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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员
收益分配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以对中国科学院15家院属单位调研为基础

姚 畅 1,2,3 杜 伟 4 张 超 2 王春博 4 刘海波 1,2*

1 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9

2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  100190

3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190

4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连  116023

摘要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下简称“转移转化”）作为实现科技向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转变的关键，是提升

科技创新体系运转效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促进转移转化的政策内容不断充实、覆盖

范围愈加全面，但产学研用衔接难、技术转化比例与效率双低、知识产权运营及转移转化服务专业度不够等

直接影响转移转化的难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转移转化人员的收益分配模式不能有效匹配

相关人员的工作属性和贡献，从而导致未能充分发挥转移转化人员的专业积极性。本研究从分析现有收益分

配模式的问题入手，调研了15家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转移转化收益分配情况，对比国外成功案例与中国科学

院案例收益分配模式的异同，分析造成收益分配模式不合理的学术和实践原因，提出工作建议，为转移转化

工作的提质增效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员，收益分配模式，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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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

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以及“要及

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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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

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

下简称“转移转化”）是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

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在国家政策不断倡

导、各类转移转化相关服务机构持续涌现、转移转化

机制不断畅通的大背景下，现有转移转化工作中仍存

在着供需适配弱、队伍专业性差、成功率低、落地难

等问题[1-7]。成功的转移转化需要各利益关联方的同向

努力，其中转移转化人员的专业服务更是不可或缺[8]。

然而，转移转化收益分配在实际工作中过度倾斜科研

人员、有意无意忽视转移转化人员贡献的情况时有发

生，加大了转移转化链条断裂的风险，迫切需要从管

理端出发，探索转移转化人员收益分配不合理的症结

所在，从而进一步提高转移转化效率，提升科技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

1 现有转移转化人员收益分配机制存在的主
要问题

1.1 忽略转移转化人员专业性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以下简称《促转法》），转移转化的奖励对象包括

“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②，

无论从语义上还是从实践中看，科研人员、转移转化

人员是“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两类重要人

员。现有的收益分配机制注重给予高校、科研院所及

科研人员收益，却相对地忽略了转移转化人员的专业

贡献。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是 2层“委托—代理”问

题。以国家级项目为例，国家项目管理部门和承担项

目的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以下简称“院属单位”）

之间是第1层“委托—代理”，院属单位对转移转化团

队（科研+管理）是第 2层“委托—代理”，国家的简

政放权让利基本解决了第 1 层“委托—代理”问题，

但第 2层“委托—代理”中忽视对转移转化人员的收

益分配，造成了激励机制的不完整[9]。

成功的转移转化离不开科研人员的优秀成果与转

移转化人员的专业服务。将转移转化人员视作纯事务

性的工作人员，忽视了转移转化工作的专业性、市场

性、创新性；以体制内行政部门的薪酬水平和工作模

式要求转移转化人员，势必造成难以聘请、培育、留

住高水平人才的困境，也容易形成“不求有功但求无

过”等非创新导向的群体特质，难以构建转移转化人

员、科研人员同向努力的转移转化链条。

1.2 低估转移转化人员专业贡献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是从科学界域向市场界域

的跨界行为，前者讲求客观性、可靠性、价值中立

性，追求研究的前瞻性，后者更关注实用性、时效性

和经济收益性[10]，两者之间的高效沟通、合作需要转

移转化人员充当跨界沟通的媒介[11]，解决信息不对

称、彼此不信任的问题，构筑完整的创新链条。优秀

的转移转化人员需要具备卓越的综合能力，例如成果

商品化能力、市场把控能力、需求挖掘能力、跨学科

知识结构、高度的职业精神和敬业、内省等个人品

质[12]，他们能够熟化技术、熟悉相关政策和区域科技

经济发展情况，并有较好的资源整合和落地服务能

力[13]。收益分配不合理会导致高水平转移转化人才进

不到科研院所中来，而现有人员的能力、积极性又不

足，进而造成能力无法互补、无法满足项目要求、交

易价值较低等问题。

（1）低水平转移转化人员无法与科学家互补。转

移转化是不同领域要素相互融合的创新过程，科学家

胜在研究能力和科学知识，工作重心在论文、实验等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 (2024-02-01)[2024-04-28].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 (2015-08-30)[2024-04-28]. https://www.gov.cn/xinwen/2015-08/30/content_29221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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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领域，更追求社会效益、职称评定、业界声誉等

科研导向的学术价值。然而，商业化需要良好的社交

谈判能力及高度的市场敏感性，需要金融、市场背景

及法律知识，以市场为导向追求经济效益[14]，这些是

科学家相对薄弱的环节，但恰巧是转移转化人员所具

备的专业能力。转移转化工作不能仅靠科学家在科研

之余顺手进行，更需要专业人员的“全投入”（all in）

精神，专业且投入的转移转化人员可实现科学家、企

业家之间的能力互补，助推成果的转化落地。收益分

配不合理导致的转移转化人员不专业、不投入，会造

成转移转化部门仅仅充当签字报批员或“拉郎配”的

情况。

（2）传统行政部门无法灵活应对项目要求。纵向

项目管理、行政事务性工作与转移转化工作对工作人

员的能力、投入程度要求不同。简单地将行政管理人

员设为转移转化人员，并视作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激

励，忽略了转移转化的专业性。转移转化需要信息整

理、流程审批等行政事务性工作，更需要专业人员利

用既懂技术又懂商业、既了解法律又擅长谈判且具有

人脉的复合特质，还需要专业人员与企业沟通博弈以

谋求最大价值。让行政人员从事“赏金猎人”③的职

能，必然出现收效甚微的结果（图1）。同时，也不宜

认为优秀的纵向项目管理人员从事转移转化工作就一

定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纵向项目管理更强调过

程规范性，本质是争取和用好科学界域内的存量资

源。转移转化工作则要求更复合且市场化的能力，转

移转化项目是跨界增量资源，需要从最具商业头脑的

企业家、投资者手中获取具有机会成本的流动资金并

分取经济利益，只有技术够成熟、收益够丰厚、风险

够可控的情况下才可能合作。

（3）非专业人员无法提升交易价值。专业的转移

转化人员可以在许可、转让的基础上进行深度谈判和

包装，在交易方式不变的情况下获取更多经济收益，

或利用更复杂的交易类型获取更多长效收益。以本研

究调研的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理

化所”）为例，产业策划部现有工作人员 6人，均为

理工科研究生，1位正高级职称、3位副高级职称，1

人有专利代理师资质、2人有基金管理人资质、3人有

高级技术经纪人资质，是熟悉市场、资本等多方面的

复合型人才。得益于高质量的人才队伍，理化所以更

高的站位从事成果转化工作，讲求“产业策划”概

念，在工作中前瞻布局高价值专利，筛选高质量合作

伙伴，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重点突出对产业发展关键

和共性技术成果的调研、策划及转移，集成多方资源

建设中试工艺线或工业示范线，通过与行业、地方等

的合作，实现了知识产权入股、股权重组、现金+股

权、技术授权、技术孵化等多元转化模式，各项转移

转化指标均名列中国科学院系统内第一方阵。

1.3 产生边际效益递减现象

单一的分配模式除忽视了转移转化人员的重要贡

献，无法实现激励兼容的、培育高质量的成果转化机

构，还存在严重的边际递减效应。例如，将对科研人

员的奖励比例从 0%提高到 50%可以极大提高科研人

员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挖掘更多优秀的科技成

果；但进一步提高奖励比例，从 90% 提高到 100%，

③ 赏金猎人（bounty hunter）指通过完成雇主的高难度任务来获得高额的赏金的高手，此处用来比喻专业度高的转移转化人员。

办文组会 政策解读

“赏金
      猎人”

产业策划 市场咨询

技术鉴别转化谈判

数据记录

传统行政部门

审批传签

a b

图 1 传统行政部门（a）与“赏金猎人”（b）的职能

Figure 1　Roles of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 and bounty hunte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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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对科研人员产生过多的正向激励[15]。在成果饱

和的情况下，如何催生更多优秀的科技成果参与转

化，此时成果转化的掣肘已不是“转什么”而是“如

何转”，需要打通创新链条内的其他堵点。

1.4 影响科研机构可持续发展

科研机构为科技成果的产生、转化提供了工作场

所、设备及各类必要资源，后续发展也面临新项目验

证、产品熟化的资金需求，有开展、参与成果转化培

训等方面的需要；转移转化人员在转移转化工作过程

中也会作出极大的专业贡献，帮助科技成果取得更大

的转化收益。因此，在收益分配时，要综合考虑科研

机构、转移转化人员、科研人员等众多主体的贡献，

但目前我国科研机构普遍将科技人员（含科研、工程

技术、行政管理、转移转化等人员） 等同于科研人

员，转移转化收益也几乎全部分配于科研人员，这种

单一的收益分配模式无法覆盖科研机构的资源投入、

无法激励转移转化人员、不利于建设可持续的转移转

化工作生态，也不利于科研机构的良性发展。

2 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转移转化人员收益分
配模式的调研发现

本研究采用查阅管理文件、实地考察、电话交

流、当面访谈的方式调研了15家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

（以下简称“院属单位”）的收益分配模式，形成了

关于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和转移转化人员奖励比例的

视图（表1），简明列出了院属单位在收益分配上的不

同做法和实践。本研究将通过组织机构、收益分配比

例、管理办法落实、历史对比等不同方面，阐述案例

中转移转化人员收益分配模式的现状。

2.1 组织机构设置上对转移转化工作重视不够

多数院属单位没有实现行政管理部门及“赏金猎

人”的划分，仅 5家院属单位提到了专业资产公司的

具体职能，存在体制内收益分配模式与市场化工作错

位的情况，有部分院属单位甚至没有单独设立转移转

化部门，而以办公室模式挂靠在科技处、资产处或仅

由某一位业务主管负责转移转化工作。因此，转移转

化人员的晋升与发展也受到了较大限制。在优秀案例

上，某创新生态打造较为完整的院属单位构建了“行

政部门+资产公司（‘赏金猎人’） +天使基金+孵化

器”的创新链，收益分配上实现了权责对等，行政管

理部门负责流程不计提收益，“赏金猎人”进行市场

化运营。

2.2 收益分配模式上对转移转化人员重视不够

15家院属单位中，仅有 4家院属单位对非科研部

门进行了奖励，多采用科研人员以项目为单元奖励，

非科研人员按最高上限为当年到位转移转化收益的5%

—10%的年度奖励模式。绝大多数具有部分财政补贴

的院属单位将 70%—80%的收益分配给项目团队，其

余由院属单位统筹。个别院属单位设立转化基金，并

以转移转化收益补充转移转化基金，助力可持续转移

转化，但不对转移转化人员进行收益分配。对几乎自

表1　调研15家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科研团队及

转化人员奖励比例

Table 1　Reward ratio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s and 

conversion personnel of 15 institut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urveyed

收益分配

科研团队
收益

转化人员
收益

分配比例

50%—70%

60%

70%

75%

80%

其他
（无管理办法、自提部分绩效等）

无描述

文字描述提及

3%

5%—10%

其他（无管理办法）

中国科学院院属
单位数量（个）

1

1

5

2

4

2

10

2

1

1

1

1063



政策与管理研究

 | 2024年 · 第39卷 · 第6期

负盈亏的院属单位，多按法定下限50%的比例将收益

分配给项目团队，其余用于院属单位运行发展，也不

会对转移转化人员予以收益分配。总体而言，转移转

化人员的工作重要性在收益分配上未能得到充分

认可。

相对而言，与地方共建主体资金使用灵活度更

高，某地方共建实验室与承建院属单位的转化收益采

用院属单位占比 10%与实验室占比 90%的分配模式，

院属单位获取的10%收益不用于奖励所内人员，实验

室在对科研人员奖励75%的基础上，对非科研部门进

行不超过5%的奖励。

2.3 分配收益落实上对制度化安排重视不够

某院属单位是一个以工程技术研究为主、以成果

转化为主责主业的研究所，在制度层面曾经尝试进行

突破，对转移转化人员予以重视。该单位在2021年发

布的新版管理办法中，对收益分配模式做了较大优

化：① 在股权奖励上，进一步让利给项目团队，增大

持股比例，较为开创性地设立了对优秀的转移转化人

员给予 2%股权激励；② 在现金分配上，非科研部门

可取得转移转化收益总额的 3% 作为奖励，奖励的

30% （转移转化收益总额的 0.9%） 给予转移转化部

门，剩余的60%（转移转化收益总额的1.8%）给予行

政管理部门。这类收益模式做好了科技人员不等于科

研人员的辨析，覆盖院属单位、技术团队、行政管理

部门、转移转化部门等多元主体，即以市场化红利激

励了转移转化部门，还考虑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

原则，对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普惠，有利于全所创新氛

围的打造及转化工作的进一步推动。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多方利益统筹、惯性思维

等原因，将收益分配给非科研部门的模式有较大阻

力。例如，前述该院属单位的2021年版管理办法发布

迄今已有 3年，根据其转移转化工作成效成果及制度

规定进行测算，若将转移转化收益按照管理办法的规

定予以分配，全所非科研部门每人每年可平均获取约

7 000元收益，转移转化部门约每人每年3万元，足够

彰显对转移转化工作的重视度，但在实践中上述分配

迄今并未落实，因而也未对全所的创新氛围、转移转

化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形成较大的正向提升。又如，

2019年京外某院属单位基于《促转法》修订管理办法

将收益分配给非科研部门，但试行 2年后也不再继续

落实。

2.4 有关问题解决上对及时改进重视不够

在 2015 年《促转法》及 2016 年实施《促转法》

若干规定印发后，马锋[5]曾于2019年发表了针对31家

院属单位的调研结果，发现转移转化工作已实现对被

调研院属单位的全覆盖，但收益分配仍集中于项目团

队，仅有 8个院属单位在制度中规定了对非科研部门

人员予以奖励，只有 2个院属单位划定了具体比例且

不超过总收益的2%，且只有现金奖励无股权奖励。不

同院属单位在奖励非科研部门人员上，对界定转化贡

献人员及评价其贡献度上存在一定困难。在对科研团

队的奖励比例上，12家院属单位比例达到 70%，7家

院属单位达到 80%。5年后的本研究中，发现各院属

单位忽视转移转化人员的倾向并未有太大改观，虽然

有部分院属单位尝试作出制度创新，但囿于多方压力

难以落实。

3 收益分配不合理的原因探析

对于忽略转移转化人员重要性、收益分配不合理

的原因，可以从学术和实践2个方面入手。

3.1 学术领域：学术冷门及研究者“共情”问题

① 对于转移转化人员的收益分配模式研究并非学

术热点。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的体制机制研究[16]、

中观的产业发展对策与微观的团队激励问题[17-19]等。

涉及收益分配模式的讨论也仅围绕科研人员[20-22]。

② 学界多从事研究工作，难以“共情”转移转化人

员。现有研究虽认为经济利益是进行成果转化的直接

原因[23,24]，不同利益分配模式影响科研人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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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与成果产出[25,26]，并通过过程视角[21]、博弈理

论视角等[10,27,28]探索了利益最大化的分配方式，实证

分析影响收益分配的因素[29]，但未考虑转移转化人员

的专业性和投入程度同样受收益分配模式影响；部分

学者提出了要注重多方主体“激励兼容”分配模式的

观点[9,15,16,30,31]，认为应对转移转化人员予以奖励，但

并未系统性地分析阐述转移转化人员奖励的必要性和

有效的分配模式。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中国知网中的44篇转移转化

研究文献多聚焦转移转化模式的梳理及影响因素的探

析（如资产管理、技术成熟度等），未能关注对转移

转化人员的收益分配（图2）。鲜有研究者从非科研部

门的一线实践角度出发，论述转移转化工作实践的

“非标”和“隐性”属性，即转移转化项目各有特点、

模式无法标准化，“一事一议”较多，大量成功案例

得益于人脉等隐性因素。因此，也就忽视了转移转化

人员的重要性，不认为有对其进行收益分配的必要。

3.2 实践领域：文化及政策导致的收益分配问题

根据《促转法》规定“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

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将该项职务

科技成果转让、许可给他人实施的，从该项科技成果

转让净收入或者许可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 50% 的比

例；利用该项职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从该项科技

成果形成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

例”②。然而，实际工作中往往不会考虑“对转化做

出重要贡献的转移转化人员”，而对科研人员的分配

比例远高于 50%。例如，上海、山东、江苏等地的政

策将比例提至 70%，东北部分地区甚至高达 90% 以

上。有研究[32]指出我国40所高校中，超半数给予科研

人员的分配比例超过 80%。例如，南京大学、江苏大

学等高校的分配比例达到 90%，中国科学院大部分院

属单位也将70%及以上的转化收益分配给科研人员。

实际工作中忽视转化人员收益的原因有2个方面。

① 文化和观念因素。传统观念认为科研人员是“主创

者”，理应获得科技成果转化的大部分或全部收益。

同时，由于缺乏明确的评价机制，转移转化人员的工

作贡献往往“看不见”且难以量化，对成功转移转化

的成果，也无法对照不存在转移转化人员或其水平不

够高时的转移转化效果，由此导致各部门对转移转化

部门和转移转化人员的作用缺乏认识，低估了转移转

化人员的贡献。加之科研院所普遍强调以服务科研为

导向，科研人员在院属单位领导前具有较大的话语

权，能够影响非科研部门的年终评价，给予转移转化

人员收益可能会让科研人员不满。② 政策的不完善。

虽然《促转法》等法规明确了可以对转移转化作出贡

献的人员予以奖励，并且强调“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可

以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数额

和时限。单位制定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听取本单位科

研究所层面 中国科学院层面 问题及建议 转移转化因素探究 转移转化评价体系
三螺旋模型研究产研学合作及接口混生组织
技术转移中心工作模式及成果
新型研发机构、科研院所、企业孵化器工作实践
总计 14篇

中国科学院层面工作思路方法探讨
科研院所典型转化模式研究总揽
针对某地区的转移转化模式分析
总计 8篇

在某地区转移转化中的问题及建议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探究我国转移转化中的症结
科研院所与高校的转移转化问题
总计 3篇

国有资产管理角度
知识产权运营角度
院地合作模式
协同创协机制体制
其他（例如技术成熟度等）
总计 17篇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针对科研院所的评价
科研成果评价
总计 2篇

图 2 中国知网 44 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文章对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研究

Figure 2　Research on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ased on 44 CNKI articles of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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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员的意见，并在本单位公开相关规定。”但我国

科研单位在落实时并未做好科技人员（包含科研、工

程技术、行政管理、转移转化人员）不等同于科研人

员的辨析，因此在现实情况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际

的收益分配政策重点关注科研人员，即使制定了针对

转移转化人员的政策，在落实上也由于文化观念因素

而存在阻力；在部分院属单位中，给予科研人员更多

的转化收益也是院属单位的一种所内政策，以此吸引

和留住优秀的产业化领域人才。故此，一些院属单位

忽视了长期、健康的转移转化生态打造，即提高转移

转化人员的收益比例可能短期内难见成效，但长期的

良性反馈会吸引更多专业的转移转化人员，切实提高

转化工作成效。

4 国外经验借鉴

与我国将多数收益分配给科研人员不同，国外主

要国家的分配模式考虑了多方主体的利益，实现了学

校（相当于我国的科研单位）、院系（相当于我国科

研单位的研究中心）、发明人、转移转化机构（相当

于我国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部分）四方激励兼容的收

益配置，更好地形成了“技术研发—转移转化”过程

的跨部门合力。

4.1 国外转移转化机构的机构设置

转移转化人员一般依托于转移转化机构承担有关

工作，薪酬水平往往与机构的管理费（佣金/服务费

等）密切相关，职业发展也取决于机构的性质及所提

供的平台高度。因此，合理、高效且收益分配合理的

转移转化机构运作模式，才能为成果转移转化人员带

来激励兼容的回报，充分发挥转移转化人员的作用。

国外大学及院所转移转化机构的设置分为3类：① 内

部职能部门模式，即依托一个或多个职能办公室进行

转移转化，如为人熟知的斯坦福技术许可办公室

（OTL）模式；② 委托公司模式，即成立市场化运营

公司全权进行转移转化，如牛津 ISIS公司、德国史太

白公司、以色列耶达公司；③ 混合模式，随着高校技

术转移工作的不断增加和科技成果的不断丰富，单靠

内部办公室或外部企业已经无法满足学校技术转移工

作。例如，多伦多大学通过内部办公室实施转移转化

和对接，外部公司负责商业化[33,34]。

4.2 国外转移转化机构的收益分配具体经验

（1）美国大学内设机构的收益分配模式。美国高

校普遍建立技术转移机构、高校、院系、发明人的四

方利益分配机制[37]。斯坦福大学与哈佛大学等知名大

学采取技术转移转化机构抽取转移转化收益的15%作

为管理费，剩余收益由高校、院系、发明人三方均

分；哥伦比亚大学及华盛顿大学等规定高校方抽取转

移转化收益的 20%；威斯康星大学则仅给予发明人转

移转化收益的 20%，其余收益由高校和院系按照 15%

和85%的比例进行分成。对于给发明人的收益，从美

国一流高校资料看，主要按照“单一比例”或“阶梯

制”予以分配。“单一比例”指不管可用于分配的收

入是多少，科研人员与其他分配对象之间都按固定比

例分配，有研究统计美国 40所一流高校中，有 24所

采取了“单一比例” [37]。“阶梯制”依据可用于分配

收入的高低，将科技人员收益占比设置成不同的大

小。通常，低收入区间内科技人员份额较高，高收入

区间内科技人员份额减少或保持不变。此设计体现了

“小发明主要帮助发明家及其研究，大发明将有助于

高校、院系或者技术转移转化部门发展”的思路[30]。

不论采用何种模式，科技人员的收益比例多为

30%—50%之间。

（2）欧洲公司模式的收益分配模式。牛津 ISIS公

司是牛津大学1988年注册成立的独资公司，负责管理

牛津大学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司专注于寻找具有

市场开发前景的科研成果，并对成果进行市场分析、

评估及商业化，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对于具有转移转

化前景的成果，由公司和发明人共同制定临时保护措

施确定权益和责任，之后公司全额出资申请专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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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再以30%的比例从特许经营权中回收成本[38]。对

于研究人员的收益，牛津 ISIS公司采用“阶梯制”分

配模式，对金额较小的收益研究人员最多可获取63%，

而对于金额较大的收益，下限可获取15.75%。以色列

魏兹曼研究所于1959年创办了全资公司耶达公司，该

公司秉承“让科学家专心做科研，其他事情我们来

办”的理念独立市场化运营，全权负责魏兹曼研究所

的转移转化工作，转移转化净收益的40%奖励给科研

人员，40%用于研究所和实验室的科研发展，20%用

于耶达公司的管理运营。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较为

相似。以德国为例，根据《雇员发明法》规定科学家

也仅可获取发明收益的30%[35-38]。

5 结论及建议

5.1 研究结论

转移转化的核心是创造经济及社会效益，除政策

体系、机制设置、营商环境等要素外，还需要从

“人”这一要素出发，处理好收益分配问题。目前，

转移转化的掣肘之一便是“科研院所—转化团队（科

研+管理）”的代理委托问题出现断链，没有形成利

益共享机制，缺少专业化且专一投入的转移转化人

员，制约了转移转化工作在科学性、效率性上的

提升。

转移转化人员可以弥合科学界域与市场界域的鸿

沟，补全科学家和体制内单位在面向市场时能力不足

的问题，更高效、高收益地进行转移转化工作，应对

市场挑战和变化。国外成功的内设机构及市场化公司

均计提了相当比例的管理费用于转移转化工作推动及

机构良性发展，然而受限于体制机制及观念等原因，

我国大部分机构仍将科技人员等同于科研人员，未考

虑创新链条中多方主体的参与，导致了现有转移转化

人员时间、精力投入有限、自我提升动力不足、专业

度不高的情况。金融、法律等其他高端服务业要求与

转移转化工作相似的能力属性，但薪酬水平差异极

大，从业者自会“用脚投票”，导致转移转化工作面

临高端人才“进不来”“留不下”的现象，即使个别

机构能够给予转移转化人员高薪，但背后的“体制

内”工作风格仍难以留住人才。可以说，不健全的收

益分配机制背后是相对低效的庞大机制，难以应对强

创新、高度市场化的转移转化挑战。

5.2 政策建议

5.2.1 宏观层面

可以逐步提升转移转化机构的市场化程度，能够

破除或部分破除体制障碍的机构尽可能提升机构活

力、营造创新氛围，不能破除障碍的机构做好行政管

理部门与“赏金猎人”的拆分，以赋能的形式将专业

工作交由商业化模式运作的机构。

5.2.2 微观层面

需做好科研单位、科研团队、行政管理人员、转

移转化人员的利益分配，打破“完成、转化职务科技

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中科技人员等于科研人员

的固有思维定式，认可转移转化人员在转移转化工作

中的贡献与成果，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转移转化生态，

具体而言有以下4点。

（1）构建可持续的转移转化生态。以转移转化收

益设立转移转化基金，遴选优质项目；鼓励转移转化

人员进一步深造，提高专业性，做到以转化带转化，

以转化育人才。

（2）做好成转移转化知识的普及工作。转移转化

的成功绝不仅仅是科研团队的贡献，科研单位、转移

转化团队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软硬件支撑，“全投入”

的转移转化团队有时会对转移转化工作起到核心推动

作用。

（3）建立激励兼容的收益分配模式。在保障科研

团队收益的基础上，加大或赋予转移转化人员及行政

管理部门一定收益，实现多主体收益分配的激励兼

容；同时为避免引发部门间矛盾，在重点关注转移转

化部门的基础上，应对其他非科研部门予以一定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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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性激励，营造更好的创新和转移转化氛围，形成

“研发—转化—支撑”的跨部门合力，便于后续工作

的开展。

（4）做好单位内部统筹协调。在探索收益分配模

式突破的过程中，需要做好机构内各部门，尤其是科

研人员的沟通协调，只有在收益分配上破除掣肘，做

到先行先试，才有可能实现体制机制的改革，营造更

好的创新氛围，获取科研部门与行政管理部门对成果

转移转化的更大支持，鼓励形成专业且“全投入”的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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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mode of personnel 

who transfer and transfor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Based on a survey of 15 institut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AO Chang1,2,3 DU Wei4 ZHANG Chao2 WANG Chunbo4 LIU Haibo1,2*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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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ten referred to as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is crucial for tur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and developing new forms of productive 

forces. Currently, China’s policies to facilitate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are becoming rich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Nevertheless, 

issue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integrating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low efficiency and rate of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and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ism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peration and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services still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addressed. A primary reason is that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model for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personnel does not 

effectively match their job attributes and contributions, leading to a lack of full engagement and motivation among these professionals. 

This study begin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issues in the existing profit distribution models, investigates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of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at 15 institut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cases and those of the CAS, examines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reasons behind the unreasonable profit 

distribution models, and offers recommendations to provide new insights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efforts.

Keywords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personnel, income distribution model,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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