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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新政策的满意度分析
张晓俊 1　田蓬鹏 1　许芝耀 2　姜心禄 3　陈　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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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成果转化新政策对于种业科研人员来说是新的福音，而在试点实践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基于对

四川省试点单位的科研人员进行研究，从资金、政策、市场、利益分配和转化现状 5 个方面进行满意度调查，发现目前存在着资

金现状不满意、政策保障不到位、市场供需不平衡、利益分配不到位以及转化渠道不创新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加大宣

传力度、平衡市场需求、确立利益最低分配比例以及充分利用“互联网 + 科技成果转化”等对策，提高科研人员积极性，提高科

技成果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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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

院校通过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

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2016 年 7 月 8 日，《关

于扩大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的指

导意见》明确指出，深入推进种业领域科研成果权

益分配改革，探索成果权益分享，转移转化和科研人

员分类管理机制，鼓励种业科研人员合理进行科技

成果转化。一系列相关支持政策将科技成果转化持

续推向热议的高潮。在 2017 年的两会期间，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副校长郝际平委员提议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应确定各方收益比例；黄伯云代表建议，进一步完

善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2016 年将四川省作为

种业改革试点省份，选择了部分省级、地市级科研机

构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在科技成果转化新政策背景

下，对种业科研人员进行满意度调查，分析其目前在

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完善科技成果转化

政策。

1　样本说明
种业改革单位包括种业科研领域的中央级

和各省（区、市）属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所以本

次调查选取了四川省 2 家种业科研人员权益改

革试点单位——四川农科院和达州农科所，发放

问卷数量 75 份，回收 72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6%。此次问卷一共 39 道题，从 3 个板块进行问卷 
设计。

第 1 个版块是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包括个人基

本情况和个人科研基本情况，对受访者就其单位类

型、学历职位、研究方向、科研成果等做了简要的了

解。第 2 个版块是科技成果转化现状调查，从转化

率、转化渠道、影响因素（供求状况、转化平台、企业

合作、利益分配）对科技成果转化现状进行调查。

第 3 个板块是科技成果意愿转化响应，由浅入深，浅

层响应包括科研人员对政策的水平认知、重要性认

知、动机认知。中层响应即满意度（李克特量表），

深层响应则是科研人员的响应行为。本次调研种

业科研人员男女比例为 2∶1，年龄段涵盖 28~54 岁

之间，其中 40~50 岁之间人数较多，学历 66.7% 为

大学本科生，22.2% 为硕士，11.1% 为博士及以上 
学历。

2　 种业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新政策满

意度分析
2.1　资金方面　从表 1 可以看出，种业科研人员对

于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资金等级集中于一般满意和

比较满意，说明种业科研人员对于自身的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申请到的资金等级上与心理预期还是有一

些偏差。对于项目资金等级的满意程度，年龄越大，

对于项目资金等级的满意程度越低，其原因可能是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精神上的成就感越难得

到满足。在项目资金来源上（图 1），55.6% 的种业

科研人员对资金来源的满意度表现为一般满意，只

有 9.8% 的人对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资金来源满意

程度为比较满意。说明目前的资金供给主体还存在

一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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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年龄对项目资金等级满意度的影响           （%）

年龄 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满意 比较满意

20~30 0 33.3 16.7 50
31~40 0 20 40 40
41~50 0 25 50 25
51~60 20 40 20 20
总计 2.8 29.1 37.5 30.6

图 1　对项目资金来源的满意度

2.2　政策方面　从表 2 可以看出，种业科研人员对

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大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尤其是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新政策，不满意的概率为

7%。在受访的种业科研人员中，对于专利保护政策

一般满意及以下的人占比为 58.3%，说明在科技成

果转化中，对于种业科研人员的专利保护政策应该

得到加强。在人员流动政策中，包括兼职和离岗创

业等，有 25% 的人表现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说明人员流动现状不太理想，从表 3 可以看出，省市

级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对于人员流动政策的满意度

在一般及以下的占比为 72%，说明我们应该重点关

注省市级科研机构的人员流动，对人员流动政策进

行改进和创新。

表 2　对政策的满意度

政策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满意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科技成果转

化新政策

  3 32 32   3 2

专 利 保 护 
政策

  8 22 35   5 2

人 员 流 动 
政策

10 15 29 15 3

表 3　科研人员单位类型对人员流动政策满意度的影响

（%）

单位类型 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满意 比较满意

211 大学   0   0 100   0
国家级科研

机构

  0   0 100   0

省市级科研

机构

  8 24   40 28

其他 20   0   20 60

2.3　市场方面　从图 2 可以看出，科研人员对于市

场需求现状达到比较满意状态及以上的占比仅仅

只有 11.1%，说明市场供需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市

场对该科技成果没有需求，造成科研人员科技成果

无法得以转化。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满意度，从

表 4 可以看出，一般满意及以下的主要集中于水稻、

芝麻、马铃薯和蔬菜，说明目前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现状还不太令人满意，对于转化平台的改善还有待

加强，尤其是针对上述所说的 4 个种子行业。而在

科企合作方式上（表 5），大多数科研人员对于目前

的合作方式还是比较满意，一般满意及以上的占比 
为 88.9%。

图 2　对市场需求现状的满意度

表 4　研究种子方向对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满意度的影响

（%）

研究种子方向 非常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满意 比较满意

玉米 0 20 60 20
水稻 0 57.1 42.9 0
芝麻 0 0 100 0
中药材 0 33.3 0 66.7
马铃薯 0 33.3 50 16.7
蔬菜 0 100 0 0

表 5　科企合作方式满意度

满意度 个数 百分比（%）

非常满意 2 2.8
比较满意 20 27.8
一般满意 42 58.3
不太满意 6 8.3
非常不满意 2 2.8

2.4　利益分配方面　从表 6 可以看出，不管是利益

分配比例、分配方式还是分配激励方式，都普遍存在

问题。大多数人在利益分配上对目前现状并不满意，

尤其是在利益分配比例和利益分配激励方式上，一

般满意及以下的占比分别为 77.8% 和 86.1%。从表

7 可以看出，不论什么合作方式，对于目前的利益分

配比例现状均表现出较大的不满，说明在实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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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改革中，应该重点关注种业科研人员的利

益保障。

表 6　利益分配方面满意度

项目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满意

不太

满意

非常

不满意

利益分配比例 0 16 40 11 5

利益分配方式 2 18 39 10 3

利益分配激励方式 0 10 45 13 4

表 7　合作方式对于利益分配比例的影响          （%）

主要合作方式 非常不满 不太满意 一般满意 比较满意

个人单干 100 0 0 0

团队合作 3.3 26.7 43.3 26.7

两者都有 0 100 0 0

2.5　转化现状方面　从表 8 可以看出，对于转化率

现状，一般满意及以下的占比为 69.4%，说明目前在

转化率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

的，应该对转化率进行具体研究。而对于转化渠道

和转化方式上，调查结果也不太令人满意。转化渠

道上比较满意及以上的占比仅仅为 12.5%，在转化

方式上比较满意及以上的占比为 23.6%。

表 8　转化现状方面满意度

项目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满意

不太

满意

非常

不满意

转化率现状 1 21 37 10 3
转化渠道 1   8 35 24 5
转化方式 2 15 30 20 5

3　对策及建议
3.1　优化项目资金来源渠道，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数

量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目前种业科研人员对于

项目资金供给主体不太满意。从之前的申报项目资

金，到目前结合的技术交易市场和平台，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的资金投入渠道进一步拓展，但是我们应该

进一步对市场和平台进行拓展与优化，积极寻找新

的资金来源，做到支付安全性和专利权益的保障性，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

3.2　适度修改当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利益保障力

度　在调查中发现，对于专利保护政策与人员流动

政策，还存在较大的问题。政府应该深入科研院所

进行走访调查，了解目前新政策实行试点期间存在

的问题。加大对专利保护政策与人员流动机制的改

善与修订，最大程度保障科研人员利益，提高市场的

科技成果转化数量。

3.3　平衡市场供需，实现信息对称，学习企业生产

中的订单式生产　避免供大于求的现状，造成科研

成果的浪费，从而影响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成功转

化数量。而部分科研人员对市场需求表现不满，则

是因为市场与科研人员信息不对称。所以应该加强

市场信息交流，科研院所与高校应该做好中间联通

角色，传递市场信息。这样可以使市场资源得到合

理配置，提高科技成果成功转化数量。

3.4　加大宣传力度，优化转化平台　平台应该对市

场信息及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进行信息充分披露，

实现供需自动匹配，对信息进行实时更新，建立有效

的交易平台，保障交易双方的利益，保障科研人员的

产权问题。

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对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进行宣传推广，科研院所及高校也应该对科研

人员进行集体告知，实现多层次推广。广播电视

等应该对平台进行报道宣传，知网等学术性网站也

可以对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进行推广，实现多方位 
推广。

3.5　提高科研人员利益分配比例，拓宽利益激励方

式　政府应该立法硬性规定科研人员利益分配的最

低比例，在科技成果成功转化之后，团队可以在最低

要求上提高给科研人员的个人利益分配，但不得低

于最低标准，实现对科研人员的利益保障最大化。

同时，除了现金及股权，还可以积极寻求其他激励方

式，比如职称提拔、公开表彰等等。

3.6　改善转化渠道与转化方式，提高科研人员科技

成果转化积极性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要充分利

用“互联网 + 科技成果转化”，改善当前的科技成果

转化渠道，打通信息交流屏障，同时拓宽科技成果转

化方式，提高科研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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