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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毛慧芳 

（浙江农林大学教务处，浙江临安，311300） 

[摘要] 对创业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及科技成果转化效果进行评价直接关系到高校的可持续发展。从分析进 

行创业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评价的必要性和现状入手，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法)从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成果研发 

和转移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科技成果转化效果、科技成果转化环境五个方面来构建创业型大学科技成果转 

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制约因素，以此来更好地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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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在推动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科技成 

果转化能力是影响其科研绩效和学术水平的决定 

性因素，是检验高校综合办学实力的核心指标之 

一，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充分发挥的 

重要体现和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能力的高低对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意义重 

大。近来关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评价已经成 

为各大学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日益成为高校科研改 

革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对高校特别是针对 

创业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方面的研究较少，一 

些衡量创业型大学组织特性的重要因素没有在评 

价体系中得到反映。另外，所设计的指标体系没有 

有效地区分科技成果的类型 [1] 。 

现阶段，我国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产生了大量 

的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成果，但由于受众多因素的 

制约，这些成果被搁浅，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化和应 

用， 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人财物。 造成这样的结果， 

其原因除了成果转化投入不足，成果自身不适应市 

场需求外，缺乏科学、合理的科研成果转化评价标 

准和方法，也是重要原因。为此，建立一套科学、 

合理、有效、实用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评估指标体 

系，给予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容纳性、可行性 

和市场价值等方面正确的评价，促进高校科技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变技术优势为经济优势，为 

国家和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意 

义十分重大。因此，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是评 

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指标设计是否科 

学合理，直接影响着评价结果 [2] 。 

进而言之，知识的生产模式更强调多样化技 

能，重视跨学科的合作，组织形式则是灵活多样， 

更追求实效和社会责任。一方面，研究者既关注在 

知识上可获得的关键进步又重视可申请专利及市 

场化的潜力。研究者开始评估他们研究成果的商业 

价值和智力潜值，并通过一系列中间步骤（出售专 

利、作顾问、开办公司等）将研究成果从学术实验 

室转换成市场产品或服务，组织和个人以企业家的 

身份活动。另一方面，高校知识和科技评价体系的 

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了其成果的转化能力。 

就学校层面来说，一个学校的科研项目、经费、高 

质量论文以及成果的数量是衡量其科研实力和社 

会地位的重要指标。 因此， 根据这样的导向性政策， 

学校在对教师科研方面的要求上，就更多看重其论 

文的发表、项目的立项、经费的多少等，而对于知 

识和科技成果的产出环节，则主要停留在了成果的 

鉴定上。如目前不少高校在加大对高质量论文、论 

著奖励力度的同时，在教职工个人年终考核、评先 

评优、学院（部）年终考核、教师职称评定、工资 

晋级等方面关于论著的数量、课题的级别等都提出 

了明确的政策要求，然而，在科技成果的贡献度、 

专利的出售、技术的转让、校企合作、科技创业等 

方面，则没有给予明确的政策引导和激励。尤其对 

于正在转型的创业型大学而言，应在学校的统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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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下，构建适合创业型大学组织特性的成果转化能 

力评价的指标体系，来更好地引导创业型大学学术 

资本的转化，完善创业型大学服务经济社会的科技 

成果转化评价管理办法和政策，形成适合于创业型 

大学自身的科技成果转化的科学可行的评价体系。 

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的原则 

构建一套适合创业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的评价体系，首先应力求做到“科学、合理、客观、 

公正” [3] ，另外，还应该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一是系统性原则。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多 

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那么，相应的评价指标 

体系的设置就要尽量地涵盖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 

主要因素，能够较系统、真实、全面地反映成果转 

化过程中各个层面的基本特征以及成果转化的全 

貌 [4] 。 

二是科学性原则。各项衡量指标之间要有相对 

的独立性，且同一层次的指标又不应具有明显的包 

含关系。在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价的基础上，还要 

通过不同的权重系数来体现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中 

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重要指标要最能体现高 

校科技创新本质、实力和潜力等内容。另外要将定 

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并注意保持静态指标与 

动态指标、总量指标与均量指标、绝对量指标与相 

对量指标等之间的平衡性 [4] 。 

三是可行性原则。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要 

尽量选取直观、易懂的评价指标，在数据处理方法 

上要充分考虑到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因此，应尽 

量选用那些通过现有的检索工具或统计系统直接就 

可以采集到统计数据的指标，也就是能使这些指标 

直接量化，这样才具有可行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四是可比性原则。指标体系的设计不仅要能通 

过较可行的方式获得明确、具体的评价数据，而且 

从不同类型的高校以及不同的科技创新活动中提 

炼出的指标，要较能反映其共性特征，是具有典型 

特征的代表性指标，这样设计出的指标才能科学有 

效地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得到的评价结果才具有 

可比性 [4] 。 

三、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 

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是一个众多要素投入 

和产出的复杂过程，对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评价应 

涵盖转化过程的各个方面，贯穿从投入到产出的整 

个过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应根据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的特征和规律，构建一个既能体现高校科技创 

新的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又能反映科技成果转化 

能力的指标体系，这样才能较好地对其科技成果转 

化进行科学的整体评价。 

基于以上原则和综合系统的分析，本文试图从 

以下五个方面构建创业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评 

价指标体系，并从目标层和指标层两个层次划分， 

即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 

（1）科技创新能力：主要包括师资力量、硬 

件条件（图书馆和仪器设备等）、科研基地实力、 

学术交流活动次数。这些反映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 

中的科技创新能力。 

（2）科技成果研发和转移能力：研发能力主 

要包括科研项目每年申请数、科研与技术开发项目 

完成率、专利每年申请数、每年人均研发经费、专 

职研发人员人均配备。它反映了高校基本的和最具 

核心竞争力的研发水平。转移能力反映科学技术在 

国家间、地区间、行业间以及在科学技术自身的系 

统内输出与输入的活动过程。主要包括转移机构数 

量、成果的成熟度、成果的创新价值、成果的应用 

前景、成果转移数量、成果转移销售额。 

（3）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主要包括科技成 

果转让成功率、技术转让收入、学校的支持力度、 

成果转化的经费投入。它是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状况 

的指标。 

（4）科技成果转化效果：主要包括高技术产 

业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技术产品出口交货值、高技 

术产业利税、 项目建成投产率、 科技活动产出指数。 

它反映了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社 

会收益和技术进步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5）科技成果转化环境：主要包括支持高校 

技术产业的政府投入和社会支持、科技进步环境指 

数、成果转化满意度、法规政策满意度（税收、金 

融、财政等）、产学研持续合作能力、对市场化需 

求的洞察能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它反映了影 

响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外部因素。 

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确定好评价体系之后，就需要确定评价体系中 

各个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用定量和定性的方 

法，将它运用到实践中。为了更客观地确定评价指 

标的权重，减少其他主观因素的影响，故采用层次 

分析法（AHP 法)。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托 

马斯•塞蒂（T.L.Saaty）提出的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 

合的、系统化的、层次化的分析方法。由于它在处 

理复杂决策问题上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使得它的应 

用已遍及经济计划和管理、能源政策和分配、行为 

科学、农业、教育等各个领域。它不仅适用于存在 

不确定性和主观信息的情况，还可以以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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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运用经验、洞察力和直觉。能够简单明了地使 

买方认真地衡量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其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根据要解决的问 

题所牵涉的各个因素的关联关系构建递阶层次模型； 

统一标准，使之具有可比性；根据同层次因素建立优 

先次序，构造判断矩阵；计算特征向量；进行判断矩 

阵的一致性检验，检验判断思维的一致性 [5] 。 

利用上述方法对创业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评 

价指标体系进行分析，然后确定指标层中各指标的 

权重，进而得出各个指标在总体评价体系中所占的 

比重值，见表 1 至表 5。 

表 1 创业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一级指标 

指标 

名称 

科技创新 

能力 

科技成果研发 

和转移能力 

科技成果 

转化效果 

科技成果 

转化环境 

指标相 

对权重 
0.121  0.254  0.437  0.188 

表 2 科技创新能力 

指标 

名称 
师资力量 硬件条件 

科研基地 

实力 

学术交流 

活动次数 

指标相 

对权重 
0.221  0.235  0.398  0.146 

表 3 科技成果研发和转移能力 

指标 

名称 

科研项 

目每年 

申请数 

科研与 

技术开 

发项目 

完成率 

专利每 

年申请 

数 

每年人 

均研发 

经费 

专职研 

发人员 

人均配 

备 

指标相 

对权重 
0.063  0.124  0.113  0.044  0.051 

指标 

名称 

转移机 

构数量 

成果的 

成熟度 

成果的 

创新价 

值 

成果的 

应用前 

景 

成果转 

移数量 

成果转 

移销售 

额 

指标相 

对权重 
0.061  0.152  0.132  0.102  0.087  0.071 

表 4 科技成果转化效果 

指标 

名称 

新产品销 

售收入 

高技术产 

品出口交 

货值 

高技术 

产业利 

税 

项目建 

成投产 

率 

科技活 

动产出 

指数 

指标相 

对权重 
0.242  0.078  0.138  0.385  0.157 

表 5 科技成果转化环境 

指标 

名称 

政府和 

社会资 

金投入 

科技进 

步环境 

指数 

成果转 

化满意 

度 

法规政 

策满意 

度 

对经济发展 

的贡献度 

指标相 

对权重 
0.211  0.113  0.203  0.182  0.291 

从表 15 可以看出，体现创业型大学科技成果 

转化的评价指标在整个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以及 

哪些指标在其科技成果转化评价中起到作用。由于 

创业型大学大部分的研发项目属于基础阶段，也是 

其科技成果产生的主要来源。 因此， 在一级指标中， 

科技成果转化效果最为重要，排序第一；科技成果 

研发和转移能力，排序第二。而科技创新能力和科 

技成果转化环境在其科技成果转化中所起的作用 

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其他二级指标中，其中科研基 

地实力、成果的成熟度、项目建成投产率、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度占有较大的比重 [6] 。 

参考文献： 

[1]  王桂月， 王树恩. 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评价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9 (12)：194. 

[2]  赵英.农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20)：217. 

[3]  吴晓波，李冬琴，李靖华. 高校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2)：40. 

[4]  汪小梅，白利娟，袁薇.陕西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评价体 

系研究[J].工业工程，2007(1)：9597. 

[5]  吴晓波，李冬琴，李靖华. 高校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2)：40. 

[6]  赵英.农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20)：217. 

[编辑：何彩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