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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建设运营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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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要在制度及经济上取得新的突破，就必须提高竞争力。提高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手段在于技术创新及技术

转移的技术进步，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作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科技创新及转移质量

保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此，本文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建设的意义及特点，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技

术转移中心的运营模式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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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想要将更多的科学技术

转变为生产力，就必须要实现技术转移乃至于产业化，

更好地表现科技价值。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想要通过

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必须探讨技术转移中心所能

发挥的作用，探讨如何有效结合大湾区内众多的科研

机构及院校，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转移，实现科技

成果的产业化及综合运用，获得更高经济效益，加快

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

1 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的建设及运营

特点

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的建设及运营不同于

一般的机构，前者会因多种因素的存在，呈现出机构

实体化、运行专业化、队伍专业化以及平台信息化等

四大特点。

1.1 机构实体化

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有将近 200所高等院校，其

中有八所高校名列前 100，到目前为止，各大高校建同

协作，设置有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省属实验室和粤

港澳联合实验室，在技术转移领域方面有着极为显著

的成果 [1]，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进

程，提高了整体的技术转移转化质量水准，在此过程

中，广东省的科技企业及科研机构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比如：2018年后，广东省陆续涌现出一大批如

湖南技术转移中心以及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等的

技术转移机构，在这些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广东省的

技术转移机构工完成 2万余项技术转移项目交易金额

可达 357.51亿元，2021年再度同比增长了 77%，历史

性突破 2000亿元，跃居全国城市第二，如图 1所示。

1.2 运行科学化

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是在经济新形势下出

现的加强科技成果的互动交流的新型产物，科技成果

的创新及转移质量直接关乎中国社会的经济的发展及

实力。为尽可能地提高技术转移水平，要保证技术转

移中心的规章制度及内部框架十分严密，有系统地结

构规章、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工作流程、考核方法

及内部流程等，综合应用现代化科学的管理方法措施

技术，提高技术转移中心运行的抗风险能力，为我国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及科技的进步带来蓬勃生机 [2]，使

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实现

科技的良性内循环。

1.3 队伍专业化

技术转移中心的服务对象一般为企业及科研机构，

展开的项目服务始终围绕科技成果和科研技术，后两

者直接关乎我国是否能在科技领域名列前茅，占据更

高市场份额，以科技的发展带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

快速发展，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其次，粤港澳大湾

区技术转移中心在我国技术转移领域居于首位，地位

举足轻重。因此在最初的人力资源队伍建设时，要求

各大院校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联合起来进行

校企合作，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及经验，探寻新型的

技术转移的发展规律、倾向及要求，应用创新型的技术、

模式以及工具，培养出复合型的专业人才，保证其技

术水平及服务能力，始终紧跟科技的发展，满足粤港

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的发展需求 [3]。

1.4 平台信息化

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下，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

中心的建设在大湾区整体的规划及建设中有着相当重

要的地位，比如我国于 2019年发表的《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出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水平，

能直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的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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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力图通过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的全面建设，提高科

技成果的转化水平，获得更高的国际竞争力。此时，

“互联网 +平台”及中心的建设能够对粤港澳地区的

创新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借助港澳粤地区极具特色的

科研优势，通过专业平台对创新资源进行整合，加快

广州与港澳的创业孵化速度，并将项目直接落实到广

东地区，进行就地孵化。比如说，可以搭建起专门的

成品转化技术转移等的服务网站，并通过以上网站准

确地将技术转移中心内包括专利、科研成果及项目库

等的科研技术及科研成果进行整理综合，借由公众号、

手机 APP以及其余社交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共同提高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水平 [4]。

2 技术转移中心的建设及运营模式

2.1 建设数据转移综合信息平台

在互联网时代下，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要

发挥科技转移信息共享的基本作用，需要搭建数据转

移综合信息平台。这就要通过“互联网 +”、大数据及

平台的综合应用，在技术转移中心的基础上，搭建起

信息及平台一一对应的系统和完整的信息服务体系。

从功能层面上看，数据转移综合信息平台的功能需要

包括数据推送、精准对接及精细检索等多种功能。

在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运营时，还可依托

信息平台，应用高精尖信息技术功能，实现数据传输。

比如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转移中心的网站上进行

广泛宣传，通过设置数据库、项目库及专家信息数据库，

以功能为依据，合理划分各种综合信息数据，从而在

理想状态下保持技术转移中心的运行，有效评估平台

运行的成本价格。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技术转移

中心所需数据转移综合信息平台的运营现状及目标，

根据以上详细描述对功能进行划分，进一步明确技术

转移平台的实际功能，全面提高技术转移中心后续的

运营质量 [5]。

2.2 构建合作载体

在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运营时的有效的、

可行的模式是合作载体的构建，这就要求科研院校及

企业根据工作状况，寻求合作载体，借由校企合作，

维持科研院校及企业之间的亲密连接，转变双方运作

模式，将科研院校的科研行为及企业的发展有效衔接

达成，在合作载体模式下，大大加快科学技术成果的

转化效率及工业化转移速度，还能逐步完善粤港澳大

湾区技术转移中心的制度、管理及内部架构。借助校

企合作，为科研院校提供足够资金的同时，也使企业

依托转化而来的科研成果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短期

内快速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的带动作用，

为其他地区做榜样，提高技术转移的社会及经济价值。

通过构建合作载体，寻求技术转移中心的新的运营及

发展方向，进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 [6]。

2.3 引进创新资源

就上文及实际发展状况，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

中心的发展水平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可以与国外先进

的技术转移中心进行对比，查缺补漏，快速提高技术

转移中心的质量及水平，为快速达成质量提高的目的，

在实际建设及运作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创新性的资源，

资源的来源包括我国其他省份中优秀的技术转移中心

的运行案例以及国际上的创新性科研资源。只有将这

些资源充分应用，并融合成功的经验、技术及举措，

才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的快速发展，比

如香港科技大学先后同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及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高校联通协作，应用线上加线下

的方式，定期对最新出现的国际成果及相关科研项目进

图 1 广东省技术转移项目交易金额（数据来源于科技部火炬中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00

1,500

1,000

500

0

357.51

719.38

1,273.36

2,256.53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11期 (下 )总第 514期科技博览

18

行路演，并展开对最具市场竞争力及竞争优势的项目

及技术的评估，为技术转移领域提供经验支持。

3 技术转移中心运营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3.1 收支不平衡

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虽然发展迅速，但在

经营模式上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在相关技术转移服务

项目进行时，会由于本身运营模式没有参考，相当于

摸着石头过河，不知如何探寻有效的盈利模式。比如

粤港澳大湾区所开展的技术转移服务一般会在全部金

额中抽取 5%~20%作为收益，综合可平均为项目资金

的 10%。但是在实际提供技术转移服务时，往往需要

经历较长的转移转化周期，且项目进行的利益相关方

较多，转化流程也较为复杂，还要在交易时由技术转

移中心对交易双方的信息及资源进行整合分析，并额

外提供谈判、商务、金融及检测等的额外服务，以上

服务都会极大地提高服务成本，这就可能会导致技术

转移转化服务项目无法达到收支的相对平衡，建议在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给予更全面的政策引导，使供求

双方享受更多优惠政策。由于其灵活性高、市场触觉

敏锐、规模和资金有限，私营技术中介机构应培养更

多的专业从业人员，以便深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

技术交易行业，或根据企业的需求定制个性化服务，

促进跨学科成果的二次开发、行业科技成果的评估、行

业先进技术的加速传播、知识产权服务或金融服务的专

业化。

3.2 业务拓展困难

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现行的运营模式除存

在收支难以保持相对平衡的问题外，还有业务拓展困

难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技术转移相关方并不存

在向中介付费的基本理念，一般技术转移中心作为中

介，联系企业及科研场所双方或多方提供服务。技术

转移理念最先由国外引入，国外（比如美国创立）类

似转移中心的机构，往往会向需要技术的企业收取费

用，诸如 yet2.com的平台靠佣金牟利，而英国技术集

团则是以本身的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移获得一定的利

润，但是和西方国家比较，我国基本理念上不存在明

显的付费意识，这就导致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

移中心不能够凭借本身的服务获得中介佣金。二是大

多科技创新企业规模小，融资困难。在我国，大多数

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已实现产业化的科技成果多被中小

规模的科技型企业掌握，这一部分中小型企业本身现

金流薄弱，融资相对困难，在政策方面也没有政府的

大力支持，导致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在技术转

移交易进行时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以供正常运营。建

议国家相关部门设置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或单位从以往成果转化收益中留存一定比例，为成果

转化提供支持。

3.3 专业化水平不足

和其余的项目不同，技术转移服务是无形的且很

难被理解。其次，技术转移中心提供的服务往往需要

较长周期，也不局限在某一个单一的领域，而是涉及

法律、科学、金融、管理、营销及财务等专业知识，

还要求从业人员有相当广的人脉资源和行业能力，能

够摆脱地域行业国家的限制而实现技术转移，这就要

求从业人员的分析、判断及技术管理能力水平较高，

但是如今我国却并没有培育出大量能够胜任技术转移

行业特色的服务人员，大多从业人员能力水平不足以

胜任技术转移工作，在进行技术转移科研项目时，对

风险把控、前景预测、融资控制及项目落实等多个方

面也不甚了解。建议上级单位和部门定期举办知识产

权保护培训班。科研机构还应加强对科技人员的日常

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引进和培养专

门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并制定切实可行的相关制度。

4 结语

在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建设及运营过程中，

为推动粤港澳地区相关科技服务机构快速实现技术转

移，需要通过数据转移综合信息平台的设计，合作载

体的构建及创新资源的引入等，使得大湾区内的人力

资源、资金成本及科学技术成果自由流通，快速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科技创新能力水平的提高及创新中

心的建设，更为完善地建成大湾区技术转移中心，加

快技术创新、研发及转移转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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