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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人员服务企业是中国在科技体制创新方面的重要探索。根据中国“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

行动”实施过程中的现行做法和现存问题，总结了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在推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创

新方面的典型做法和先进经验，并据此提出了资金支持科技专员与企业合作项目、设立科技专员集聚平

台和服务载体、优化服务营造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良好氛围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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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外经验的科技人员服务企业
重要举措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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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北京　100045；
2.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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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以来，科技部印发了《科技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知》[1]《科

技部引智司关于鼓励高校院所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

地组织选派科技专员服务企业的通知》等文件，全

面启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该行动主

要指通过派驻、兼职和合作等方式，到企业开展知

识普及、技术咨询、产品开发和成果转化等服务。“科

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集聚一大批高水平科技

人才大军深入企业、深入生产一线，推动创新要素

流向企业，促进产学研高效互动，加强跨部门、跨

区域和跨领域协同合作，有助于建立科技人员服务

企业长效机制。各省市区科技管理部门积极贯彻落

实，组织动员高校院所选派科研能力强、拥有创新

成果的科技人才担任“科技专员”，服务企业科技

创新发展。但同时各地方的实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和困难。当前，国外主要创新国家的典型做法和先

进经验，值得国内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相关工作借鉴。

1　国内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现行做法

当前中国部分省市已在科技人才服务企业方

面进行积极探索和先行先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例如，广东省率先创新“需求导向”的“精准特派”

模式 [2]，依托华南技术转移中心开发的“华转网”

打造企业需求与成果供给精准对接平台，企业通过

在线发布技术需求，快速匹配科技人才及其成果，

实现将政府科研项目设立在企业需求上，将高校科

技成果在企业车间内进行转化 [3]。专项经费实行“包

干制”，由对接企业进行课题验收与成果评价，极

大地提高了科技人才服务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进一

步释放创新活力。例如，湖北省依托“部省共建·湖

北省企业科技专员管理服务平台”，吸引广大科技

人员和企业入驻平台进行对接，创新科研项目立项

计划支持模式。由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

遇到的难题，提出研发需求并决定是否立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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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经过筛选对列入立项计划的研发项目给予一定

的经费资助和政策支持。

贵州、重庆、天津、甘肃、山东和河南等省

份也陆续开展了科技人才服务企业的相关行动，探

索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

教育厅联合印发《关于在贵安新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试行开展科技专员服务企业有关工作的通

知》[4]，明确了科技专员的主要任务，包括指导、

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等，同时提出了科技

专员遴选条件和相关管理要求，由指定部门负责具

体工作。重庆市科技局组织实施“科技专员兴企业

行动”并发布了《重庆市“科技专员兴企业行动”

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5]，该办法提出“科技

专员兴企业行动”，计划在“十四五”期间选派科

技专员 2 000 人以上，建设“重庆市科技人才系统”，

搭建集遴选科技专员和清单管理企业、促进科技专

员与清单管理企业对接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技专员

兴企业行动信息平台”，开展科技专员选派、评估、

激励和宣传等工作。天津市科技局、市教委制定了

《天津市企业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6]，明确选拔、

派驻和管理等相关规定，利用天津科技成果网等线

上平台，在线征集企业的技术需求，促进企业和科

技人员自主选择、双向对接，并已认定 939 名专家

为天津市 2022 年企业科技特派员。甘肃省科技厅

印发《甘肃省科技专员管理办法（试行）》[7]，明

确科技专员、派出单位以及入驻企业的各项职责，

以科技计划项目的形式支持科技专员深入企业一

线，同时委托第三方机构会同派出单位和入驻企业

对服务期满的科技专员进行考核。河南省洛阳市启

动“百名科技人才入企计划”，计划每年组织两批

百名以上高学历高职称的科技专员开展为期两年的

入企服务工作。并为“科技专员入企计划”设立奖

项，以表彰奖励在服务企业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优秀

科技人才。

2　国内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现存问题

在开展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现状调查工作基础

上，对 30 余家高校、科研院所进行了函询，面向

2 300 余位科技人员发放调查问卷，调研对象范围

包含北京、辽宁、上海、江苏和西藏等全国 30 个

省份，涉及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科技人员，覆

盖研究员、教授、中心主任等各岗位层级，被调

研对象年龄层次均衡，40 岁以下科技人员占比为

58.32%；单位类型主要以省属高等学校、“211 工程”

建设学校以及中央级科研院所为主，占比分别为

27.45%、23.99%、22.83%；被调研对象具有较高

的学历与职称等级，博士、硕士占比分别为 68.53%、

22.96%，正高、副高占比分别为 25.29%、38.05%。

本文结合调研情况从以下 3 个方面梳理总结出科技

人员服务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2.1　科技人员与企业之间技术供需对接不精准

科技人员技术储备与企业技术需求对接难度

大，影响科技人员与企业合作的持续性。一是科技

人员缺乏了解企业技术需求情况的渠道，导致企业

与科技人员之间无法进行双向选择，供需对接不精

准，实际服务过程中双方会出现工作不顺畅、不积

极的情况，服务存在临时性、阶段性及项目性等特

征。二是企业和科技人员之间缺乏信任，一方面企

业存在商业机密泄露方面的顾虑，不愿意提出真实

技术需求，另一方面企业因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不

足、本身技术需求不明确以及技术问题描述不准确

等问题，需求征集表填写积极性较弱，部分企业没

有为科技人员创造良好的科研、工作环境。

2.2　缺乏跨部门、跨区域和跨领域的协作机制

从各地实施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情况来看，一

是因地域原因，各地很难统筹利用全国科技人才资

源，只能动员本省的高校院所服务本地企业，外地

优秀科技人才与本地企业对接合作机会较少，产学

研合作缺乏深度合作的有效机制，产学研结合成效

不明显。西部地区部分省市科研人员数量和实力相

对薄弱，发布的企业技术需求通过本地人才库难以

对接到合适的专家，但部分省外专家因派出单位协

调问题难以跨省服务。二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积极参

与专项行动，但是每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条件不同，

针对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机制存在差异，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科技人员的差别待遇，不利于提高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 [8]。

2.3　科技专员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有待健全

部分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较

低，一方面是由于宣传沟通力度不够，科技专员的

工作未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另一方面关于科技人员

服务企业的考核评价机制、长效支持模式、知识产

权保护和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等尚未建立。政府有关

管理部门还需加强科技专员人才队伍建设，明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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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专员的职责范围和功能定位，完善科技专员评价

标准和激励措施，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以充

分发挥政府的协调引导作用。

3　国外推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经验做法

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

措施，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搭建交流对接平台、设

立中介机构等方式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支持科

技人才为企业开展成果转化、合作研发、技术咨询、

资源对接和人才培养等服务，这些经验对中国推动

科技人才服务企业创新方面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3.1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科技人才与企业合作

英国灵活人才流动账户（Flexible Talent Mobility 

Accounts，FTMA）是由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

究 理 事 会（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Research Council，BBSRC） 设 立 的 专 项 基 金 [9]。

FTMA 通过为借调人员提供资金，促进生物科学领

域科研人员的流动和发展，并支持学界和业界之间

人员、观点、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交流。其通过促进

学术、商业、公共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人员流

动，推动了生物科学领域的跨部门和跨学科知识交

流。英国设立 FTMA 的目标是提高各组织的渗透性，

促进科研人员跨领域流动，并为处于各个职业阶段

的生物科学科研人员提供专业发展机会 [10]。2021 年

12 月，BBSRC 公 布 第 三 期 FTMA 资 助 持 有 人 名

单，将在资助期内共为 11 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

120 万英镑的资金支持。其资助的活动包括科研人

员借调、设立博士后岗位、提供奖学金和举办技

术转移等活动 [11]。

工业研究基金由英国皇家学会和科教部共同

设立，该基金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资

金支持 [12]。资金可以用于设备购置、人员招聘和

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的支出，资助高校和企业的科技

人员进行“岗位互换”，如前往对方单位工作半年

至两年，任职期满后返回原单位岗位。“岗位互换”

可以让大学教授深入一线，亲身实践商业化运作；

让企业员工走进高校，深刻感受科研产出过程。该

模式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和技术要素的流动，打破

学术界与商业界的隔阂。

德国 EXIST- 技术转移计划是德国联邦经济

和 能 源 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Klimaschutz，BMWi）设立的一个创业支持计划，

旨在鼓励科技人才将其创新技术转化为商业化产品

或服务，并创办自己的企业 [13]。该计划支持大学

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社会需求，利用创新技

术成立创新初创企业，并实施高风险和复杂的技术

开发工作。该计划在科研成果转化阶段可以为杰出

的研究项目和科研人员提供投资成本补助，用于提

供创业初期的生活费和企业发展所需的费用。资助

期限为一年，最多可延长至三年。

3.2　搭建平台和载体促进科技人才与企业对接

弹 射 中 心（Catapult Centres） 由 隶 属 于 英 国

国家科研与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UKRI）的英国创新局（Innovate UK）于 2011 年建

立，旨在提供平台让科技人才和企业能够相互连接、

合作和创新 [14]。2011—2018 年，英国创新局先后

设立了 9 个弹射中心，主要以联合计划和项目、科

研人员借调、人才和技能发展以及建立战略关系等

形式促进科技人才与企业开展合作。（1）联合计

划和项目，包括商业化活动、开发技术路线图、以

产业为重点的大型项目和网络建设。（2）科研人

员通过弹射中心交流，例如，由工程与物理科学研

究理事会（EPSRC）资助的“创新启动平台网络+”

（Innovation Launchpad Network+），该网络支持“驻

企研究人员”计划，汇集了一流大学、弹射中心和

地区创新生态系统，有力促进了组织之间的技术和

人员交流。（3）人才和技能发展，弹射中心在许

多关键领域设立了培训中心，通过与英国大学合作

填补技术缺口并推动未来技术需求，在塑造未来劳

动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解决国家技能

人才短缺问题，弹射中心和英国大学正在合作培养

技术技能人才，并将最新的专业知识纳入专业资格

认证。（4）建立战略关系，促进以市场为导向的

研究，使行业现状更贴近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应

对技术挑战，加快知识转化，例如，卡迪夫大学与

化合物半导体弹射中心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媒介 X（MediaX）由斯坦福大学语言信息研究

中心（CLSI）于 2001 设立，2005 年归属于同年成

立的人类先进科技研究院，2022 年终止运营 [15]。

MediaX 将斯坦福的科研院、研究生院以及学校

内 20 余个跨学科实验室联系到一起开展合作。

MediaX 将创新公司和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探索

创新技术在未来行业中的应用。在 MediaX 运营的

21 年内，共有 300 余名科研人员参与过 MediaX 项

·科研政策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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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其中包括 178 名斯坦福大学教师、118 名获得

研究资助的研究生以及来自 45 家公司和其他机构

的研究人员。科研人员可以在 MediaX 的流动社区

中提出问题、观察现象、评估观察结果并分享他

们的见解。MediaX 计划通过企业会员资助，促成

了 120 余个跨学科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的研究方向

往往受到关注斯坦福大学的众多企业的启发，并为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和业界同仁提供了机会。

MediaX 在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合作中发挥催化剂的

作用。

剑桥大学建立剑桥科技园，利用学校的人才优

势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剑桥科技园在政府和企业的支持下构建了相互协同

的系统，由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学术和人才支持，

高校缺少资金支持的问题也在企业和政府的帮助下

得到了解决。剑桥科技园以剑桥大学为核心实现科

技成果转化闭环：高校提供技术成果，政府出台相

关政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推动高校技术转移和

成果转化，促进国家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剑桥大

学推出一系列保障措施建设和发展剑桥科技园。例

如，降低园区房租吸引大批企业入驻，规定知识产

权归发明者个人所有，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

提升发明人商业化利益比重。这些举措激发了创新

主体发明的积极性，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此

外，剑桥大学与产业界建立了多维合作关系，定期

邀请产业界人士到校授课，丰富学术界的实践知识，

鼓励更多人才参与到产学研合作中 [16]。

3.3　设立中介机构为科技人才服务企业提供保障

牛津大学成立 ISIS（Isis Innovation）科技创新

有限公司，进行科技成果管理和学术咨询服务等活

动 [17]。ISIS 负责管理和运营校内科研人员的知识

产权，帮助科研人员实现科技成果商业化，科研人

员则通过版权收入等方式获取收益。

曼彻斯特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公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UMIP） 是 曼

彻斯特大学所属的全资公司——曼彻斯特大学投资

管 理 公 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of Investment，

UMI）的分支机构，负责运营和管理曼彻斯特大学

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业务。知识产权商业化收入首先

用于 UMIP 维持运行，剩余部分由曼彻斯特大学会

收取部分收益，其他归研究者所有 [18]。UMIP 的核

心管理团队负责管理、市场运营等与企业合作方面

相关的工作，专业技术转移团队主要负责协助研究

人员完成研究方面的工作。UMIP 在发现项目的潜

力之后，会帮助研究人员寻找合作企业和进行谈判

等，确定合作关系之后协助研究人员对技术成果进

行市场化等，并且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康奈尔大学技术许可中心（Center of Technology 

Licensing，CTL）将大学的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和

医学进步推向市场，以造福社会，并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 [19]。CTL 为康奈尔大学的个人发明者建立信息

门户，反映其专利状态、申请历史及协议能力等。

CTL 反映了康奈尔大学广泛的研究成果，其管理的

学科包括但不限于化学、工程、信息技术、材料科

学、医学、植物科学和兽医学等。CTL 将康奈尔技

术许可给来自美国 50 个州以及欧洲、亚太地区、

中东以及中南美洲的行业合作伙伴。

爱丁堡研究与创新公司（Enterprise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ERI）是爱丁堡大学下属公司，负

责爱丁堡大学的技术转化、项目管理和技术咨询等

工作，以及管理爱丁堡大学的科技园和孵化器 [20]。

ERI 的董事会包括大学教师和企业代表。ERI 负责

技术转移的工作人员都有在产业界工作的经历，这

些人员了解学校和企业双方的特点，可以更好地帮

助科技成果进行转化，并与研究人员探讨技术转移

的路线。爱丁堡大学鼓励教师向企业提供咨询服

务，支持教师科技成果转化事业，允许为离岗开展

专利转化活动的教师保留职位。

4　启示

4.1　资金支持科技专员与企业的合作项目

为了激发科技专员服务企业的热情，有效调

动各方参与积极性，实现多方互利共赢，建议政府

部门设立科技专员专项资金，明确资助方式、标准

及程序，采取“研发支出对冲机制”，政府部门按

照企业和科技专员派出单位签订技术合同的实际支

付金额给予一定比例的立项资助。重点资助对象为

青年科技专员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对于科技专员凝

练所服务企业的技术需求属于行业共性关键核心技

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关键技术的，优先纳入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年度申报指南，且支持科技

专员以主持人身份与企业联合申报相应的科技计划

项目。鼓励各地在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

中对科技专员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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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立科技专员集聚平台和服务载体

建设运营全国性“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

动”线上精准对接平台。统筹集成全国科技系统资

源，运用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建设面向全国的“科

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线上精准对接平台，充

分调动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大中小科技型企业和高

校院所共同参与，吸引全国优秀科技人才和企业入

驻，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和跨领域协作机制。

打造规范高效、安全可信、专业便捷，以及具有全

国影响力和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科技专员精准对接企

业需求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实现企业需求信息与全

国乃至全球高校院所的人才资源、创新资源等信息

的对接，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

搭建科技专员服务企业专业化集聚平台。鼓

励地方管理部门积极推进建设科技人才创新驱动中

心，着力打造科技专员服务企业的窗口和纽带，加

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各人才驱动中心常态

化征集地方产业升级和企业创新需求，积极组织动

员高校和科研院所选派科技专员，开展解决技术难

题、成果推介、技术咨询等活动 [21]。通过政策引导、

搭建平台、优化管理和创新服务，促进科技专员合

理配置和高效使用，有效统筹国家和区域优势资源

与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

业链和资金链深度融合。

4.3　优化服务营造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良好氛围

开展科技专员和企业技术需求挖掘的双向培

训。围绕科技专员和企业的能力素质提升，开展

双向的系列培训。通过培训，一是提升科技人员

服务企业意识，激发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热情，增

强科技专员服务企业的责任心和归属感，搭建互相

交流学习的平台；二是增强企业挖掘技术需求的能

力，让企业能够形成准确的技术需求清单，以更好

地匹配相应的科技专员；三是培养科技专员沟通

协作能力和市场化管理水平，提升科技专员综合

能力 [22]。

创新服务方式，各人才集聚平台创新体制机

制，加强顶层设计、资源保障和管理服务，做好平

台运营、引才聚智、资源链接和公共服务等建设工

作。依托人才创新驱动中心等集聚平台，组织“百

校百院选派科技专员服务万企行动”“科技专员地

方行”等品牌活动，开展战略规划咨询、技术难题

攻关、人才项目评估评价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工

作，充分带动平台发展、项目入驻和成果落地，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科技和智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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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Measur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ecialists 
to Serve Enterprises Based on Foreign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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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ecialists serving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of China’s 
innovation system.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urrent practic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special a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sonnel to serve enterprises, summarizes the typical practices 
and advanced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in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ecialists serving enterprises, and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financial support for cooperation projects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ecialists and enterpri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ecialists gathering platforms and service carrier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services to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ecialists to serv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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