构!通过他们的风险

评估!让企业能够对于产业化的前景有所

预计!并决定最终的投入金额和模式#

学校$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应该是在一

个完整的产业链上开展长期合作! 形成

经常性讨论及良好的协作机制# %各显所

长!合作共赢&是这场%纸变钱&过程中的

关键词#

! ! ! !作为引领与保障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
重要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月 "日起
正式实施。在业内人士看来，《条例》重点解
决了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四个关键问题：谁
有权转化、如何转化、转化收益如何计算和
分配，以及如何认定转化过程中的勤勉尽
责等问题。

!月 #$日，上海继《关于进一步促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见》《上海市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之后，《上海市促进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下
称《行动方案》）新近出炉，组成了上海推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三部曲”。
《行动方案》提出一系列“补短板”举措：
! 研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建立健全

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或委托独立的专

业服务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

! 应当明确统筹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

产权管理的职责!建立职务科技成果披露与

管理制度*

! 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 建立与国际

规则接轨$ 市场导向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

聘用一批具有法律基础$专利管理$企业创

办$风险投资及国际商务方面丰富经验的复

合型人才#

虽然有了“规则”，然而“纸变钱”的
“最后一公里”还难打通吗？上海市科技工
作党委书记刘岩表示，当前科技成果转化
依然存在短板。原因之一是科技中介力量
太薄弱，需要着力培育科技中介，提升科
技中介的专业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让
科学家安心做科研，转化的事情交给市
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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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新科技实现产业化期待校企合作共赢

有了规则，“纸变钱”难在哪

各显所长 合作共赢
!记者手记"

如何接好科研“纸变钱”最后一棒
本报记者
方翔

! ! ! !上个月，同济大学与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签署了 '$$$万元的技术转让协议。该成果
实现产业化后，将成为临床上更为有效地预防
和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药物，填补国内该
治疗领域抗体药物的空白。打通将“纸”变成
“钱”的最后一公里，发挥出科技成果的最大效
益，已经越来越受到沪上各大高校的关注。

机制 学术引领向产业延伸
&月 ()日，同济大学与迈威（上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金额 '$$$万元的技术
转让协议，共同在同济大学医学院研发成果
的基础上合作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真
菌感染单克隆抗体药物。该成果实现产业化
后，将成为临床上更为有效地预防和治疗侵
袭性真菌感染的药物，填补国内该治疗领域
抗体药物的空白。

近年来，同济大学在大力提升学校整体
科研实力的同时，积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体
制机制，打通将“纸”变成“钱”的最后一公里，
发挥出科技成果的最大效益。创新机制体制，
出台相关政策，包括将原来传统的“科学技术
研究院”，改制为“一部三院”，即“科研管理
部、科学技术研究院、工程与产业研究院、先
进技术研究院”，最近又单独成立了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中心，引入第三方科技服务，将教师
在服务社会方面的表现纳入教师业绩考核，
在教师职称评聘中增列“社会服务”类等举
措，以全面提升同济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

方式 技术转让可分期付款
事实上，在今年的 !月，同济大学与润坤

（上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技术专利转移
协议，将“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及装置”!项发
明专利授权转让，合同金额 '*+$万元。这是
同济历史上最大额度的单笔技术转移现金合
同。值得注意的是，同济大学提出技术转移费
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允许企业在两年内分
期支付技术转移费用，部分打消了企业对于
应用新技术的疑惑。

同济大学副校长顾祥林表示：“通过专业
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将政府、高校、企业相对
分散的技术成果转化资源集成起来，形成合
力，可以分担风险、提升技术成果转化的成功
率，并确保技术成果转化的可持续性。”

合作 确保产品后续性发展
在传统“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中，通常

由企业牵头，利用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优势资
源，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而东华大

学功能杂化材料课题组承担的抗菌功能材料
研发项目“学术是引领”，高校牵头，企业参
与。这个看似“非常规”合作模式，恰恰催生出
学科链与产业链相辅相成的生态。

科研团队从纤维材料攻关开始，覆盖包
括面料、服装设计等环节，在凝聚科研方向的
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汇聚科研人才。在校内整
合材料、纺织、化工、服装等多个优势学科形
成强强联合的学科链，在各自学科领域颇有
建树的教授们强强联手，集结成“东华梯队”。
校外则同步实现校内各研发环节在产业链上
的延伸，把抗菌等功能纺织品从前到后的整

个产业链联系起来。研究只停留在纤维是不
够的，更重要的是应用，纺纱、织造、染色、面
料、服装设计等后期环节，缺一则无法转化成
产品。从学科链到产业链只有把上下游打通，
研发产品的示范效果方能显现，才能确保产
品后续应用并被接受。

观点 别把教授当作万能的
“教授不是万能的”。东华大学张清华教

授抛出这样一个观点。在国内，很多高校教授
都是“多面手”：一方面从事科学研究，另一方
面还要亲自“下海”，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无

疑使得许多项目的产业化进程不如人意，有
些甚至因为一开始的产业化方向错了，而导
致成果转化“夭折”。从 ",,,年博士毕业留校
至今，东华大学张清华教授在聚酰亚胺纤维
的研究世界里一扎就是 )*年，其团队不仅首
次提出聚酰亚胺纤维干法制备过程中的“反
应纺丝”新原理和新方法，还与企业积极开展
产学研合作，自主研发出国际上首套干法纺
聚酰亚胺纤维生产设备，而今，国际上首条干
法纺聚酰亚胺纤维 )$$$-./生产线已经在团
队合作企业建成并投产。这一科研攻关成果
还为除尘减霾、节能减排作出了实际贡献，并
且在特种消防阻燃面料、特警防护装备及航
空航天等领域得到成功应用。

现在慕名而来寻求与张清华教授团队合
作的企业不在少数，甚至希望教授们能“包
揽”从研发到技术更新直至市场开拓一条龙
服务。“但这其实把许多不是或不该教授承担
的活儿‘硬加’在教授头上，科学合理的模式
应该是校企合作，各司其职，各自发挥所长才
对”。张清华教授说。

东华大学副校长陈革表示：“尽管东华大
学的专利竞争力和转化率在各类统计中位于
全国高校前列，但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工作
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为了鼓励教师将科研
成果通过专业的正规渠道进行转化，新制定
的《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成果完成人可获得科技成果直接转让、许
可收益的 *$0。另一方面，教师的强项和主要
精力应该在科技研发，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应交给专业化的机构来推动。学校成立的科
技成果转化中心通过整合社会各界的科技成
果转化资源，为教师们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提
供专业化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