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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专利技术转化模式研究》从高校专利技术转化的现状和问题人手，系统梳理了我国高校专利技
术转化的基础理论和主要模式，对10所代表性高校的专利转化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借鉴我国高校
和美国、日本、英国高校的专利技术转化现状和模式的基础上，寻绎出高校专利技术转化模式的共性
因素，提出了我国高校专利技术转化模式的评价指标和10余所高校专利技术转化模式评价分析，为构
建我国高校专利技术转化模式体系提供了参考依据和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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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3.6 我国高校专利转化机构市场化能力较弱 我国高校的技术转移工作相对于国外
起步较晚。
除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不同阶段外，一方面是由于高校一些科研人员对技术转移和产
业化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是部分企业自身技术研发和承接能力较弱。
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的各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是推动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渠道，校企双方在共
同研究、合作开发、协作产业化的过程中完成了专利技术从创造到应用，再创造再应用的良性循环。
为深入开展专利技术合作，有效促进专利技术转化，高校与各级地方政府、企业设立了众多的技术合
作机构。
根据对90所“211工程”高校调查问卷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高校与地方政府建立的技术转移合作机
构约300家；与企业建立的技术转移合作机构约1000家；我国有69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区分布24个省（市
）的30个大中城市；我国有44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42家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依托高校。
另外，各高校基本都设立了独立的技术转移中心或公司，校内的科技开发部门也承担了技术转移职能
。
此外，我国服务于我国高校专利技术转化的中介服务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高校和社会化的技术转移
机构和产学研合作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和瓶颈因素，不利于推动高校专利技术成果的转化。
 我国高校的专利成果转化机构在专利转化管理体制、制度建设、团队组成、市场运作等方面都存在很
多不足，市场化能力较弱，在推进产学研结合中尚未发挥应有作用。
由于我国高校的知识产权应用水平不高，我国高校职务专利技术流失严重，职务发明人携带职务专利
技术而私自转移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且正在进一步蔓延。
此外，高智发明等国外职业专利投资公司也乘虚而入，积极与我国高校以及有关科研院所接触，并洽
谈收购事宜，悄悄进行专利布局，意在“织网捕鱼”，对我国产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1.3.7 社会各界对高校专利转化认识存在分歧 在是否应推进高校专利技术转化方面，社会各界存在两
种不同观点，其核心内容是大学办学宗旨之争，争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科研教学”，还是为了“科
技成果的转化”。
同时，在考虑鼓励创新和成果转化时，也必须考虑到“教学科研与成果转化的平衡问题”。
如果忽略高校工作重点间的平衡，盲目地讲求技术成果的转化，很可能成为保守派学者诟病的对象。
不同的办学理念，对其科技成果商业化的促进作用是不同的。
办学宗旨对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制定，有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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