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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成果“转出去”是发挥创新驱动效能与缓解技术转移困境的重要举措。技术转移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

于缺乏对技术需求内在层次的有效把握和管理。基于分层次管理理论,从技术需求微观层次视角出发,构建以技术

需求精细化分层体系为核心,以精准识别、分层靶向、精准反馈、为关键要点的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以建立华南

技术转移中心为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重要举措。依托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和大数据驱动的有效支撑,技术转移分

层靶向机制能够有效地推动技术供需主体之间的精准对接,引导技术创新要素在不同层次上的组合和配置,从而更

有效地实现技术成果的转移和应用。

关键词: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华南技术转移中心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4)06-0154-06

收稿日期:2023-12-25
作者简介:李绍初(1987—),男,研究方向为铸造企业可持续发展、项目管理。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过程中,如何

有效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已成为社会各界

关注的焦点,其影响超越了单一领域或国家的范

围,具有跨世界性和划时代性的重要性[1-2]。对此,
国务院印发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

方案》,提出“大力促进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支持将职务科技成果通过许可方式授权中小微

企业使用”。
在价值创造方面,李小丽[3]指出技术成果自身

并未被赋予价值,仅当被需求主体接受并有效应用

于生产后,其技术创新价值才被赋予、社会经济价

值才得以体现;在主体行为方面,石峰[4]指出,技术

转移是技术供需主体衡量自身利益关系做出的选

择;在实现形式方面,Tommaso等[5]指出,技术成果

“转出去”以满足企业产品改良、技术升级、工艺精

进等应用需求为前提,并以技术成果转移到能够应

用且转化为市场产品的企业手中为结束标志。在

产学研分离并锁定、技术要素制度性分割、科学与

市场界域拉大的现实背景下,高校和企业逐渐成为

我国重要的技术生产和需求主体[6]。两者既存在资

源与需求的互补关系和各自技术优势,又因高校缺

乏技术商业化能力、企业科层制失效等问题,使得

两者难以兼顾技术研发与应用。据《2022年中国专

利调查数据报告》显示,高校发明专利实施率为

16.9%、高校发明专利许可率为7.9%、高校发明专

利产 业 化 率 为 3.9%、高 校 发 明 专 利 转 让 率 为

3.1%。可见我国高校技术成果转化总体水平较

低,仍有大量技术成果尚未转化成功。因此,如何

推动高校技术成果转化,充分释放其创新产能成为

重要议题。然而,已有研究也未能解决如何进行技

术需求分层次管理的问题。傅国华[7]在其著作《分
层次管理》中指出“错层管理”与“管理错层”是导致

管理失效的主要原因,应针对管理对象内在层次进

行层次识别、层次划分、层次组合、分层次考评的分

层次管理。随后,唐建荣和傅国华[8]又进一步发展

了分层次管理理论,指出缺乏对管理系统多层次性

与管理层次动态演化的有效关注是导致“错层管

理”和“管理错层”的内在因素。在理论方面,分层

次管理理论基于管理对象的层次性,通过设计与优

化管理方法和手段引导资源要素进行组合与配置,
为技术需求分层次管理提供了理论借鉴。

目前,高校在技术成果“转出去”过程中亟须从

微观层面对技术需求加以把握,并开展技术需求分

层次管理。但现阶段,高校技术需求管理不足,缺
乏对企业技术需求内在层次属性的有效把握与管

理[9]。这就导致高校在技术成果“转出去”过程中出

现“转化错层”和“错层转化”,进而产生技术需求

“靶不准”和“契不合”的问题,最终导致高校与企业

无法实现有效对接,并使得两者在既得利益驱使下

进入单向“自旋”,而使整体陷入创新驱动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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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贫困”困境。因此,本文在回顾和理解技术转

移工作概述的基础上,通过走访高校和中小型企

业,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采用

NVivo质性分析软件,结合 LDA(latent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建模技术,对创新和技术转移关系

的影响因素、本质理论和关系模式进行关联发现与

挖掘揭示,以确认其重要性和有效性。最后,针对

我国创新和技术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构建技术转

移分层靶向机制,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 技术转移工作概述

1.1 技术转移工作

技术转移(technologytransfer)又称科技成果

转化,是指技术成果从一个部门以某种形式转移到

另外一个部门,以高校等技术生产部门向企业等技

术使用部门转移或以两部门内部转移为主要特

征[10]。这种转移涵盖硬件技术(如机器和设备),以
及软件技术(如专利、技术秘密和技术服务)等。
《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管理办法》中也清楚界定

了技术转移,指其为制造特定产品、采用特定工艺

或提供特定服务的系统化知识,在多种渠道中从技

术供给方向技术需求方的转移过程。

1.2 技术经理人概述

技术经理人是在高等教育机构、科研及企业组

织中专注于专业技术转移与转化的专业人员[11]。
他们通常具备广泛的技术背景,并且具有深入的知

识产权、技术评估、金融与项目投融资、商务与法律

谈判等领域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人士熟悉技术

转移和成果转化的流程,并拥有识别科技成果的能

力。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搭建供需双方之间的有

效沟通平台,寻找合作伙伴,组建团队,并推动技术

转移与成果转化的完成,以促进科技成果的实际应

用与落地。

1.3 技术成果“转出去”与技术需求

技术需求源自企业对技术升级或应对市场变

化的需求,是企业购买意愿、支付能力和技术吸收

能力有机结合的体现[12]。技术需求是以企业生产

需求引导,是企业不断认知和发现技术的过程,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潜在性[13]。同时,技术需求会

随着市场用户需求、企业技术能力(技术开发与整

合能力)、基础条件(资金状况、人员及设备)的变化

而不断调整,呈现动态性、周期性和时效性等特

征[14-15]。此外,技术需求代表着企业的核心机密和

“技术短板”,具有其价值性和隐匿性。这些特征使

得技术需求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各种需求场景、

不同基础条件和技术能力水平下呈现出多层次属

性。因此,在推动高校技术成果“转出去”过程中应

加强对技术需求内在层次的关注。

2 技术转移工作存在的问题
技术转移的成功需要对外部市场或行业的技

术需求有充分而全面的理解。以猎人谷某精密铸

造企业(以下简称“某精铸企业”)为例,当对需求了

解不足或不够全面时,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挑战,影
响企业的成长发展。

2.1 企业技术需求把握不足

当技术供给方缺乏对企业技术需求内在层次

的有效把握时,可能会导致对企业技术需求层次的

过高或过低估计,从而影响到技术供需之间的顺畅

对接。某精铸企业缺乏对市场用户需求的“转译”
与“编码”能力,无法对技术需求进行精准“表达”。
若高校缺乏对某精铸企业技术需求内在层次的有

效把握,可能导致在技术成果“转出去”的过程中无

法准确识别和对接到适合的需求主体,进而影响实

现技术成果转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
尽管高校可通过创新驿站的田园调查方法识别某

精铸企业技术需求,某精铸企业也可以通过任务分

解和对比法对市场用户需求进行识别,并做出较为

准确的技术需求“表达”。但田园调查方法的有效

性取决于高校技术专家的主观判断、企业的配合度

和信息提供程度,任务分解和对比法也需要企业具

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和知识结构。

2.2 行政化和编制化限制了高校对企业技术需求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校往往缺乏了解某精铸企业技术需求的专

业人士,某精铸企业自身也无法充分理解市场用户

需求的“译码”能力,导致无法实现对自身技术需求

的有效表达。还会因技术需求信息的特殊性而有

所隐瞒,导致高校将低层次技术成果引入高技术需

求的某精铸企业,或者将高水平技术成果应用于低

技术需求的某精铸企业,造成高校与某精铸企业需

求的错位,导致技术成果无法得到正确转化,某精

铸企业需求也难以精准满足。这又在一定程度上

引致高校与某精铸企业在“线性”技术转移模式下

产生更大的博弈冲突,加剧技术供需错配。

2.3 企业技术需求与市场用户需求呈现层次性

“动态演化”
某精铸企业技术需求受市场用户需求周期性

变化和某精铸企业内部条件(如技术能力、财务状

况、人员和设备)等因素影响,因此表现出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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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和时效性,呈现层次性“动态演化”特征。若

高校缺乏对某精铸企业技术需求内在层次“动态演

化”的有效把握,将使其无法获知与预测某精铸企

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需求场景、不同基础条件

下的“真实”技术需求,进而难以精准刻画某精铸企

业技术需求层次,也无法实现技术要素组合向某精

铸企业有效技术需求层次“点位”的专一性靶向。

3 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构建
上述技术转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例如高校通

常将技术需求视为整体,忽视了其内在层次的“动
态演化”,导致缺乏对某精铸企业需求内在层次的

有效把握和管理。这导致高校在处理技术需求时

难以精准匹配和满足某精铸企业需求,出现“瞄不

准”和“契不合”等问题。为解决这一挑战,本文提

出构建以技术需求分层次管理为核心的技术转移

分层靶向机制,旨在推动技术供需分层次精准对

接,从根本上解决“高校捕获偏差”的问题。

3.1 整体框架与主要内容

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的构建旨在为科研机

构、高校、企业等提供更精准、更具有针对性的技术

成果转移方案,以服务技术开发者和潜在用户。该

机制研究对象是整个技术转移生态系统,其构建需

要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对技术成果进行分层评估,
并制定针对不同层次的转移策略。功能方面,这一

机制应提供信息共享平台,设立评价机制,并具备

明确的转移程序和标准。支撑其建设的关键要素

包括信息互通平台和完善的评估机制,旨在实现技

术成果与需求的精准对接,从而促进技术转移的有

效实施和应用。
(1)以高校为服务对象,以推动技术成果“转出

去”为核心目的。在中国技术转移发展现状和技术

“贫困”问题的背景下,促进高校具有价值、可开发

和可应用的技术成果向外转移成为技术转移发展

的关键。通过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高校能够有

效管理目标企业的技术需求,主动将技术成果转移

到最适合的企业,最大化利用技术创新要素,满足

企业生产需求,并激发新的创新需求。这个过程

中,高校获得企业资金支持和技术需求信息,推动

了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科创教育发展,更好地实现

了技术创新价值的获取、知识增值和创新人才的

培养。
(2)将技术需求作为研究对象,技术转移分层

靶向机制将企业技术需求作为研究焦点,从微观层

面对其进行分层次管理。在逻辑方面,技术创新的

目的是满足特定需求,只有当技术成果与相适应的

技术需求相匹配时,技术转移才能成功实现。随着

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竞争性技术需求的形成,捕获企

业技术需求信息变得更加便捷,但对其内在层次的

准确定义却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亟须对技术需求

进行分层管理,建立不同层次的企业技术需求“靶
点”,以专一性靶向适配技术要素组合,实现技术供

需的精准对接。
(3)以精准识别、分层靶向、精准反馈为核心要

点。分层靶向机制的核心在于准确识别和描述企

业技术需求及其内在层次,建立细致的技术需求分

层体系,精准地选择并针对最适合企业的技术需求

层次,然后对接适配的技术要素组合,实现技术供

需在不同层次的精准对接。因此,技术转移分层靶

向机制包含着精准识别、分层靶向和精准反馈这三

个核心要点,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即精准识

别→分层靶向→精准反馈,并持续循环至精准识别。
(4)以知识产权保护与大数据技术为支撑要

件。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依托知识产权保护,保
障供需双方的核心利益,确立成果市场估值依据和

第三方约束。通过在合同管理中引入所有权保留

条款来缓解产权纠纷,并通过技术成果的产权化逐

步消除制度、信息和心理层面的障碍,增进双方之

间的信任,以进一步完善技术要素的传递机制。同

时,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对企业技术需求的捕捉和

解读,强化高校应对市场用户需求的引导,并提升

其转化能力,以更好地把握技术创新方向和目标企

业的技术需求层次,从而全面加强企业技术需求对

技术创新链循环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5)建立华南技术转移中心,构建以客户为中

心的创新转移路径。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基础,建立

华南技术转移中心,再逐步建立粤东技术转让转移

分中心、华南技术转移中心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中

心等多个分中心。以其区域位置、组织架构和经营

优势为基础,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着力促进技术供需对接,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化转

化。在面对技术转移中的“低频、高难、长线、非标”
难题时,以需求为导向,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

转移路径,通过人员中介和持续技术服务,建立企

业与科研人员的合作伙伴关系,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效益。
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以技术需求分层次管

理为核心,构建以技术需求精细化分层体系为中

心,以精准识别、分层靶向、精准反馈为核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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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框架

结合知识产权保护与大数据技术支持的框架,实现

技术供需主体间的分层次精准对接,由此形成技术

成果转化价值“中心涡旋”,激励高校积极参与技术

转移,并加大中试投入、人才培养,提升技术转移机

构能力以及加大应用研究。同时,建立华南技术转

移中心,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转移路径,引导

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推动以企业为中心的产学研合

作关系构建,并加快企业技术驱动创新向场景驱动

创新转变,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要,最终实现技术

供需两端开环“外循环”以及技术供需分层次精准

对接“内循环”(图1),不断完善技术转移市场机制,
深化产学研合作,发挥华南技术转移中心的作用,
培养技术转移人才,更好地推动技术转移发展。

3.2 主要流程与核心要点

(1)精准识别是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有效运

作的基本前提。这一过程涵盖对企业技术需求的

深入挖掘和跟进,同时也要对其内在层次进行精准

刻画,从而构建技术需求的精细化分层体系,形成

目标企业技术需求层次清单。首先,企业根据其技

术成果的量表(包括成果的技术含量和适用范围等

信息),采用多种方式和多渠道来挖掘意向企业的

技术需求。利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来挖掘意向企

业的技术需求信息,初步拟定意向企业的技术需求

清单。其次,采用分层次、分类别的管理方法对意

向企业的技术需求进行系统性评估。不仅考察意

向企业的技术引进意愿、技术开发整合能力和支付

能力等核心要素,还要评估其资产结构、经营状况

和信用等级等基础要素。同时,基于技术需求的动

态性和时效性对意向企业的技术需求进行研判,精
准描述了意向企业技术需求的内在层次,最终建立

针对目标企业技术需求的精细化分层体系。
(2)分层靶向是通过细致的分层体系,根据目

标企业的需求确定优先级和谈判结果,以“捕获”最
适合其技术需求的层次,并选择适配性技术要素,
实现更精准的匹配过程。首先,逐步与目标企业谈

判,确定技术需求的优先级,直至选出最适合的主

要技术需求,并了解其真实需求和能力。其次,签
订技术交易合同,核心内容包括支付金额、交付方

式和附加条款等,以确保技术创新要素与企业需求

的组合。高校可以通过灵活机制的设计,例如技术

要素组合的优化、交付模式的调整和支付方式的改

变,更好地满足企业需求,促进技术转移与合作的

成功发展。
(3)精准反馈是根据精准识别与分层靶向结果

而进行的信息正向反馈。高校通过多种渠道积极

获取企业技术需求信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

性,为双方提供更有效的合作基础。如果市场缺乏

特定技术需求或需求过高,这些信息会反馈给高

校,用于技术成果的转化或实验室培育。同时,通
过系统评估初步拟定的技术需求信息,高校形成对

意向企业核心基础要求的反馈,以构建技术需求的

精细化分层体系,并确定目标企业清单。在分层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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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阶段,高校与目标企业按照技术需求的优先级进

行磋商,获取真实反馈信息,有助于纠正对企业实

际需求的误解,最终确定最适合的目标企业。通过

这样的反馈循环,高校修正技术成果,降低“错层转

化”风险,提高技术转化的成功率,确保技术成果更

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4)华南技术转移中心是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

制的核心支持。利用其地理位置、组织和经营优

势,着重促进技术供需对接,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

化转化。以客户为中心,构建创新的转移路径,并
通过人员中介和持续技术服务,成功建立企业与科

研人员的合作关系,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益和成

功率。华南技术转移中心的建立和运作有效地促

进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之间更精准、更有效的对

接,实现技术转化。

3.3 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特征

(1)以高校作为核心,推动多元化发展。技术

转移分层靶向机制由高校主导,依托分层次技术要

素实现有效技术转移,加强产学研合作,并逐步发

展多种模式,如产学研合作模式、企业主导创新模

式(委托式、科研合同式)等。
(2)以技术成果的外部应用为基础,促进企业

资金、技术需求信息、技术成果和人才在高校和企

业之间的流动。这一机制强调高校院所的需求导

向,推动创新结构优化,形成“企业技术需求-技术创

新-中试-技术应用”的技术转化路径。同时,鼓励企

业早期介入技术研发,形成“市场用户需求-创新需

求-早期技术创新介入-中试-市场化应用”的技术转

移路径。这样的举措使技术供需主体双向结合,推
动了基于需求的多层次、多维度的产学研合作机

制,从而促进了产学研之间的密切结合。
(3)以技术转移可持续发展为基本遵循。分层

靶向技术转移机制通过高校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动

技术创新、知识增值和价值创造,增强技术供需主

体的收益预期,并促进它们相互作用。在成本推动

和需求拉动的基础上实现技术供需双向发展,又在

技术供需分层次上实现精准对接,使得高校技术转

移能够持续发展。
(4)以推动技术创新价值链“完链”为基本指

向。技术转移的基本目标是推动技术创新价值链

的完整发展。分层靶向技术转移机制不仅利用技

术需求管理来理清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还利用分层

次的专一性靶向来避免“转化错层”和“错层转化”
所带来的问题,从而实现技术供需的精准对接。这

样做可以使技术创新价值链实现闭环和连贯,从而

推动其完整发展和进步。
(5)以建立华南技术转移中心为重要举措,增

强技术转移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群体化

的举措有助于整合各地区的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

果的快速传播和应用,提高技术转移的整体效率。
同时,多中心布局也为更多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

技术转移服务,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融合发

展。通过不同分中心之间的协同合作,华南技术转

移中心形成覆盖范围更广、服务更多企业的技术转

移网络,使技术成果更广泛地走向市场。为产业创

新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助于推动科技成果与社

会需求的更紧密对接,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深度

融合。

4 结论
根据对技术需求微观层次的观察与分析,本文

深入探讨技术需求分层次管理机制。研究结果指

出:首先,技术转移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缺乏

对技术需求内在层次的有效把握和管理;其次,技
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实质上是对技术需求进行层

次化管理,以技术需求精细化分层体系为核心,以
精准识别、分层靶向、精准反馈、为关键要点的技术

转移分层靶向机制,以建立华南技术转移中心为技

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重要举措。依托知识产权制

度保护和大数据驱动的有效支撑,技术转移分层靶

向机制能够有效地推动技术供需主体之间的精准

对接,引导技术创新要素在不同层次上的组合和配

置,从而更有效地实现技术成果的转移和应用,促
进技术创新要素的交流与整合,为科技成果的广泛

应用提供了可靠桥梁。

参考文献

[1] 王思丽,张伶.基于文献内容挖掘的创新和技术转移关

系研究[J].情报探索,2023(9):16-24.
[2] 李芳芳,冯帆.“一带一路”倡议、数字化转型与中国企业

创新[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44(9):85-105.
[3] 李小丽.三螺旋模式下大学专利技术转移组织构建的理

论框 架 分 析 [J].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2016,38(1):

116-124.
[4] 石峰.技术转移的动因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9(12):

37-45.
[5] BUGANZAT,TRABUCCHID,PELLIZZONIE.Limit-

lesspersonalisation:theroleofBigDatainunveilingserv-

iceopportunities[J].Technology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2020,32(1):58-70.
[6] 李娟,潘国轩,赵金梅.技术转移分层靶向机制构建研究

851

  科技和产业                                     第24卷 第6期 



[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9):1-9.
[7] 傅国华.分 层 次 管 理[M].北 京: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2013.
[8] 唐建荣,傅国华.层次哲学与分层次管理研究[J].管理

学报,2017,14(3):317-324.
[9] 陈华,邓寒梅,师伟力.英国技术转移的管理模式及借鉴

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20(14):221-223.
[10] 许可,刘海波,张亚峰.技术转移机构模式创新———基

于边界组织的路径拓展[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
(5):1-10.

[11] 张园.唐山市技术转移现状和人才培养对策研究[J].江

苏科技信息,2023,40(20):16-19.
[12] 苏伟明.技术转移的需求导向机制构建研究[J].科技

风,2020(11):226.
[13] BLINDK,GEORGHIOUL.PuttingInnovationatthe

CentreofEurope-suggestionsforaEuropeaninnovation

strategy[J].Intereconomics,2011,45:264-269.
[14] HUTTK,DAVIDSONA.Strategiesformanagingma-

tureproducts[J].Strategy&Leadership,2005,33(4):

51-52.
[15] 张玉杰.技术转移发生的两个条件[J].中国软科学,

2000(2):44-47.

AnalysisoftheCurrentofTechnologyTransferandHierarchicalDockingMethods

LIShaochu
(GuangdongHunterValleyPrecisionCastingTechnologyCo.Ltd.,Yunfu527400,Guangdong,China)

Abstract:The“transfer”of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isanimportantmeasuretomaximizeinnovation-driveneffectivenessandalleviate
technologytransferdifficulties.Oneoftheimportantreasonsforthefailureoftechnologytransferisthelackofeffectivegraspandmanagement
oftheinherentlevelsoftechnologyneeds.Basedonthetheoryofhierarchicalmanagement,startingfromthemicro-levelperspectiveof
technicalneeds,ahierarchicaltargetingmechanismwasbuiltfortechnologytransferwiththerefinedhierarchicalsystemoftechnicalneedsas
thecoreandwithaccurateidentification,hierarchicaltargeting,andaccuratefeedbackaskeypoints.TheestablishmentoftheSouthChina
TechnologyTransferCenterisanimportantmeasureforthehierarchicaltargetingmechanismoftechnologytransfer.Relyingontheeffective
supportofintellectualpropertysystemprotectionandbigdatadrive,thehierarchicaltargetingmechanismoftechnologytransfercaneffectively
promotetheprecisedockingbetweentechnologysupplyanddemandentities,guidethecombinationandallocation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
elementsatdifferentlevels,andthusmoreeffectivelyRealizethetransferandapplicationof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

Keywords:technologytransfer;hierarchicaltargetingmechanism;SouthChinaTechnologyTransfer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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