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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of trade unions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tatus of trade unions, their rol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ob-
v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s of S & T achievements, and teachers 
are the leaders of S & T achievements.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e union work how to push 
teachers’ technical achievements into socie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new kinetic energy,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untry. This report starts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hievements, and carries ou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rade union. It is hoped that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and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
opment will be more closely integrated, providing continuous and effective results to suppor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lly, it will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S & T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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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工会工作是高校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高校工会工作地位不断提高，其作用日趋明显。高

校是科技成果的主产区，教师是科技成果的主导者。如何将教师技术成果在新旧动能转换中推向社会，

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推动国家新形势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是高校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本

文以高校教师在成果转化中的困难着手，挖掘工会作用，引导科研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紧密结

合, 为支撑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有效成果，从而促进改革完善科技评价考核机制和科技

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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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在 1988 年 9 月 5 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的

重要论断，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1]。现代科

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 

2. 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不会凭空产生，那么科学技术从何而来？高校是高新技术产生的重要源

泉之一，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发现，截至 2017 年 11 月，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当年累计共申请专利

375,971 件，占国内专利申请总数的 11.9%；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共获授权专利 181,837 件，占国内授权

专利总数的 12.1%。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持有有效专利 624,001 件，占国内有效专利总数的 10%，其中，

持有有效发明专利共 353,016 件，占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总数的 25.4% [2]。由此可以发现，高校是先进技

术的一个重要摇篮，但是也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高校专利转化实践情况表现不佳，真正实现产

业化的科技成果不足 5%。 
如何让高校及其科研院所的高新技术公平公正的走出来，服务社会是一个难点问题。对于企业而言，

如何获取新产品、新技术，是其加速企业转型，完成新旧动能改造的瓶颈问题[3] [4]。该调研报告以高校

教师为主体展开相关调研，尤其是成果转化中的困难着手，结合走访企业获取的信息和数据进行总结分

析，就如何发挥工会作用，引导科研成果如何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紧密结合，为支撑经济发展转型

升级提供助力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工会在技术成果在新旧动能转换中迅速走向社会如何进一步发挥纽带

作用的方法和思路。 

2.1. 高校技术成果情况及转化情况 

先从教师层面分析成果技术转化及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难题。通过访谈、电话咨询以及问

卷等方式进行调研的结果表明，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反映在科研工作者对企业需求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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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出来后巷子深、出不去的难题。其次是自身定位不清楚，只知道研究院、大专院校从事的主要是创

造性科研，远离了实际的市场，与市场的需要脱节，容易造成闭门造车，导致造成理论成果很难转化为

实际应用。再次是科研认知误区，认为科研上研究紧跟国内外其他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科

技发展前沿技术近就行，这使得科研成果和实际技术应用严重脱节。最后是难以过高质量的第三方机构

来帮助科研机构获得市场的信息，得不到应用后要有相应的跟踪研究，遇到问题不能及时反馈和解决，

容易导致科研方向和成果偏离实际需求方向，导致科研存在缺陷，难以充分发挥其价值。这直接的恶果

就是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 1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还不足 5%，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数字则高达

40% [5]。 

2.2. 企业高新技术需求情况 

再从企业视角分析成果技术转化情况及转化过程中的瓶颈问题，科技成果是否能得以充分的转化很

大程度取决于企业。企业应该成为成果转化项目决策的主体、投入的主体、转化承载的主体、技术创新

的主体。但不可否认，企业追求的是产品性能、产品质量、产品成本、产品效率，目的是获取市场回报

和经济利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具体实践者和主力军[6]。客观上讲，企业能否带动得了高校、科研

机构、金融、投资机构包括其他一些社会组织真正实现成果的转化和技术创新，首先要看企业 R & D 的

投入是多少[7]，真正搞研发的人员占比是多少。 
但是目前多数企业创新意识不强，R & D 投入偏低，造成企业创造、吸纳、运用科技成果的能力明

显不足，至使许多产业目前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直接的恶果就是企业存在生产力难以提高、竞

争力逐渐减弱增强，以及持续性发展不能够延续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大部分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技术

创新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深远性和重要性，以及客观因素的影响，这直观反映在企业引进的科研人

才、生产操作人才严重不足，间接阻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 
总体上看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简单的说科技成果转化的必要基础，是需要科技成

果研发方(大学和研究所)、科技中介(科技成果评估、风险投资、市场预测等机构)与科技成果转化主体(企
业)相当的一段时间协同合作解决转化中所产生的各类问题[8]。当前的现状是科研、企业，用户和国家几

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这直接割裂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整体性，没有从技术转化过程中的每个

环节出发，导致科学技术和现实生产力相互脱节。 

3. 工会再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由于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过程涉及面广、复杂性高，其中充满了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社会资本

很少有意愿把资金投向项目早期和前端，这就难免造成科技成果转化在“第一公里”的启动期“空挡”

率居高不下，难以转化、不能转化的情况较为普遍。如何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兼顾多方利益的基

础上，实现高校、企业和第三方的共赢是一个难点[9]。如何破解这一难点，高校工会不能回避，应该承

担起这一重任。 

3.1. 工会的在科技转化过程中的定位 

高校工会是高校的重要组成部门，工会组织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梁纽带，在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

实现“十三五”规划、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的历史关头，需要正确认识好和发挥好工会的作

用，以创新成果和实际运用为重要载体，广泛开展群性技术创新活动，积极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10]。首先是正确对待教育工会的职能作用，发挥工会在素质教育中的教育职能，抓好教职工队伍建设，

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可以说直接来源与工会的职能作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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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在高校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同时应清醒的认识到工会也存在创新意识不够，未能使所有成员认

识到创新的重要性，未能使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存在较严重的滞后现象[12]。教师们手头积

累了不少成果和部分先进技术，但由于教师们对外联系渠道较窄，缺乏社会资源及相关转化信息，导致

成果转化率偏低。企业在发展中需要新技术新成果支撑，但与高校的沟通渠道不畅，缺乏与教师们的有

效联系，无法及时有效获取可用成果和应用技术。 

3.2. 工会的桥梁纽带作用需要加强 

因此工会需要挖掘潜力，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助力成果转化。可以组织科技人员面向国家需求和

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承担各类科研计划项目，积极参与国家、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

术支撑和政策建议；将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引导、激励科研人员教书育人，注重知识扩散和转

移，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学科专业发展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13]。工会充分发挥了宣教

优势，做好外联及维权保障等工作，利用与企业工会交流联络便利等优势，在保证教师们知识产权的前

提下，协助与企业接洽，加快教师手头成果及技术转让，使部分成果走向了社会，服务于经济。 
首先是利用工会这一平台，联合科技处等单位，为职工搭建一个平台，集成职工创新成果数据库和

专家数据库，具备成果展示评估、需求分析对接、项目洽谈竞价、交易融资孵化等功能[14] [15]。该平台

将促进职工技术创新成果推介和供需对接，实现成果签约和转化，为工会会员最大限度的助力技术成果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迅速走向社会。尽管目前科技处已经有这样一个初步平台，建议工会加入，结合自身

会员多、范围广的特点，强强联合，完善平台功能，助力教师科研发展。 
再次是充分发挥工会的监督职能，促进学校提升相关工作进展的透明度[16]，增加教职工的科研积极

性。最后是工会需要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多种形式的走出去，走进企业，了解企业实际需求，带着问题

回来，整合资源，协助创建科技攻关团队。做好自身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给科研工作者和企业之间架起

桥梁，助力科技创新，服务于新旧动能转换。新旧动能转换技术仍在缓慢摸索进步中，要实现稳妥续接，

需要工会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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