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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化难、转化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农业科技健康稳定发展。

    

市场化程度不高是主因
    
云南省农科院一位粮食育种专家

告诉记者，因多种因素，其研发的一些
新技术和新品种，主要经单位统筹后走
公益推广之路。因为有关知识产权保护
不够，研发的个别技术和品种还没入市
就吃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哑巴亏。

这位科学家的烦恼，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云南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一些
问题。据了解，目前，云南农业科技成
果层出不穷，成果转化数量可观。然而，
目前公益性推广占绝大部分，主要集中
在培训基层农技人员、主办及承办公益
性技术、产品成果推介活动、围绕“挂
包帮”定点帮扶的扶贫转化等领域，虽
然这些成果转化的社会效益较好，但经
济效益不高，从而导致成果转化市场化
程度低，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同时，由于科研队伍建设整体滞
后，技术和产品提升空间还很大。加之，
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薄弱，技术未经
授权就使用的情况比较普遍，科技人员
维权难度大、成本高，很多科研单位和
科学家对成果入市存在顾虑，积极性不
高，部分成果停留在论文数据上、尘封
在实验室器皿中。

    

多措并举补齐短板
    
“去年，云南颁布《云南省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条例》，意味着科技成果，
包括农业科技成果在内，实现有效入市
转化有了法律依据。”据云南省科学技
术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这部条例从法律

层面紧扣转化难、转化慢问题，重点解
决体制机制障碍、转化权益确定、转化
动力激发、转化服务提升等问题，致力
于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根据该条例提出的一些具体要求，
云南正在积极进行机制创新和探索。在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各学科团队设置对
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比例要求不低于
30%，在全省形成了一支 400 多人的专
职成果转化队伍；依托队伍组建了23个
各类农业产业技术服务组，在全省各地
开展产业技术服务和积极促成成果转化；
在平台搭建方面，已组建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和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服务平台。

“在继续做好公益推广，服务好‘三
农’工作的同时，应积极加大科研‘国家队’
入场和入市力度，促进农业科技成果有效
入市转化。”云南省农科院科技成果转化
管理处处长王晖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市场转化应用主要依
托行业企业、公立院所等“国家队”从
事公益性开发推广。

王晖表示，今后要积极拓宽科技
成果转化思路，规范成果转化考核激励
机制，通过出台各类奖励机制、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搭建以“科技主管部门 +
科研单位 + 市场”为主体的成果交易转
化平台，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的科
技成果转化自主权，并从制度上优化科
技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将转化工作的重心从过去单纯依
托企业主导转到“国家队”全面入场，
“国家队”与行业企业齐头并进的成果
入市转化新模式，让农业科技成果更好
地服务于云南特色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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