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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 

开辟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的新路径1 

 

四川省在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中，依托西南交通大学率先

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把职务发明人收益与成

果转移转化效果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极大地调动了职务发明人的

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职务科技成果转化。2 

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长期困扰我国的一大“顽疾”
3
 

自 1985 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我国通过建设技术交易市场，

组建工程研究中心、科创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允许高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办企业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但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4。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

数据显示，截止 2016 年底，我国拥有的 177.2 万项有效发明专

利中，高等院校拥有 21.5 万项，占 12.1%，科研院所拥有 8.8 万

项，占 5%。有研究表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 10%左右，

远低于发达国家 40%的水平。如果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能够得到

极大的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资源投入将会造成更大的浪费。 

                                                             

1 标题要求：（1）表述准确；（2）醒目，容易引起读者关注；（3）

能够准确概括全文核心内容。 

2 帽段要求：（1）语言表述通俗易懂；（2）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 

3第一部分主要解释改革的背景，体现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 

4 描述改革举措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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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国家将科技成果使用权、处

置权和收益权下放给中央级事业单位（以下简称“三权”改革），

并通过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将转化收益奖励给发明人

及其团队的比例提高至 50%以上，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重

要作用。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在股权激励方

面，由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是国有无形资产，完成

单位和个人的产权分割需要十多个部门审批和数年的时间，程序

十分繁琐。在价值评估方面，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将专利许可或

转让给企业并产生了较大的商业价值，但可能会受到国有资产流

失或低价出售的质疑，造成成果所属单位及其负责人“不敢转”，

宁愿将科技成果“锁在抽屉里”。在调动积极性方面，由于科技

成果转化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少发明人及其团队更愿

意去申请新的课题，对于现有成果“坐等”单位去转。5 

技术由发明者创造并由其掌握，发明人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

性，参与转化过程的程度，直接决定成果转化成功率和转化速度。

需找一个程序更为简单、发明人及其团队更愿深度参与的政策手

段，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中梗阻”，显得尤为迫切。6 

二、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开辟了一条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的新路径7 

2015 年 11 月，四川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四

川省委关于全面创新改革驱动转型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以

                                                             

5解释现行体制机制中的主要障碍。 

6描述改革举措需要的解决的问题。 

7本部分介绍改革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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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权属为突破口，完善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制度，打通

成果转化通道，推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要求“开展职务科技成

果权属混合所有制试点，明确科技人员与所属单位是科技成果权

属的共同所有人”。82016 年 6 月，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的《促

进国内外高等院校院所科技成果在蓉转移转化若干政策措施》，

明确提出“支持在蓉高等院校院所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

有制改革”作为第一条。9 

2016 年 1 月，西南交通大学研究制定了《西南交通大学专

利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学校与职务发明人可以按照“三七开”

的比例共同申请专利，也可以按同样的比例分割学校持有的职务

发明专利。10 具体来讲，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分割要经历以下程序：

一是发明人向学校提出奖励申请；二是学校科研院代表学校与发

明人签订奖励协议；三是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

交变更申请材料或共同申请材料；四是国家知识产权完成变更登

记或新专利授权。11 

                                                             

8 解释改革事项的来由。 

9 解释改革事项的来由。 

10 试点单位改革的制度安排。 

11详细解释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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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分割流程12 

 

总体来看，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核心是实现

了“两个改变”
13
：一是将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由国家所有，

                                                             

12 尽量用图绘制出操作流程。 
13 解释改革举措改变现有体制机制的主要方面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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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国家、职务发明人混合所有，职务发明人拥有了产权后，可

以交易，可以继承，这大大提高了发明人深入参与科技成果转化

的积极性；二是将科技成果“三权改革”的“先转化、后奖励”，

变为“先确权、后转化”，大大简化了科技成果转化审批程序，

只需高等院校一枚印章即可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专利分割确

权手续，许可或转让后即可按比例获得收益，作价入股后职务发

明人就拥有了公司的股权。 

三、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14 

2010～2015 年间，西南交大总共只有 14 项专利转让、许可。

但“西南交大九条”发布一年多，已有超过 168 项职务发明专利

完成了分割确权，16 家高科技创业公司成立，带动社会投资 11

亿元。磁浮二代工程样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设计、制造、

调试、下线，同相供电技术合同签约过亿元，形成了“科技成果

转化加快，国有资产增值，社会财富增加”的多赢局面，成效十

分显著。 

西南交大的“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得到了全国的

高度关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家知

识产权局等，先后到四川进行了调研，并对该项改革给予了高度

认可。2016 年 5 月 21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以《科

技成果确权 自主创新提速》为题，用了近 5 分钟时长专题报道

了西南交通大学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新尝试和新实践；7 月

                                                             

14本部分介绍改革的主要成效，用客观事实和数据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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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西南交大的“小岗村试验”》为题，对西南交大“职务科技成果混

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深度报道。 

2016 年 12 月，四川省科技厅、四川省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

了《四川省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在全

省推广“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首批试点单位共包括 20

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截至目前 20 家试点单位均

已制定试点推进方案，正在加快推进。其中，四川大学已有 30

余项技术成果申请确权，作价入股创办企业 20 余家，投资金额

近 16 亿元。成都理工大学已完成 11 项专利确权，7 项正在办理，

裴向军教授的专利“注浆扩散装置”（2013 年专利金奖）以评

估价 3500 万元占公司 70%股权（其中发明人 56%，学校 14%）。

西南科技大学已有 7 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转让。按照试点安排，

成都大学“成龙谷”科技孵化器已注册 20 余家企业，入驻团队

达 50 余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