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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进技术价值创造和产业化运作实务》以高校先进技术产业化的实践工作为基础，以探讨高校先进
技术产业化的新模式、新路径等运作实务为目标，旨在为高校先进技术产业化工作提供运作模式、流
程、路径等方面的实务资料，其主要内容包括先进技术及其产业化、我国高校先进技术产业化的实践
，先进技术的价值创造、商业模式设计、市场化、公司化、资本化以及先进技术外源资金和法律事务
等。
《先进技术价值创造和产业化运作实务》的创新点在于以先进技术的价值创造为基本立足点，讨论先
进技术价值创造的基本流程，并站在相关流程和模式角度，对先进技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商业模式设
计、商业化评估、专利布局，以及外源资金的争取和法律事务等提出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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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激励机制的对象  技术转移的激励对象主要是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从事科
研工作和科研管理的团体和人员。
我国陆续出台的《专利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及《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
均有对科技人员和实施成果转化管理人员的奖励规定。
技术转移的激励对象也包括科技企业，在对科技企业的激励中，税收优惠是最重要的激励措施。
 3.激励机制的缺陷 尽管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对科技人员和实施成果转化管理人员的奖励规定，但在实践
中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虽然都有自己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但往往是非专业人员在管理，他们的知识产
权管理素质普遍差强人意，漠视科技人员奖励的重要性。
即使项目成功实现了产业化，很多科技人员还没有拿到应有的专利报酬，就需要先行用现金缴付个人
所得税，所谓的技术转移激励制度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在对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上，2006年国务院为了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曾经颁布了60
条配套政策，其中包括税收优惠。
这一揽子政策是我国技术转移奖励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技术转移税收优惠政策涵盖了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等税种，但对于技术转移关系最密切的
增值优惠税却较少提及，直接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中央相关法律政策的出发点是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但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措施束之高阁，没
有实际执行，没有实施办法，激励也就无从谈起，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4.与激励机制有关的部门规章和地方创新 1999年4月，科技部等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的若干规定》规定，高校以技术转让方式将职务科技成果提供给他人实施的，应当从技术转让所取得
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用于一次性奖励。
2007年4月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与职务奖酬实施办法》规定，高校转让、许
可他人实施其职务发明创造的，可以从该项职务发明创造的转让费、许可使用费的税后收益中提取不
低于50％，作为报酬支付给发明人或设计人。
而2011年5月上海市政府发布的《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行办法》更是规定，
高校以技术入股的，按照评估金额不低于20％但不高于30％的比例折算奖励；自办企业入股，按评估
金额不超过50％的比例折算股权奖励；且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最具有影响力和突破性的是南京市委、市政府于2012年1月颁发的《深化南京国家科技体制综合改革
试点城市建设打造中国人才与创业创新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被称为“南京科技九条”）。
“南京科技九条”规定：①允许和鼓励在宁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事业、企业单位科技人员（包括担
任行政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离岗创业，3年内保留其原有身份和职称，档案工资正常晋升；②允许
和鼓励在宁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事业、企业单位职务发明成果的所得收益，按至少60％、最多95％
的比例划归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包括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及其团队拥有；③允许科技领
军型创业人才创办的企业，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可按至少50％、最多70％的比例折算为技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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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进技术价值创造和产业化运作实务》的读者对象为：高校产业技术研究院、高校科技园、高校技
术转移中心以及高校其他从事技术转移或产业化工作的机构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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