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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是科学技术转变成直接生产力

的关键环节，是知识经济的主要体现，对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医学科技成

果转化能够直接影响人类健康水平，是医疗健康领

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对此，我国在《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

划的建议》中明确要求：“以转化医学为核心，大力

提升医学科技水平，强化医药卫生重点学科建设。”

旨在大力发展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医疗水平。

然而，当前我国的医学科技转化率仍处于较低水

平，转化工作需进一步加强。

一、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

充分理解科技成果及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便

于科研人员选择课题研究方向，形成科技成果后续

转化方案，降低科研人员转化科技成果的难度。在

我国，科技成果指“由各类科学技术项目所产生的

具有一定价值的新发现、新理论、新产品等”，强调

科技成果自身的价值、属性和创新性。科研人员需

通过科技成果鉴定方式，确立研发的科技成果为知

识产权，对该科技成果进行法律保护。而科技成果

的转化，被定义为：“对具有使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

进行的后续实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

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1］未经过

转化的科技成果，难以在实际生活中被推广、应用，

其学术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在取得科技

成果后，科研人员需进行一定的后续转化工作，及

时有效地将前沿科技带入社会生活，使其产生经济

社会效益。

二、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现状

根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度报告》，我国

2017年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及数量快速增长，合

同金额同比上涨66%；科研人员获得的奖励金额达到

47亿元，同比上涨24%；高校与企业共同建设研发机

构、转移机构和转化服务平台数量同比增长37%。由

此可见，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质量正不断提高，各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科研水平均有所进步，国家激励力度

逐步增强，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大幅上

升，科研成果转化数量正快速增长。

目前我国大部分大型医学院校科研实力雄厚，

科研人员充足、设施先进、拥有各项激励资金，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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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研究方面具有很大优势［2］。医学科技成果转

化率随全国总体科技成果转化率的上升而有所上

升，但是优秀的成果转化比例仍然不到 30%，商品

化率不到15%（7.2%~14.8%）。与美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高达70%的转化率相比有很大差距［3］。

本文根据多篇文献综合分析，提出我国医学科

技成果转化仍存在如下缺陷。①科技成果转化普

遍性缺陷：科技成果转化比例小［4］；与技术发展相

比，成果转化严重滞后；地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②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特殊性：我国医学科技成果

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医疗设备制造业不发达，

尚停留在低端、低价值医疗设备和器械生产方面；

医学诊疗技术、设备、药品需大量从国外引进。面

对以上问题，我们应谨慎考虑，积极应对，从多方面

思考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及时行动。

三、影响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因素

（一）高校、医院忽视科技成果的转化

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载体是高校、医院，

而非企业，科研人员在申请某些国家重大基础研究

计划和战略性高技术研究计划时，一般仅需申请相

关专利并发表相应论文，成果研发后续工作并非申

请项目的重点［3］。因此，许多高校、医院的项目评估

体系忽视了成果转化，考核标准多以发表的论文、

认证的专利等书面形式为主。导致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科研人员在项目选择时，更倾向于考虑项目的

可行性，选择国际前沿化的科技，缺乏转化科技成果

的动力。并且，在医疗场所中，医务工作者以医治疾

病为重，有很大的临床压力，面对课题研究显得力不

从心。多数研究者深知科研的根本目的和强调其应

用性［5］，但他们仍将获得科技成果作为最终的目标，

忽视了对医学科技成果的转化。

（二）科研人员能力不足

目前我国医学投入巨大却鲜有世界性成果，需

进口国外的大型医疗器械和药品、引进国外的临床

诊疗技术。说明我国在医学研究方面原创性不高、

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不足，很多研究均是跟踪性研

究，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转化价值不大。医学科研

创新性人才不足，科研人员的研究、创新能力亟待

提高。

当前大多数的成果转化都涉及多门专业技术，

一项医疗诊断辅助手段的应用需借助医学、软件技

术、营销等诸多方面的支持。因此，开发新产品须

在多类型人才的共同努力下，加强创新。既保证产

品质量过关、性能稳定、价格合理，又加强对新技术

的结合、应用，及时生产出产品。

然而大多医学科研人员的知识储备和技能通

常较为专业化，具有一定局限性。且医学科研人员

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不太了解，对转化方式、转

化模式等缺乏系统认识，转化阻力很大，易错过最

佳转化时机，难以落实推广。科技成果转化远远落

后于技术发展，即旧的成果还未转化，新的成果已

经出现，转化难度显著加大。缺乏一支医学科技成

果转化的专业队伍（既有扎实的医学专业背景知

识，又熟悉成果转化全流程的专业人才）。

（三）科研项目忽视市场需求

部分科研人员未曾工作于临床一线，不了解医

疗需求；而部分医疗工作者临床压力大，科技成果

转化积极性不高。二者信息资源不同，从而增大了

科技成果转化的难度。

医院科研人员科研成果在选题方面即脱离市

场。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技术考核标准以及评估

人员，大多数科研人员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化、先进、

具有创新性的选题，不够重视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

的可行方案、市场需求、市场容量以及产品的社会

与经济效益［6］，使课题难以与生产相结合并顺利转

化，缺乏市场前景。

医学成果转化的形式往往是诊疗新规范、新标

准、新技术甚至是新理念。不同于普通的市场化产

品，医院科技成果也不够成熟，缺乏社会实用性。

研发人员对于成果的产业化条件仅有模糊的概念，

缺少专业指导。研究成果往往停留在建立书面的

想法和理论，如何推向市场是一大问题。同时，大

多科研人员能力有限，其研发的成果因创新能力不

足而无法吸引企业投资，缺乏市场竞争力。据调

查，有 18% 的大型企业和 25% 的小型企业表明，

医院提供的技术成果的匹配度和成熟度不高，社会

实用转化率低，所以不愿意也无法使用［7］。

（四）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不足

由于医学科技成果不是市场需要的直接产品，

其生产成本远高于实验室研究，因此一定的资金投

入是成果转化的保障。虽然医院、高校拥有高能力

的人才和完备的实验条件，但缺乏相应的资金，只

能放弃部分成果转化项目。部分中小企业也因难

以承担资金和设备改造问题，难以实施医院和高校

的成果转化。

除成本高昂外，转化过程中其他不确定因素较

多。医学成果转化的贡献度往往表现于疾病的防

控、疗效以及人民健康、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

高等诸多方面，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益性。其受

惠的主体是患者，不同于普通消费者和顾客，不能

简单地以创造多少利润和经济效益来衡量贡献

度。医疗成果转化难度大、投入大、周期长、收益慢

且有一定风险性，大多数企业不愿冒险投资，从而导

致最终的成果搁置［8］。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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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例远远小于研究开发资金（比例约为1∶2）和产

业规模资金，资金来源单一且投入不足，受限诸多。

（五）政策及法律尚不完善

分析发现，政府部门在医学成果转化上有以下

问题：①引导动力欠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奖惩

机制可以进一步完善。医学科技成果的转化经济

效益相比于其他成果更具有不确定性，导致了很多

成果转化难以进行。政府可适当加大拨款、加大对

高校、医院、企业的奖励力度。②为科技成果转化

提供服务的相关产业依然不足（尤其缺少与医疗成

果转化相关的产业），医院本身临床压力大，难以进

行转化工作，企业难以与高校、医院对接。政府应

加强对该产业的开发引导。③政府监督管理制度、

手段和方式滞后。因评估作价、技术交易等环节程

序烦琐，转化工作不能及时完成，科研机构和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利益难以被保障，对科研人员成

果转移转化的积极性有一定影响。④现有医疗场所

的技术保密难以保障转化者的利益，降低了医务人员

对成果转化的积极性［7］。中国的知识产权体系还需

完善［9］，技术成果的权属关系应得到明确，对科研人

员的实际贡献应充分认可并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维

护他们的权益，让科研人员没有后顾之忧。

（六）科技成果转化信息不对称，缺少供需双方

沟通平台

长期以来，在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多个环节

中信息严重不对称，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常难以

衔接。医院了解患者需求，科研实力强，但是科技

成果转化资金不足，成果转化后续推广工作缺乏专

业性人才，项目往往难以获得好的创收甚至难以维

持；企业拥有资金以及销售途径，然而技术人才少，

创新性不足，科技成果研发能力欠缺，依赖引进。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信息的分布与信息质量上，

市场交易双方能够获取的程度不同，双方信息皆不

全面，有时其中一方的信息在某种交易中更为有

利。医学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科研部门与用户关

系的不同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主要因素，原因可能

为：①技术水平不同，科研院所相较于企业有着更

优秀的技术人才与完备的实验条件；②市场应用前

景难以预估，科研人员或缺乏对市场前景进行专业

预估的能力；③科技成果交易成本信息掌握不同；

④对用户的有效需求了解程度不同；⑤政府部门监

管信息了解不全面、不及时［10］。

四、加速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

科技成果是科研人员工作的结晶。科研人员

的劳动价值不应被藐视、忽视，他们的权利、利益不

容侵犯。同时，对于医疗科技成果转化，要考虑到

医务人员的主要任务为医疗工作，临床压力大，存

在时间和资金上的不足等情况。对此相关部门更

应为研发人员提供相应保障，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

机制，使项目尽快完成并投入市场。

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需健全有利于成果

转化的评估体系，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评定标准，建

立以经济评价和社会效益评价为主体的成果评价

机制。对不同性质的科研人员，要对基础研究、技

术开发等工作实行分类指导，确定不同的评价指

标［11］。政府可以率先修订、完善相关政策，加强科

研院所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医院和高校也应制

定适当且完备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政策，建立相

应基金，保护科研人员自身利益，激励科技人员从

事科技开发以及转化工作。

（二）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培训

医学科技创新需要先进的医学理论知识做支

撑，通过医学实验研究，改善和提升医疗技术水

平，是医院业务流程和先进科技知识有效结合并

实施有效创新管理的过程［12］。医疗科研院所需针

对成果转化以及科技创新开展全方位能力培训以

及评价。

可通过讲座、外派进修、阶段考核等方式学习

成果转化的相关理论与经验，普及成果转化的概念

方法，解读当前最新局势与国家政策，让科研人员

充分认识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提高其对科技成

果转化的积极性；提高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和创新

能力；引导科研人员了解科技成果转化方式和过

程，掌握成果转化相关知识，提高科研课题的适用

性，规避已知风险，促进科研成果及时转化并投放

市场，在项目源头吸收企业参与研究；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队伍建设；引导研究人员熟悉相关法律法

规，加强研究人员对知识产权的关注。

（三）政府宏观调控，完善政策法律体系

政府的宏观调控对科技成果的产生以及转化

具有重要作用。首先，政府要准确定义科技成果及

其转化的概念，便于科研人员理解，从而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的进行，积极地引导公众对科技转化

和科技发展进行客观认识与评价。

其次，政府要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的方针政策，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体系，明确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帮助科研院所与企

业对接。尽量将还未转化的先进科技成果加以利

用，通过专利入股等形式，发挥其价值，使科研管理

人员有方向、有目标、有资金，从而促进成果转化。

最后，政府应完善与科技相关的法律，建立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为科研人员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目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已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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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3］。

（四）建立高效的供需双方交流平台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

对称，医院与企业的衔接存在困难，导致科研院所

经费不足，科研项目与实际需要脱节，企业创新能

力不足，因此供需双方交流平台以及中介机构的建

立极为重要。可建立相关交流平台，高校和科研院

所可接受企业参考市场需求所提出的委托，与企业

共建高科技园区、工程研究中心、研究所、重点实验

室等［14］，使科技成果研究开发有目标、有方向，实现

科技成果的生产和商品化。

在科技成果交易市场中，科技成果中介的主要

工作为获取市场信息，为企业与科研部门建立有效的

连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市场的和平竞争与发展。科

技成果中介的出现标志着科技成果市场已取得了极

大的进步，并且达到了一个较发达的水平［10］。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中介机构逐步增多，极大

地推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但遗憾的是，医疗卫生

机构依然缺少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3］，中介机

构的设立还缺乏一定管理，需要政府进一步介入，

高校和医院积极参与到平台建设的过程中。

五、科技成果转化的探索和实践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为江苏省内规

模大、实力强的综合性三级医疗机构，在医学科研

方面一直处于国内前列。但长期以来，医院科研存

在着“重研究、轻转化、少应用”的情况，成果转化效

率不高，推广应用不足。鉴于此，近几年，医院围绕

科技“放、管、服”，院科技部门以应用需求为主导，

以服务机制为手段，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成果转化的

提升策略。

（一）建立流程化的专利转化工作体系

为打造专利转化平台，解决研究人员动力不足

等问题，医院学习知名高校、研究院所技术转移模

式，建立了流程化的专利转化工作体系。目前，医

院主要由科技部管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其职能包

括落实科技激励措施实行、专利申请、技术转移和

政策法务等，旨在做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切实保

护研发人员知识产权。

在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的形势下，随着一系列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出台，医院现与政府

及多家企业、合作，与江宁产业园协作建立了成果

转化的孵化器，通过孵化企业等方式进行成果转

化。通过现有数据发现，此体系为促进医院的科技

成果转化发挥了极大作用。

（二）相关政策的修订

为进一步将南京市建立为长三角科技创新中

心，政府现已试行“科技九条”政策，更多地维护了

科研人员利益，强调了对人才、创新思想的尊重。

通过鼓励人才引领，科技创新创业推动经济增长、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更多财富。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已实行了《职工

发明创造和知识产权归属试行办法》，通过修订职

务发明的权益分配，合理分配技术转化收益，保障

科研人员知识产权，强化且落实科技转化激励机制

鼓励创新，从而提升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同时考虑到临床医生忙于诊疗，医院设立了专利转

化的专项资金，大力扶持临床科研，加大了临床医

生的成果转化意愿与动力。

（三）科技转化成果

通过近年来各项提升措施的实施，医院已有多

位临床科研人员进行了科技成果自主创新并投入

临床应用，包括“高能聚焦超声治疗代谢综合征”

“生物免疫治疗技术的研发创新和临床转化”等。

医院“康复医学中运动治疗的机制及临床应用”项

目研究成果已被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人民

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等 80多家国内知名医院应

用，受益患者达数百万人。

医院李春坚完成的“磁导航和CT路标引导下

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项目开创性地实现了应用

磁导航和双源 CT 路标引导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特别是对于冠状动脉闭塞病变，这一成果提高了

手术安全性，减少了手术风险，在心血管病的卫生

保健和改善人民健康水平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基

于上述成绩，目前医院被德国西门子公司认定为

亚太地区磁导航心脏介入系统培训基地。由此可

见，医院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提

升效果，初步实现了“病床—实验室—病床”的转化

医学新途径。

医学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够直接影响人类健康

水平，是医疗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随

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持续发力，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情

况已有极大的改进，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水平也随总

体水平提高，但仍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差距。影响

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各类因素亟待解决，政府、高

校、医院应该共同努力，促进医学成果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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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edical
sci⁃tech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SHENG Wenqi，QI Qi，ZHANG Xuejing，HUANG Peiyun，LI Zhigu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9，China
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c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 Through systematic review and summary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concepts of sci⁃ tech achievements alo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 tech achievements，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sci⁃tech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and summari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dical sci⁃
tech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including the neglect of sci⁃tech achievements in hospitals and universities，
deficiencies in the ability of researchers， the neglect of market deman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insufficient fund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 ⁃ tech achievements，imperfect policies and laws，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and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platform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influence factors，aim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medical sci ⁃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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