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科创产业2022年 12期 (下 )总第 517期

科研成果在中小企业中的转化探索
向秋英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摘　要　科技成果转化对于中小企业实现创新升级非常关键。而中小企业也是万众创新重要载体之一，是保证人

们生活丰富多彩的基础，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小企业的资金状况并不乐观，企业的稳

定性不高，寿命不长。因此，中小企业对来自内外研发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为薄弱，与高校研发合作的兴趣也不浓。

为了促进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中小企业转化科技成果能力的提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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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目睹了科技成果

转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产业升级，因此，也越来越

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特别是寻找转型升级的企业和

科技型企业。但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金不充足、

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不足，导致中小企业在科

技成果转化方面所做的成绩较少，直接影响了企业的

经营效果和进步的速度。增强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是目前中小型企业转型升级或提高自身科技能力的重

要途径。

1 中小企业的地位

从生活层面来讲，中小企业为人们丰富多彩的生

活提供条件和物质基础，也是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催

化剂。从创新、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层面来说，除了

大型企业高科技创新，中小企业也是万众创新的重要

载体 [1]，并丰富各方面、各层次的创新。

中小企业是大众创业变成可能性的一种途径，在

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小企业贡献 50%以上的

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

的重要支撑 [2]。

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为平衡市

场价格与人们需求、活跃市场竞争机制、促进经济发展、

扩大就业范围提供基础和条件。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

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处于逐渐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不

发达国家，中小企业都对促进国民经济向前发展起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中小企业资金状况

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第一偏好为银行贷款，第二

偏好为自筹资金 [3]。本文认为一般小微企业的资金多来

源于投资人的投资和民间借款，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才会有银行贷款。因为这些企业刚开始没有什么资产，

即便是高新科技企业，当科技成果未转化为生产技术

或生产产品之前，市场价值可以估量和预测，但信任

度不高，贷款融资难度大。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

的支持和推动，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也加强了不少。

如 2021年 6月 4日财政部修订并印发的《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管

理和使用提供法律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深入开

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通知》（银发

〔2021〕176号）明确提出“实现中小微企业融资量增、

面扩、价降、提质，为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提供支撑”；

2021年 12月 29日国办发布的《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

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中要求“加强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决策部署，围

绕保市场主体、应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快信用信

息共享步伐”。截至 2021年 11月末，全国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 49.45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 1000万元及以

下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8.73万亿元，同比增速

24.13%，比各项贷款增速高 12.79个百分点。[4]

3 科研成果的转化对中小企业的吸引程度

3.1 中小企业对科研成果转化的兴趣与能力

根据上述内容，中小企业承担了 70%以上的技术

创新，但是中小企业倒闭率非常高，平均寿命不到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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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超过 100万家企业倒闭，平均每分钟有 2家企业

倒闭。能存活到 5年以上的企业不足 7%，10年以上不

足 2%，有 80%的企业连 1年都撑不到。尤其是疫情以

来，企业的倒闭率更是连创新高。我国有许多的创新

项目夭折，90%以上是在中小企业。企业倒闭和创新

项目夭折的主要原因是资金链断裂，一般处于创业初

期或依靠创新成长阶段。此阶段创新效益不成熟，与

市场需求链接程度、转化率低，而资金垫用量又非常大，

加上融资难，一不小心资金链就断裂了。成熟阶段的

中小企业相比之下，资金较为充足宽裕。但有许多中

小企业都是私人企业，艰难的创业过程使得他们非常

珍惜眼前的生存状态，不敢冒险。虽然中小企业重视

科技，重视创新，也在搞研发，但有些是看起来前景

好，但实际上与市场脱节或市场化程度很低。由于中

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狭窄，资金量即便宽裕也不足以支

撑与市场脱节的科研成果的研发，这导致中小企业对

研发成果和外来科研成果的转化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从而失去了兴趣。

另外，中小企业的研发能力也极其有限，得到许

可的可能性也小，难以转型，淘汰严重，它们过分依

赖机遇，没有长期的积累。因此，科研成果难以在中

小企业进行转化。

3.2 中小企业与高校的合作程度

目前许多中小企业都在寻找转型升级的途径，特

别在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密集型、低端加工型等企业

日子不好过，转型升级成为这些企业的梦想。那么中

小企业要想成功转型，除了金融杠杆之外，只能依靠

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了。如果在资金不足或原技术没

有提升空间时，企业的科技进步和创新就得依靠外来

力量了，那么转化高校科研成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由于资金、市场拓展能力等限制，中小企业对

高校已经产出的科研技术感兴趣，对合作一起研发科

技不感兴趣；而高校由于科研经费的限制或场所的限

制，产出的科技成果未必符合企业的要求，未必符合

实际市场的需要，因此，高校热衷于与企业合作，以

解决研发过程中的资金和试产场所问题。

由于合作研发需求的错位，导致中小企业宁愿守

着旧业，也不敢冒险，从而失去与高校合作的兴趣。

而高校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并不都是大型企业感兴趣

的能翻天覆地革新的技术，如果中小企业也不青睐的

话，高校的研发热情自然降低。

4 促进科研成果在中小企业转化的措施

4.1 政府层面

4.1.1 拓宽税收优惠面，加强科研合作

目前政府在鼓励科研创新这方面所做的税收优惠

力度还是很大的。例如，为了鼓励中小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2022年国家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比例由 75%提高到 100%。后来又将该政策覆盖至制

造业的研发费用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发生的委托研发

费用。而现行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75%的

其他企业（除科技型企业、制造业和负面清单企业外

的企业），在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期间，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 [5]。然而这些政

策是针对中小企业自己研发的项目，没有涵盖至高校

和负面清单企业。

为了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政府可以减免高校

从企业里获取的科研经费的税收，以及老师或科研人

员从社会或企业获取的科研经费的个税，提高高校老

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促进高校为企业研发符合市

场要求的科研成果。另外，以上税收优惠政策科研涵

盖至其他企业和负面清单企业，鼓励它们委托有研发

能力的企业进行研发，积极实施万众创新的新理念。

其实，高校有些科研成果不受中小企业青睐的原因是

没有合作过程，对新技术或新理念没有足够的了解，

高校对市场也没有足够的了解和把握。甚至有些高校

研发人员自己着手创办企业，但由于没有经营经验和

技巧，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还有些高科技企业，在产

品或技术还没有完全进入市场时资金链就断裂了，无

法支撑而夭折。如果政府采取措施，鼓励没有研发能

力或不能研发的单位参与研发合作行为，可能会缓解

创新之初的困境。

4.1.2 科技与金融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近些年来，政府不少出台改善中小企业的金融环

境的政策，但现实中中小企业融资还是比较困难。因此，

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让科技与金融结合，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一是要优化科技企业融资服务，为中小微

科技型企业融资提供增信、贴息和风险补偿等配套服

务。二是要促进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设立科技贷款

风险池，面向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重点解决

中小微科技企业融资问题。同时，通过风险补偿机制

适当分担风险，降低银行贷款风险，引导银行加大对

中小企业融资贷款的支持力度。三是政府搭建企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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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平台，将科技创新与企业间的资金结合起来，充

分利用企业资金，搞活科技创新活动。四是财政出资

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高新技

术产业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用于支持企业创新创业，

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

4.1.3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保护权利人的权益，

促进广泛合作

提到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就避免不了知识产权

保护问题。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政府

可以建立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在高校与企业、企业与

企业、金融机构与企业合作之前，利用政府公正性和

威信，以及专业人士协调它们之间知识产权的分配、

利用和收益。避免产生纠纷，影响科研成果的实际转化。

协调不成，才由司法程序解决。二是鼓励成立民间组

织或协会，快速、专业地协调、平衡好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并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今后的继续发

展方向。尽管我国有知识产权法，也有政府知识产权

登记机构，但在科技成果产出之前与产出之后的效果

是不同的，能有精通知识产权法且熟悉市场的专业人

士进行评判和平衡双方或多双权利义务会更好。当然，

这种组织或机构不是司法机构，只能起着协调疏通的

作用。 

4.2 企业层面

4.2.1 充分利用政府各项优惠政策

针对企业研发费用，国家不断提高税收优惠力度，

尤其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除了税收优惠政策外，各

项优惠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各地方政府都设有相关计

划和基金，为转化科技成果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因此，

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要加强关注与科技成果转

化相关的政策，紧跟党政方向，充分利用国家和地区

各项科技研发优惠政策，使企业更好、更有效地实现

科技成果的转化，提升生产经营的盈利能力。在利用

优惠政策之前，先要考察其符合的条件，针对相关条

件早做准备。 

4.2.2 企业、高校、研究院所的科技创新要重视市

场性

中小企业、高校、研究院所的科技创新要以市场

为导向，以政府导轨为准则，研发符合国家、人民和

市场需要的科技成果。加大企业“产学研”投入力度，

加强合作，充分获取市场信息，根据市场需求转化科

研成果，促进科技与经济相互推动，避免科技研发脱

离市场实际，远离人们的生活需求。作为科技型中小

企业，更应该以市场发展为导向，不求数量但求质量。

并强化自身科技平台的建设，落实与经济市场接轨，

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同时，在科技平台建设的基

础上又反向促进企业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4.2.3 加强校企合作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产

学研”合作 [6]，能够弥补企业研发能力的薄弱。在成果

转化过程中需要既懂技术又懂成果管理和利用的人才，

这是企业能在成果转化中获取利益的关键，如果校企

合作紧密的话，企业可以利用高校院所的技术人才，

结合本企业的善于利用资源的管理人才，就能完成技

术、管理和利用。

4.2.4 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

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金不充裕，当一个企

业无法承担科研成果转化的重担时，可以联合更多的

企业进行合作，共同完成科研成果的转化，共同享受

转化的收益，公平分配市场份额 [7]，不能因为想多占市

场，或保守秘密，或其他经济原因拖延科研成果的转化，

甚至静置科研成果以至于最后贬值或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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