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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078、市工商联

关于推动我市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提案

※背景情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

度融合”。产学研深度融合是释放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创新活力的有效途径，对于集成我市生产、教育、科研等

优势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

重要意义。

――――――――――――――――――――――

※问题及分析※

然而，随着产学研合作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一些

深层次的问题日益凸显，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校企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融合内生动力有待进一

步增强。产学研供需对接难，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

存在信息不对称，事先方向性对接、事中精准匹配的体制

机制尚未建立，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衔接不足。

2、成果转化环节较为薄弱，融合通道有待进一步畅通。

高校院所研究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意愿仍不够强，高水平

的成果转化载体平台相对缺乏，影响科研成果的挖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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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转化效率。

3、科技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融合服务供给有待进一

步强化。科研院所等机构研发成果缺乏有效推广途径，专

业和活跃的科技服务机构、科技经理人稀缺，融资面临诸

多瓶颈。

――――――――――――――――――――――

※建议※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加快培育新

质生产力，建议如下：

1、建立企业与高校院所供需高效对接的体制机制。一

是推动技术机会与产业资源精准匹配。梳理高校院所的技

术优势和研究领域清单，由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推送给企

业，定期为有技术需求的企业组织对接会，促进校企一对

一深入交流。围绕企业重大需求，梳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揭榜挂帅”。二是推动各方创新力量

联合攻关。鼓励专精特新等龙头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科研和产

业化项目攻关。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定期发布关键核心

技术（装备）攻关计划，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所联合申报，

推动“财政资金+企业资金”的组合模式。三是推动人才培

养与企业需求有效衔接。鼓励企业通过订单式人才培养、

建设学生实训基地和举办校园人才招聘活动等方式建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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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训机制。推动建立企业首席技术专家制度，选聘一批

高校院所专家教授兼任企业首席技术专家，为企业提供技

术研发、检测、试验、咨询等服务。

2、畅通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路径通道。一是调动高校

院所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支持高校院所落实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探

索校地合作、院地合作中有别于校（院）本部的科研人员

评价标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在科研人员绩效考核中的比

重。探索支持教师脱产创业的机制举措，将研究成果推向

市场。二是推进概念验证中心建设。聚焦“3+6”产业等科

研资源优势明显的细分领域，研究制定支持政策，鼓励龙

头企业、科研院所等牵头建设或共同建设概念验证中心，

提供技术验证和商业验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

里”。三是打造高能级中试基地。围绕重点产业链，依托

科技领军企业、龙头骨干企业、科研院所、科技园区等优

质创新资源，打造若干高能级的中试基地，推动前期成果

试验验证、中期中试熟化、后期批量化生产检测认证建设。

2、健全产学研融合发展的服务体系。一是加快发展科

技服务业。聚焦重点领域，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服务、创业

孵化服务、技术转移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

等专业科技服务业。二是推动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建立

健全培养体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技术经理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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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在市场语言和技术语言之间架起沟

通桥梁。三是优化金融支持体系。设立“产学研”合作专

项资金，重点支持企业研发中心、中试基地等“产学研”

协同创新载体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专精特新贷”等

针对性信贷产品，增加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及中长期贷款投

放。支持银行建立科技金融差异化信贷管理模式，提高企

业信贷可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