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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长三角 2015—2021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长三角地区的技术转

移与成果转化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样本区间内，各省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逐年攀升。从影响因素来

看，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当地GDP、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数对长三角地区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具有显

著的影响。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从产业化基地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和利益分配机制 3 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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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5-2021, entropy-TOPSIS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se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capac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capacity of each province climbs year by year during the sample interval. In term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number of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s at or above the provincial level, local GDP 
and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s in high-tech industri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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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实现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有助于科技与经

济融合，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思想、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科学技术成果只有同

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相结合，才能实现创新

价值。科技成果转化通常是指将科技创新成果进

行开发、应用和推广，进而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经

济效益。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主要包含研发、小

试、中试、产业化 4 个环节。技术转移与成果转

化的一系列活动是科学技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能否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能

否更有效地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是如今全球

各个国家的科技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方向 [1]。

在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需要依赖一流的原创成

果作为支撑，但是目前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投入还

不够高。另外，科学技术成果的研究周期较长，

很难在短期内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2]。因此，

在促进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方面，我国需要投入

大量的专业领域人才进行相关研究 [3]。如何加速

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在国内和国际双循环体系下

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是目前科技政策研究和体制

机制改革的热点问题。因此，开展技术转移与成

果转化的能力评价研究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对于加强技术创新政策优化配置、改善技术转移

与成果转化的效率、促进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现

实的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关于技术转移绩效评价的研究主

要处于实证分析阶段，多运用非参数的DEA方法

通过模型改进提高技术转移绩效测算的准确度，

区域、高校和行业是主要研究对象。在国内的一

系列研究中，DEA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如企业创新效率、产业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科

研效率和环境绩效等 [4-8]。

在产业技术转移方面，黄鲁成等 [9]利用三阶

段DEA测算了新兴养老科技产业的创新效率，发

现新兴养老科技产业创新效率存在一定差异。林

青宁等 [10]基于DEA和SSBM模型测算农业企业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发现中部农业企业科技成

果转化效率均值排名第一，随后是西部和东部地

区。在区域技术转移上，现有文献大多从R&D
人员及经费支出、专利授权数、技术合同成交

额及成交数、新产品销售额等方面构建评价体

系，并发现目前中国的区域技术转移效率还有较

大上升空间，区域异质性明显。如张凤等 [11]通过

DEA模型，测度北京市、上海市和深圳市的技术

转移效率，发现这 3 座城市在R&D经费投入和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方面均存在不足。吕荣杰等 [12]

以高校和企业为主体对比分析省市技术转移效

率，结果发现技术创新是制约总体技术转移效率

提升的关键因素。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采用齐夫定律、SFA、

空间杜宾模型和熵值法等对技术转移成效进行测

度。如潘雄锋等 [13]对我国省际技术转移空间规模

结构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技术转移的空间规模结

构变化呈现单分形齐夫分布状态。张贵等 [14]利

用我国省际之间的专利权转让数据搭建技术转移

网络，发现我国技术转移活动呈现明显的集聚特

征，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国外也有相关文献对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进

行研究。Chen[15]研究发现管理授权的方式能够提

高跨国企业的技术转让水平，如果技术转让成本

足够高的话，管理委托降低了直接进入模式被优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capac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inally,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n three aspects: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bases, broadening of financing channels and bene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Key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ntropy TOPSI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results transformation, QR 
quantile, capabi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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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选择的可能性。Uusitalo等 [16]研究了建筑公司

参与技术转让情况，结果发现工业化住宅建设平

台战略能够协助公司解决技术转让存在的不确定

性。Soares等 [17]利用负二项式回归模型，研究发

现技术转移的相关法规质量有利于专利申请和许

可活动。Hayashi[18]通过半结构性访谈，对印度

的风力发电行业进行分析，发现创新能力的积累

主要是通过转让机制使接受者参与研究和开发。

在技术转移影响因素及后果方面，Cai等 [19]发现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技术转移水平提升，且刺激了

不同的技术转移方向。Kouladoum等 [20]评估了非

洲国家的技术转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

现技术转让对非洲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的显著影

响。Bolatan等 [21]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调查了技术

转让、创新管理、领导力等多种因素的相对复杂

性以及对创新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导力对任

何技术转让和创新过程都有强烈而直接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技术转移

与成果转化的相关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其

一，科技成果转化评价的研究方法较多，主要有

主成分分析法、DEA法、网络分析法及TOPSIS
等；其二，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的范围较广，包

括某一具体行业或领域以及地区或国家，并且也

有对技术成果转化过程进行评价研究，但缺乏区

域层面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评价相关的研

究；其三，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较为多样，但部分指标体系过多，可能会影响最

终的评价结果。其四，在对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

进行评价时，少数研究仅采用横截面数据，这样

无法从时间维度上对地区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情

况进行纵向比较。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地区的技

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情况为研究对象，在建立技

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结构框架的基础上，利用熵

权-TOPSIS方法对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进行评

价，并采用QR（quantile regression）分位数回

归方法对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以期为构建科学的合理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

化研究框架、优化相关政策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模型选择

2.1.1 熵权-TOPSIS法

TOPSIS法通常对样本数据要求不高，它可

以全面体现各评价指标的具体情况，从而评估研

究对象的综合竞争力，因此TOPSIS法被项目风

险评估、地区科技竞争力等相关领域研究广泛采

用。但在采用此方法时，各指标权重需要通过专

家评估来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性，可

能导致评价结果有所偏差。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

权法，可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计算其权重，从

而减少主观赋值所产生的误差。因此，在确定权

重时，可以采用熵权法来提高评价的准确性。本

文将首先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再利用TOPSIS
方法计算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的相对贴进

度，最后对江苏省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进行

综合评价。

（1）熵权法求权重

若指标体系中有n个目标，m个属性，用aij

代表第 i个目标的第 j个指标的数值。由此可以构

成原始矩阵： 

 A =
 
 
 
  a a

a a
  

11 1

n nm1





m

n m×

为解决单位不同造成的量纲问题，需要进行

相应标准化处理。处理方式如下：

正向指标：

aij
+ = +

max( , , ) min( , , )a a a a1 1

a a a

j nj j nj

ij j nj

 

− mi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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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指标：

aij
- = +

max( , , ) min( , , )a a a a1 1

max( , , )

j nj j nj 

a a a1 j nj ij

−

−
1 

将指标进行标准化后的数值依然记为aij。

接着，计算第 i个目标的第 j个指标值占整个

j项指标总值的比重。其计算公式为：

 Pij =

∑
i=

n

a

1

ij

a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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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公式为：

 e k P Pj ij ij= − × ×∑
i=

n

1
ln

式中，k =
ln

1
m
，0≤e≤1。

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冗余度：gi=1-ei。最

后计算权重wj：

 wj =

∑
j

m

=

g

1
g

j

j

式中的wj即为各项指标通过熵值法计算出来

的权重。

（2）TOPSIS法计算加权规范化矩阵

对原始数据进行趋同化处理，将原来的每个

指标aij化为：

 Vij =

∑
i=

n

a

1

ij

aij
2

根据所求得的权重wj，将对应的元素相乘可

以得出加权规范化矩阵：

z = =
     
     
     
          v v w f f

v v w f f
        

m mn n m mn

11 1 1 11 1

1 1

  

  

n n

0

0

（3）确定评估目标的正负理想解

根据TOPSIS法的含义，各评估目标的最优

值就是正理想解，最差值则为负理想解。

正理想解：f j
+ =





max( ),
min( ),f j J

f j J

ij

ij

∈
∈

−

+

负理想解： f j
− =



max( ),

min( ),f j J
f j J
ij

ij

∈
∈

+

−

式中，J+为收益性指标，指标值越大越

好；J-为成本性指标，指标值越大对评估结果越

不利。

（4）计算正负理想解距离

为了计算正负理想解距离，采用ｎ维欧几里

德公式来计算各目标值到正理想解的距离S+，以

及各指标到负理想解的距离S-。目标值越接近

正理想解，并远离负理想解，则这个评价目标

越优；离正理想解越远，接近负理想解的目标

越劣。

（5）计算相对贴进度

计算各评价目标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

C（0≤C≤1）。当C越高时，目标越优。再根据

所计算得到的相对贴进度进行排序。其计算公

式为：

 Ci = S Si i
+ −

S
+
i
−

2.1.2 QR分位数回归

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来分析长三角地区技

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这

个模型相较于其他模型（如OLS回归）具有独

特优势，主要表现在此方法不容易受到非正态分

布和异方差的影响，能够计算得出解释变量在不

同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进而使得结果更具说服

力 [22]。具体计算公式为：

 Q X Xyi i i( / )=δ β δ ε δ' + +( ) ( )

式中，Qyi（δ/Xi）表示yi第δ个条件的分位

点；β（δ）为第δ个分位数系数估计。在此基础

上，本文将分位数基本回归模型与面板数据有效

结合，最终模型为：

 
Q X x x xyi it( / )=δ β β δ β δ β δ

β δ β δ ε4 4 5 5

0 1 1 2 2 3 3

( ) ( )
+ + + +

x x
( ) ( ) ( )
+ + it

2.2 指标体系设计

从我国的地区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现实情

况来看，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促进技术转移与成果

转化的重要动因之一。地区发展的迫切需求能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技术研发投入水平，从而推动整

体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同时，技术转移与成

果转化也会受到能力导向的作用。如地区创新和

转化产出能力是影响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水平的

重要因素 [23]。

地区的研发创新能力能够保证技术转移与成

果转化活动的顺利展开，无论是技术转移的产出

还是吸纳都依赖于相匹配的研发或产出能力。当

前，我国地区研发创新能力还存在较大差异，这

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技术转移创新产出与吸收能

力的区域差异，成为影响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

关键要素。研发创新能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产生影响：首先是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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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投入，财政资源投入奠定了创新能力基础，而

创新能力又是影响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重要因

素，因此研发投入对技术转移起着关键作用。其

次是人力资源投入，地区的技术创新人才投入在

一定程度上与创新能力水平密切相关，在技术创

新过程中引进技术创新等人才，可提高地区知识

流动效能，进而促进地区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

顺利实现 [23]。

地区的科技创新成果产出能力是指地区能够

产出科技创新成果的能力。有效的科技创新成果

通常是指具备较大转移转化潜力的科技创新成果。

有效的科技创新成果不仅要保证产出的成果数量，

也要确保成果质量。如果科技创新成果的数量不

够，则会制约科技成果需求方选择的目标范围。

因此，地区创新成果产出能力可以从数量和质量

加以体现 [24]。转化产出绩效能力是各个地区的技

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对接服务的关键环节，体现了

地区内高校产学研合作水平机制以及效果。同时，

也反映了当地技术市场容量的大小。当技术市场

容量较大时，科技成果的需求方通常有着更强的

欲望向地区技术市场来获取技术成果；当技术市

场容量较小时，技术成果需求的规模也会随之减

小。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需求若能够合理匹配，

则必然会产生经济与社会效益 [24]。

综合以上分析，为了能够得到较为全面的评

价结果，本文借鉴彭峰等 [25]和冯华等 [26]的做法，

从财政资源投入能力、人力资源投入能力、创新

成果产出能力和转化产出绩效能力等维度，构建

了长三角地区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

系（表 1）。在这个评价体系中，财政资源投入能

力包含 4 个二级指标，人力资源投入能力包含 2
个二级指标，创新成果产出能力包含 5 个二级指

标，转化产出绩效能力包含 3 个二级指标。整个

评价体系共有 14 个评价指标，涉及投入、创新

成果、产出等多个方面。

财政资源投入能力主要包括R&D经费支出、

R&D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科学技术支出、

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等指标，这些指标

为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力

资源投入能力主要包括从事科技活动人数、研究

与试验发展人员等，进行科研创新活动的高素质

人才有助于地区技术转移与相关成果产出，这些

人才可推动地区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朝着更深

和更高的层次发展。创新成果产出能力包括有效

发明专利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密度、科技论文

数量、专利授权数、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数量等。

专利和科技论文发表情况不仅代表着高校的科技

创新产出实力，也体现出区域技术转移与成果转

化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区域的技术

创新水平。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则毋庸置疑，代表

了地区的创新和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实力。转

化产出绩效能力则主要用技术合同成交额、成交

项目数以及占当地GDP比值来表示。具体指标见

表 1。
2.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5—2021 年长三角中江苏、上

海、浙江和安徽 4 个省份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

指标数据以及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影响因素

的指标数据，数据主要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获取。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权重确定

本文根据熵权法的原理，对上述所选出的

表 1 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财政资源投入能力

R&D经费支出 /亿元

R&D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 /%

科学技术支出 /亿元

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人力资源投入能力
从事科技活动人数 /人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 /万人

创新成果产出能力

有效发明专利授权量 /件

有效发明专利密度（件 /万人）

科技论文数量 /篇

专利授权数 /件

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数量 /个

转化产出绩效能力

技术合同成交额 /亿元

技术合同成交项数 /项

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当地GDP的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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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个评价指标进行权重计算。最终各指标的权重

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出，各个指标的

熵权权重差距较大，其中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当地

GDP比值的评价指标对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评价

影响最大，为 26.37%，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数量

的权重最小，为 0.59%。

3.2 熵权TOPSIS评价

根据熵权TOPSIS方法，计算出长三角地区

4 个省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的正理想解以

及负理想解，最后计算出相对贴进度，最终结果

如表 3 所示。

采用线性加权的方法进一步测算出长三角 4
省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的相对接近程度，

进而得到长三角各省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评价对

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贴近度。本文中的相对贴近

度大小代表样本中各省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

的高低，相对贴近度的值分布在 0 和 1 之间。若

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相对贴近度接近 1，说明

此地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较强。根据长三

角地区各省情况，2015—2021 年各省份的技术转

移与成果转化能力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江

苏省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最强，其次是浙江

省，再次是上海市，安徽省则处于落后地位。

从评价结果来看，江苏省的技术转移与成果

转化能力较强的原因可能在于，近年来江苏省逐

渐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当成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引擎，并将技术转移工作纳入高质量

考核指标，深入践行“服务发展、服务决策、服

务落实”的科技“三服务”。自 2018 年以来，江

苏省为有效提高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能力，出

台了多项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不断地加大了技

术转移、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力求上下衔接、

协同推动技术转移体系更加完善，且高质量地推

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如在省级层面，江苏

省科技厅与财政厅在 2018 年联合印发的《江苏

省技术转移奖补资金实施细则（试行）》提出，

要鼓励技术交易单位做大做强，鼓励技术成果优

先在省内转移转化；在市级层面，南京市出台了

相关文件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入在 50 万元以

上的科研人员实行一定比例的奖励，无锡市出台

了文件提出要给予本市技术输出方最高 10 万元

奖补。

3.3 QR分位数回归分析

由长三角 4 省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评价

结果可明显看出，2015—2021 年长三角 4 省份的

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

进一步分析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本文将采用分

位数回归的方法来厘清可能影响长三角 4 省技术

转移与成果转化的因素。具体而言，本文以技术

转移与成果转化的评价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以

表 2 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熵权权重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值 /%

财政资源投入能力

R&D经费支出 /亿元 4.71

R&D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 /% 1.05

科学技术支出 /亿元 1.71

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0.65

人力资源投入能力
从事科技活动人数 /人 1.07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 /万人 6.49

创新成果产出能力

有效发明专利授权量 /件 6.82

有效发明专利密度（件 /万人） 13.08

科技论文数量 /篇 13.83

专利授权数 /件 8.97

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数量 /个 0.59

转化产出绩效能力

技术合同成交额 /亿元 9.87

技术合同成交项数 /项 4.80

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当地GDP的比重 /% 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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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x1）、科研机构数

（x2）、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法规与激励政策办法

出台数量（x3）、当地GDP（x4）、高新技术产业

企业数（x5）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选取

0.25 ～ 0.75 分位点来分析各个解释变量对长三角

各省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表 4 展示

了分位数回归结果。从表 4 可以看出，省级以上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当地GDP、高新技术产业

企业数对长三角地区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

具有显著的影响。

从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发挥的作

用来看，在 0.25 和 0.5 的分位数上，其对技术转

移与成果转化会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通常情况

下，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主要作用是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培育科技型企业等，但在本文的研究中并

没有发挥出促进作用。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目前

长三角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还不够多，

无法有效地发挥助推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带动作

用。这也说明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将重点放在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上来，为技术转移与成果

转化提供良好的环境。

当地GDP对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存在显著

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长三角各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越能够为研究与试验人员提供充足

经费，对人才的集聚吸纳能力也会越强，这有利

于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的提升。同时，可以

间接地吸引更多的科技创新活动人员的投入，进

而促进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此外，高新技术

表 3 正负理想解与贴进度

省份 年份 正理想解距离D+ 负理想解距离D- 相对接近度C

江苏省

2015 41 179.603 21 848.786 0.347

2016 42 379.419 20 282.683 0.324

2017 42 353.008 20 183.217 0.323

2018 35 811.322 27 359.497 0.433

2019 34 956.191 28 250.258 0.447

2020 22 086.635 44 634.522 0.669

2021 15 985.175 57 492.251 0.782

上海市

2015 57 697.362 4 509.762 0.072

2016 58 064.720 13 658.287 0.190

2017 47 334.502 18 250.707 0.278

2018 50 375.806 18 159.570 0.265

2019 49 311.533 20 390.022 0.293

2020 45 701.488 22 366.022 0.329

2021 41 825.405 27 082.005 0.393

浙江省

2015 41 045.417 21 488.441 0.344

2016 41 475.859 21 326.091 0.340

2017 41 864.777 20 995.756 0.334

2018 36 171.506 26 480.398 0.423

2019 35 928.442 26 745.045 0.427

2020 27 743.621 35 560.257 0.562

2021 20 963.301 44 148.069 0.678

安徽省

2015 57 938.860 4 301.195 0.069

2016 57 538.877 4 709.537 0.076

2017 57 601.345 4 717.744 0.076

2018 55 779.396 6 655.388 0.107

2019 55 623.299 6 832.015 0.109

2020 52 350.860 10 325.797 0.165

2021 49 511.730 13 375.237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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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企业对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也存在着促进作

用。这说明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影响技术转移与

成果转化的重要外部因素，其拥有较强的研发创

造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可以产生企业自身的核

心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企业能够促进企业科

技转型，打造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在本领域中

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高端技术开发能力，

进而为当地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提供坚实的

基础。

4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熵权-TOPSIS以及QR分位数回归

的方法对 2015—2021 年长三角地区 4 省的技术

转移与成果转化情况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

素。研究结果表明，在 2015—2021 年间，各省

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逐年攀升。从影响

因素来看，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当地

GDP、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数对长三角地区的技术

转移与成果转化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

4.2 对策建议

（1）加强长三角地区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建

设。长三角地区的省份应当加强对产业基地建设

的重视程度，结合联合招投标和政策支持等多种

形式，推动相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在基地内得

到更好的转化。同时，基地也应该借鉴省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的模式，积极争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和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重点项目的落地转化，以

解决当前科技创新发展的“瓶颈”问题。另外，

需加强与大型研究院所的深度合作，并了解其专

家的研究方向和进展情况，提前探索和布局符合

基地产业创新发展需求的科技成果转移和转化

模式。

（2）拓展科技成果转化的投融资渠道。充

分有效地发挥各地区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引导基

金的杠杆作用，结合政府采购、税收减免、风险

补偿、股权投资等多样化的投入方式，使技术创

新活动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均能获得政府资金支

持。鼓励相关金融部门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等融资支持力度，发展创业投资和风险

投资，充分引导民间投资、政府和金融资本三

方共促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构建一个全方位、

多层次、宽渠道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投融资

体系。

（3）构建合理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根据行

业和所属领域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建立相应的计

算方法、计算基础，为避免因利益分配不公而导

致纠纷和争端，需要制定完善的补救措施，从而

表 4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分位数 0.25 分位数 0.50 分位数 0.75

常数
-0.135

（-1.088）
-0.148

（-1.371）
0.056

（0.470）

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x1

-0.001***
（-3.341）

-0.000*
（-1.890）

-0.000
（-0.323）

科研机构数x2

0.000
（0.046）

0.001
（0.660）

-0.000
（-0.318）

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法规与激励政策办法出台数量x3

-0.002
（-0.960）

-0.003
（-1.670）

-0.004
（-1.419）

当地GDP x4

0.000*** 
（6.181）

0.000***
（4.353）

0.000
（1.399）

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数x5

0.000*** 
（4.909）

0.000***
（5.414）

0.000**
（4.122）

样本量 28 28 28

R2 0.747 0.704 0.704

注：* p<0.1 ，** p<0.05，*** p<0.0；括号里面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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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各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此外，为鼓励大

学、教师和科研人员能够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进

行研发创新活动，需要明确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

比例，重视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相关人才培养，

搭建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基地，通过产

学研合作，让相关人员深入了解行业市场需求，

掌握行业发展趋势，加速培养技术转移和成果转

化领域的关键核心人才。加大对技术转移与成果

转化的宣传力度，利用网络媒体和社交软件等极

大力度扩宽宣传范围，以提供更多技术转移与成

果转化的机会。

4.3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文仅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和

安徽 4 个省份层面进行研究，而研究个体较少。

未来可将长三角地区城市群作为样本，进一步扩

充样本量，比较各城市之间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

化情况。此外，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等原因，尚未

考虑可能影响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其他指标。

如各地区的技术经理人数量、科技镇长团成员

数、科技招商以及省科技创新券服务企业数等。

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考虑上述指标，构建更加

全面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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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所等应急响应用户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和信息

保障。

4 结语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是当

代科学界的两个重要任务之一。科学数据中心作

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主动担负起

相关的任务。本文为改变我国各科学数据中心独

立、重复开展应急事件响应服务的现状，提出了

一种面向重大事件的科学数据中心联合应急响应

机制。这个应急响应机制在不改变各数据中心现

有业务体系的基础上，为更加高效、精准助力应

急事件处理工作提供了渠道统一、覆盖全面、迅

速响应的技术途径，促进了科学数据中心主动对

接和圆满完成国家重大需求的任务，并在提升跨

领域科学数据利用率的同时，扩大了我国科学数

据中心社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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