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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陕西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着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助力产业培育，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陕西有效破解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不敢转、不想转、缺钱转”问题，实现了科技转化的

重大突破，探索出一条具有陕西特色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路径。

一、以验证平台为抓手 进行“三项改革”

陕西是科教资源大省，拥有110多所高校、1500多家科研机构，但高校院所科研产出多为论文

和专利、科技成果技术成熟度不高。为解决科技转化堵点问题，陕西以建设验证平台为抓手，加快

布局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概念验证是将原始创新的想法变成“看

得见摸得着”的样品。中试验证平台是判定样品是否可以成为“用得着”的产品。两者都是帮助科

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手段。

陕西对于新认定的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验证平台，分别给予最高200万元和500万元的资金支

持；加大平台的开放共享、人才培育和资金投入，实施“先使用后付费”等创新措施，打通从实验

室，到概念验证，到中试放大，再到产业化的创新链条。目前，陕西在光子航空、人工智能、新能

源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建设了28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验证平台。

此外，陕西用改革破科技成果转化的难题，还进行了“三项改革”。2022年3月21日，陕西省

科技厅联合陕西省发改委、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人社厅、陕西省审计厅等共同发

布了《陕西省深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推广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经验实施方案》，涉及

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制度、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

转化。陕西通过扩大试点范围、完善改革措施、增量扩面三个阶段，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转化中“不

敢转”“不愿转”“缺钱转”等难题，形成了源于陕西实践、能够复制推广、获得广泛认可的科创

品牌。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该校成果转化项目合同金额近两年年均增长超过20%，引进高层

次双创人才144人，师生双创人数3500余人，支撑了300余家在陕电子信息企业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创办科技型企业100余家，110人凭借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实现职称晋升。

去年12月，陕西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尽职

免责工作指引（试行）》，促进有关高校院所和医疗卫生机构等的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政策落实

落细。文件规定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过程中，采用“赋权+约定收益”

方式，将赋权成果转让给科研人员，因科研人员创业失败，导致单位无法收回收益的；按照规定将

单位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形成的股权委托给国有全资“技术托管”平台管理，因成果转化企业经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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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导致单位国有资产减损或无法收回收益的等情形，均不予追究相关责任。既有对原有政策的保

留延续，也有对政策的深化拓展，还有对实际工作中难点卡点的重点破解，进一步扩大改革范围，

丰富改革方式，给改革者在多领域、多场景下赋权和支持。

陕西构建成果产生—孵化培育—熟化落地—发展壮大的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提出专利盘活推

广、技术中试验证、路演对接转化、开放应用场景、促进产学研融合、聚集区发展壮大、完善“技

术托管”等一系列举措，为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落地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不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截至11月中旬，陕西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3177.68亿元，其中就地转化的合同成交额1191.21

亿元，占比37.49%，较2023年同期提高5.13个百分点。

二、创新是陕西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势

为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陕西设立了“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资金

匹配、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近三年来，陕西省财政

累计培育150余家国家级和800余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对近1200家企业的研

发投入给予支持。在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陕西共有32项成果

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主持完成的项目总数和通用项目数均居全国第二位。

氢能产业链是陕西省级工业重点产业链之一。储氢技术是氢能源大规模应用的堵点之一，技术

攻关是产业链领跑的关键。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科研团队以此为课题开展了10余年研

究，取得了国内领先的以氮杂环芳烃为储氢介质的储运氢技术成果。在“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支

持下，这项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企业和生产一线成功落地转化。陕西氢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的中试技术在可用储氢密度、单元储放氢能力、气源要求等核心评价指标方面均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公司已经研发出储存氢气的有机液态载体和高效能的催化剂两大核心产品，获得红杉中国种子基

金、重塑集团及国中资本等超亿元融资。2023年6月，氢易能源年产万吨有机液态储氢材料及配套

催化剂项目正式落地彬州市新民高端能源化工园区，氢易能源也向“总部研发+基地生产”模式迈

出了关键一步。2024年10月，公司已建成近5000平方米集产品研发、测试平台与办公为一体的综合

总部，搭建起涵盖储放氢催化剂、有机氢载体、储放氢装置等领域的全链条研发平台。

“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与商洛、宝鸡、咸阳等六市建立“双向飞地”、与各市县共建协同创

新基地25个；陕西科技大学构建学院与地市合作的“一院一市”机制，形成全省地市重点产业全覆

盖；各市区吸纳西安地区科技成果957项、落地企业646家，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协同创新发展。2023

年，陕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到71.72%，居全国第十位，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连续两年均

晋升两位、位居全国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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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陕西的商用车（重卡）、乘用车（新能源）、太阳能光伏、输变电装备已发展成为千亿

级产业链。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等参与或主持的多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企业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的同时，区域资源也在实现共

享、协同。当前，以西咸新区和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为总窗口，咸阳为科技成果转化先行区，省级

以上各类科技园区为主承载区，差异化、特色化的创新发展格局正在形成。“总部+基地”“研发+

制造”“西安研发、地市转化”等模式正在有效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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