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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全球技术转移大会暨第四届世界技术经理人峰会以“生态共建，触见创新未来”为

主题，来自全球技术转移专业协会、高校、创新孵化平台等机构的技术经理人，聚焦创新生

态共建、技术经理人培育、科技服务业的创新互联与发展重塑等展开深入研讨。本篇专题报

告对全球技术转移大会的嘉宾观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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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十一 

完善全球技术转移生态  助力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 

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是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重

要桥梁，是推动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促进创新成果广泛共享的重要

渠道。当前全球科技开放合作为技术转移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各国政

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推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与会嘉宾

一致认为，创新需求、人才支撑、资本力量是技术转移的三大核心要

素，未来需要从人才支撑、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金融工具三个方面

完善技术转移生态体系，助力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 

一、全球科技开放合作为技术转移带来新机遇 

一是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不断拓宽全球技术转移网络。法国国家

药学科学院院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一级主任研究员

张勇民指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是欧洲最大的公立科研组织，是

首批同中国科研部门与机构签署双边合作协议的国际组织之一，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顶尖科研院所和

高校都和法国科研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新加坡 IPI首席执行官黄立

伟指出，新加坡和中国政府正致力于营造技术合作环境上的战略统一，

双方会通过共享基础设施和平台互换知识和信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

合作宗旨。 

二是科技创新模式的转变加速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湖北技

术交易所所长陈汉梅指出，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和金融资本的深度融

合，进一步加速了前沿技术交叉融合的重大突破与产业化应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科学-市

场-科学”的双向循环的科技创新模式将进一步深化，创新链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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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加速深度融合，拓宽了技术转移的通道。 

二、多方协同发力完善全球技术转移生态 

一是各国政府积极为技术转移提供政策与组织保障。巴西科技创

新部副秘书长奥索里奥·内托指出，巴西政府正在制定新一轮科技创

新战略，在不同区域之间实现协同效应，并打造更加公平的创新以及

技术转移的大环境。塞尔维亚科技创新部国务秘书（副部长）武卡

欣·格罗兹迪奇指出，为了巩固作为东南欧领先创新者地位，塞尔维

亚将继续推进更加广泛的措施，加强研究与法律框架，确保融资渠道

畅通，使科技研发和初创公司可以获得充足的资金。同时也为初创企

业和研究活动提供税收优惠，促进技术转化，培养一批高技能人才。 

二是各国企业积极寻求合作机会，引领技术转移生态建设。上海

张江波士顿企业园董事、首席媒体官基恩·哈金指出，波士顿园区作

为中美高科技合作的重要载体，一直致力于在清洁能源、生命科学、

信息技术等领域促进中美两国高科技企业合作。黄立伟指出，IPI 致

力于通过各类国际创新合作项目来鼓励企业间的跨境合作，为初创企

业和中小企业提供平台、渠道和新的市场，加速行业创新。武卡欣·格

罗兹迪奇指出，塞尔维亚将继续致力于发展国内知识型经济，创建初

创企业生态系统，提高科研产出，为此一直寻找有意愿的国际合作伙

伴，让他们帮助实现双方发展目标。 

三是高校和科研机构通过各种途径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国

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张人禾指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系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等方面成绩显著，各项事业全面发

展，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强强联合，共同打造的上海国际绿色低

碳概念验证中心是复旦大学在低碳环保领域产业学员落地发展迈出

的重要一步。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奚立峰指出，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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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才队伍、转化机制、科创环境三方面改革促进成果转移转化，

学校建立了技术转移专业硕士培养体系，对学校从事转移转化专职人

才、老师给予了相应的激励机制；转化机制中有合规性的整改，帮助

企业阳光化发展；学校可对标斯坦福大学做硅谷的模式，创造学校周

边全链条的转化生态。 

三、有关建议 

一是加快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建设。陈汉梅指出，科技与经济正走

向深度融合的新趋势对技术经纪人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代，技术经

纪人不再仅仅是消除信息差的“中间商”、撮合交易的“红娘”，而有

了新的能力要求、角色定位和新的使命。在科技成果转化打通堵点、

破解难点方面，技术经纪人至少应扮演五种角色：翻译官、构架师、

赋能者、跨界王和设计师。张勇民指出，浙江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

校开展合作研究，一方面联合培养研究生，另一方面进行科研项目申

请、科学研究以及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合作。 

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丹麦驻上海总领事馆创新领事何

穆指出，丹麦可以借鉴英国伦敦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先进经验，搭

建完善的生态系统，并且与欧洲和中国都能够形成合力。基恩·哈金

指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生命科学是中美之间可以有共同利益的

领域，两国之间可以通过合作拓展发展空间，为人类谋福利。 

三是利用金融工具赋能技术转移转化。奥索里奥·内托指出，

应增加公司在税收方面的收益降低其研发成本，让他们实现 20%的税

收减免，甚至有些时候能够降到 30%，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企业能

够降低税收负担。武卡欣·格罗兹迪奇指出，塞尔维亚在突破性研究

及应用领域设立了科学基金和创新基金。科学基金为国内研究人员提

供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包括青年人员优秀项目计划为职业初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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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开展项目提供支持，加强他们的专业能力，并且为他们进行

项目管理方面的培训，使得他们能够更好的在未来国内和国际获得资

金支持。 

 

 

 

整  理：薛  雅、王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