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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创新是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新常态下，对推动环保产业升级和转型尤为重要。基于第四次全国环保产

业 23 820 家企业的环境技术研发情况调查数据，采用描述统计的方法，对 2011 年我国环保产业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成果状

况进行分析，并定性分析了我国环保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为决策者全面掌握环保产业的研发投入与产出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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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and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the new normal.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fourth survey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situation of 23 820 enterprises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with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 the state of R&D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n 2011 a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s R&D capabilities is made to help decision-makers to fully grasp the 
inputs and outputs for R&D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D investment; policy recommendation

一、前言

后危机时代，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重大发

展需求、提高有效供给，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并建立创新型国家提供支撑已成为各国共识 [1]。

环保产业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总量保

持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产业的升级与转型。由

于环保产业涉及污染物处理处置、环保设施的建设

与运营、废弃物综合利用、资源循环利用以及清洁

生产等方面，涉及面广，技术水平要求高，必须建

立在高科技的基础之上。技术创新不仅是环保产业

形成发展的直接驱动力，也是环保产业取得突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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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的关键 [2]。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

中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从数量扩张型增长阶段向质

量提升型增长阶段转变。在新常态下，后发优势的

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

动力等也将发生转变 [3,4]。环保产业处于创新与变

革的新时期，要完成升级和转型并实现长久的生存

和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而研发投入是环保企业

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研发水平直接决定着产业的

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5,6]。环保产业不仅要加大

研发经费与人员投入，更要提高技术成果转化的效

率。确保环保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引导企业

将资金投入到核心技术的创新上，首先需要对我国

环保产业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成果的现状进行全面

了解。本文基于第四次全国环保产业 23 820 家企业

的环境技术研发情况调查数据，采用描述统计的方

法，对 2011 年我国环保产业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

成果状况进行分析，并定性分析了我国环保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为决策者全面掌握环保产

业的研发投入与产出提供依据。

二、环保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总体状况

我国环保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总体情况见表 1。

2011 年，全国环保产业从业单位 23 820 个，其

中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 2 385 个，环保产业有研发

活动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不为零）占 11.8 %，略

高于中国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10 %）。 
在核心环保领域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占 15.6 %，

高于环保产业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

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全国环保产业从业单位

环境技术研发经费总投入为 342.72 亿元，仅占营业

收入的 1.11 %，远低于发达国家 3.82 % 的平均水

平。目前，我国的环保产业技术研发经费投入主要

以企业自有资金投入为主，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

为辅。研发经费中政府资金 27.11 亿元，企业自有

资金 279.33 亿元，金融机构贷款 30.46 亿元，其他

资金 6.01 亿元，研发经费结构见图 1。
在研发人员投入方面，全国环境保护及其相关

产业从业人员 319.5 万人，其中研发人员 17.04万人，

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5.33 %。

在技术创新成果方面，全国环保产业共研发

了环保产业技术 3 698 项，实现工业化生产技术 
2 081 项 [7]，获得专利总数 30 115 个，其中发明专

利 6 728 个，实用新型专利 14 233 个，外观专利 
9 154 个，专利类型占比见图 2。同时，环境技术产

业化后，形成新产品的销售产值 2 221.47 亿元，占

环保产业总产值的约 7 %；形成新产品的出口创汇

表 1  全国环保产业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情况

项目
从业单
位数
/ 个

有研发活
动企业数

/ 个

研发经费
投入

/ 亿元

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

/%

研发人员
投入

/ 万人

研发人员
投入强度

/%

已获专利
证书数量

/ 个

形成新产品
的销售产值

/ 亿元

形成新产品
的出口创汇

/ 亿美元

全国 23 820 2 385 342.72 1.11 17.04 5.33 30 116 2 221.47 45.11
数据来源：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及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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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环保产业研发经费投入结构占比
数据来源：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及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调查。

图 2  全国环保产业已获专利证书类型占比
数据来源：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及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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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1 亿美元，占环保产业总出口创汇的 13 %。

从全国环保产业总体研发状况可以看出，我

国环保产业具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少，占全部企业

的比重低，90 % 的环保企业不具备研发能力，研

发活动并没有成为一般企业的自主行为。并且，

具有研发活动的环保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较低，

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该研发现状符合目前

很多国内的环保企业缺乏对环保技术研发的重视，

造成产品的同质性强、科技含量低下、竞争力不

强的产业发展现实。未来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国外

环保企业涌入我国环保市场的情况下，如果不重

视提高产品的研究开发，将很难获得较好的经济

效益。

三、环保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地域分异

我国环保产业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成果在大陆

30 个地区（无西藏地区数据）的差异显著（见表 2）。

表 2  各地区环保产业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情况

地区
研发经
费投入
/ 亿元

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

/%

研发人员
投入

/ 万人

研发人员
投入强度

/%

已获专利证书
数量
/ 个

形成新产品的
销售产值

/ 亿元

形成新产品的
出口创汇
/ 亿美元

北京 22.562 6 1.14 1.014 0 7.38 2 644 58.094 2 0.481 8

天津 6.731 2 0.57 0.295 3 5.15 363 23.710 7 0.321 5

河北 4.449 1 0.82 0.745 0 6.81 126 17.684 8 0.046 9

山西 1.487 8 0.45 0.171 4 3.06 133 20.118 4 0

内蒙古 0.770 3 0.86 0.048 7 1.26 37 7.768 6 0.002 5

辽宁 4.877 2 0.35 0.940 8 4.87 370 15.453 3 0.244 6

吉林 4.637 7 0.17 0.248 2 3.89 88 2.831 7 0.005 7

黑龙江 7.249 4 2.33 0.214 8 2.66 102 3.931 7 0.099 8

上海 36.348 1 1.08 0.895 5 7.38 1 463 665.659 4 0.148 3

江苏 90.754 8 2.41 2.363 9 6.39 5 366 178.848 8 2.193 4

浙江 18.643 6 0.84 1.182 9 4.68 2 343 83.873 8 1.737 8

安徽 7.228 9 0.52 0.919 4 6.52 822 48.175 5 0.519 0

福建 13.573 3 1.36 0.791 0 6.62 579 310.697 7 32.732 1

江西 9.552 2 1.19 0.329 7 3.85 496 159.342 6 0.178 1

山东 29.275 9 2.17 1.344 1 6.58 2 766 128.172 2 1.036 7

河南 9.726 2 0.98 0.477 4 3.66 914 35.002 4 0.567 5

湖北 18.740 9 1.18 0.793 9 6.09 1 212 51.792 1 0.810 4

湖南 9.940 4 1.85 0.343 9 4.43 1 100 52.585 7 0.259 1

广东 15.699 6 0.49 2.288 5 6.50 3 971 209.779 6 3.574 4

广西 4.766 5 1.56 0.119 4 2.53 59 55.012 6 0.005 4

海南 1.152 1 0.98 0.014 8 1.51 13 0.216 0 0

重庆 4.777 4 0.47 0.358 8 2.95 940 36.347 5 0.065 5

四川 7.195 3 1.20 0.554 6 4.64 2 868 25.220 0 0.019 4

贵州 1.102 6 0.35 0.062 5 1.47 196 0.714 9 0.005 1

云南 2.802 9 2.88 0.084 4 3.26 161 7.926 1 0.000 4

陕西 4.657 8 1.45 0.246 4 7.36 620 13.394 0 0.005 8

甘肃 0.446 6 1.01 0.029 9 3.58 24 1.603 7 0

青海 0.357 2 1.05 0.053 6 4.29 7 1.799 9 0

宁夏 0.355 4 1.30 0.030 4 2.23 9 0.624 2 0.03

新疆 2.867 4 2.15 0.075 4 1.97 324 5.087 2 0.028 4
数据来源：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及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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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地区环保产业研发投入水平不均衡，研发

经费和人员投入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从研发投入总量看，江苏、上海、山东、北京、

浙江、广东、福建等东部地区的环保企业是我国环

保产业自主创新的中坚力量，其研发投入总量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江苏，研发投入遥遥领先于

其他地区，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投入分别达到全国

的 26 % 和 13 %。西部地区的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研发投入占比与各地区环保

产业发展水平及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符。

（二）不同地区研发投入强度高的原因不同，研发

投入强度与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相关

我国环保产业研发强度的地区分布并没有呈现

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特征。东部地区研发投

入总量占绝对优势，但研发投入强度相对于研发投

入总量并没有显著的优势。除江苏研发经费投入强

度较高，反映了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资金密集的结

构特征。广东等沿海地区中小型企业多，研发投入

总量高，但强度较低。而一些西部地区，环保企业少，

营业收入低，政府财政扶持力度大，相应的研发投

入强度较高。

（三）不同地区研发经费来源结构存在差异，部分

地区基本靠政府财政支持

我国环保企业研发经费的来源主要有政府、金

融机构和企业，不同地区研发经费结构存在差异（见

图 3）。广西、海南和内蒙等部分地区主要依赖政府

资金支持，环保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环

保产业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研发经费主要来源于企

业自有资金，其自主创新机制已经初步形成，但北

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优势并未显现。

（四）拥有专利证书较多的环保企业集中在东部和

中部地区，不同专利类型结构对各地区技术

产业化有一定影响

我国环境技术研发已获专利证书数量超过 
1 000 个的地区分别是江苏、广东、四川、山东、北京、

浙江、上海、湖北和湖南，这些地区基本为东部和

中部地区，占全部地区已获专利证书数量的 79 %。

青海、宁夏等西部地区已获专利数量不足 10 个。

已获专利证书数量的地区分布与研发投入分布特征

基本一致。

不同地区专利类型结构存在差异（见图 4），宁

夏地区仅有发明专利，甘肃和青海地区仅有发明专

利和实用型专利。2011 年，我国专利实施的总体比

例为 70 %，从专利类型来看，发明专利实施率为

59 %，实用新型专利实施率为 68.6 %，外观设计专

利实施率为 74.9 % [8]。从我国专利实施情况数据可

以看出实用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实施率高于发

明专利，更利于专利技术的产业化。以上海和北京

为例，北京地区已获专利证书数量是上海地区的 1.8
倍，但上海地区形成新产品的销售产值是北京地区

的 11.5 倍，技术产业化效率明显高于北京地区。从

已获专利的专利类型结构看，北京地区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占比高于上海地区，而上海地区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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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保产业分地区研发经费投入结构
数据来源：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及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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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专利占比（39.7 %）远远高于北京地区（8.59 %）。

借鉴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经验，应鼓励我国环保企业

重视外观设计专利的研发。

（五）地区间环境技术形成新产品的销售产值和出

口创汇不均衡

我国地区间环境技术形成新产品的销售产值和

出口创汇额显示出巨大差异，形成新产品销售产值

排名前十的地区占总数的 85 %；福建地区形成新产

品的出口创汇额最高，达到 32.73 亿美元，占各地

区环境技术形成新产品出口创汇总额的73 %。山西、

海南、甘肃和青海地区的环境技术形成新产品的出

口创汇额为零。

四、环保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行业分异

我国核心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

行业差异（见表 3）。

（一）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控制、土壤污染治理

等领域技术现状

水污染控制技术和大气污染控制技术领域是环

境技术创新的重点领域，具有研发能力的从业单位

数和研发经费投入分别占全部细分行业总数的 69 %
和 70 %，已获专利证书数量、形成新产品的销售产

值和形成新产品的出口创汇额分别占全部细分行业

的 73 %、92 % 和 68 %。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

辐射污染防护技术研发领域的研发能力薄弱，具有

研发能力的企业和研发经费投入仅占全部细分行业

的 1 %。环保产业研发投入的行业特征符合我国环境

保护管理工作现实。近年来，我国常规污水处理技术、

电除尘、袋式除尘技术等已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膜分离技术与产品取得一定突破，并在规模较小的

污水处理中得到广泛应用，脱硫设备基本实现国产

化，脱硝技术和催化剂等取得积极进展 [9]。在“十三五”

期间，随着国家对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领域的重视，

企业环境技术研发重点将向该领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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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环保产业分地区已获专利证书类型结构
数据来源：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及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调查。

表 3  环保产业细分领域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情况

细分领域
具有研发能力的
单位数量 / 家

研发经费投入
/ 亿元

已获专利证书
数量 / 个

形成新产品的
销售产值 / 亿元

形成新产品的出口
创汇 / 亿美元

水污染控制 793 42.082 3 4 365 86.234 5 0.406 5
大气污染控制 563 47.151 2 5 788 973.925 8 1.118 3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182 10.729 7 1 179 32.816 4 0.119 7
噪声及振动控制 58 2.638 0 323 6.368 6 0.116 6
辐射污染防护 6 0.332 1 53 0.784 4 0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19 1.813 6 37 2.561 7 0
生态修复及生态保护 47 1.419 3 94 3.094 9 0.085 6
环境监测 147 7.028 9 849 14.547 6 0.051 8
环境服务 164 13.380 4 1 131 29.664 9 0.322 4
数据来源：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及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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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服务领域作为环保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发展领域，其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目前，仅有 1.9 % 的环境服务企业具有研发活

动，远远低于环保产业其他领域。根据发达国家的

经验，环境产业由成长期过渡到成熟期，环境服务

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我国环境产业的不断发展，

未来综合环境服务业会逐渐成为环境产业的主流业

态。因此，必须通过创新驱动环境服务业的发展，

使其在广度上可以不断探索新的环境服务领域，提

供有效供给；在深度上可以延伸环保产业链，挖掘

潜在需求。

（三）细分行业研发经费结构和已获专利类型结构

存在一定差异

各细分行业研发经费投入在来源结构中存在一

定差异（见图 5），其中土壤污染治理和固废处理处

置领域的政府经费支持最多，分别占到了该领域研

发投入经费的 23 % 和 19 %，对扶持土壤污染治理

和固废处理处置领域技术研发起到了一定作用。

各细分行业已获专利证书类型结构存在一定差

异（见图 6），以水污染控制和大气污染控制领域

为例，其发明专利、实用型专利和外观专利的结构

占比分别为 24 %、56 %、20 % 和 16 %、49 % 和

35 %。大气污染控制领域形成新产品的销售产值和

形成新产品的出口创汇额分别是水污染控制领域的

11.3 倍和 2.8 倍。已获专利证书数量和结构对细分

领域的技术产业化有一定的影响。

五、环保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环保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受到企业自身因素的内

部影响，同时也受到外部资金支持和现有科技体系

的外部影响。

（一）企业自身因素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分析

研发投入是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物质保障。环

保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到企业规模、从业特性、

所有制和上市情况等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

1. 企业规模影响

规模经济带来规模效应，企业规模大更有利于

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更有利于现代化

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开发。尽管我国环保产业处于高

速发展阶段，但是环保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规模

效益不明显 [6]。以我国环境保护产品生产经营行业

为例，将企业按规模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和微

型企业，占比分别为 1.56 %、30.69 %、48.42 % 和

18.93 %，其研发经费投入的占比分别为 19.05 %、

62.61 %、16.56 % 和 1.78 %。可以看出大中型企业

是我国环保产业研发的中坚力量。而企业数占比近

70 % 的小微型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比不到 20 %，

说明大多数的小微型企业没有研发能力，研发经费

投入严重不足。

从发达国家环保产业发展经验看，发达国家环

保产业集中度非常高，形成以综合性的大型企业主

导市场。环保行业是技术和资本驱动型行业，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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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规模实力不断提升，从而有更强的实力进行环

保技术的研发活动。随着我国环保行业并购过程的

持续，中国环保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也将形成

主要依靠大型综合性环保行业巨头为主的行业发展

格局。环保行业巨头的形成有利于环保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的提升。

2. 上市情况影响

在被调查的 2 万多家环保企业中有 402 家上市

环保企业，上市环保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为 2.75 %，

高于未上市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0.9 %）。上市环

保企业规模较大，融资能力强，有能力开展环保产

业技术研发活动。

3. 从业特性影响

我国目前兼业环保企业和专业环保企业的数量

基本持平，随着更多传统能源行业转型跨界，或将

形成更多的兼业环保企业。从研发投入强度来看，

专业环保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25 %）要高

于兼业环保企业（0.82 %）。专业环保企业大多拥

有自己的核心专利以及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并且企

业定位更加精准。因此，未来更多的兼业环保企业

要想真正打入环保市场并获得长期发展，必须更加

重视技术创新，通过增加环境技术研发投入等策略，

研发出自主的核心技术，增强企业竞争力。

4. 所有制影响

我国环保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包括：国有控股、

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控股、外资控股和其

他几种形式。从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看，占全部企业

总数 18 % 的国有和集体控股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

占全部企业的 21 %，平均研发投入高于私有控股

企业。一直以来我国环保企业研发投入面临这样的

两难：国有企业研发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和金融机

构，研发投入总量大、强度高是我国研发投入的中

坚力量，但是企业缺乏内生的激励与资金来源；私

营企业创新投入有内生激励，但缺乏政府财政和金

融机构信贷的大力支持。

（二）外部资金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不同来源的研发经费对企业研发具有不同的监 
督和激励效用，从而影响企业研发效率 [10–12] 。环保

企业研发投入的外部资金支持主要有两个来源，一

是政府的财政支持，二是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

国外研究经验表明，政府资金投入对企业研发

产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研发资金投入的研发

回报率低于企业自有资金研发回报率，但对于企业

研发产出仍有正向影响 [13,14]。同时，还有研究显示，

政府资金的投入为市场融资者提供了信息，减少了

企业的融资约束 [15]。我国研发经费结构在地区和行

业间有显著差异。从地区分布分析中可以看出，西

部地区，在金融市场不发达条件下，环保企业研发

投入的资金除来源于企业自有资金外，主要来源于

政府财政支持。在行业领域，政府资金更偏重土壤

污染治理领域和固废处理处置领域，相比已经较为

成熟的水污染控制和大气污染控制领域，这两个领

域的产业化程度不高，更需要政府资金的支持。

金融贷款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还贷的压力下迫

使企业提高研发效率。并且，政府资金和金融贷款

有明显的偏好。政府资金偏好专利申请，金融机构

偏好形成新产品的产值。从环保产业长远发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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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发明和实用型技术都很重要，不能只追逐眼前

利益。因此，可以通过增加政府资金来约束环保企

业追逐垄断收益，从而使得社会效益最大化。

（三）现有科技体系对环境技术成果转化的影响

分析

我国现有的科技创新体系不完善体现在：环保

产业研发资金投入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政府的财

政支持不稳定，资金监管也存在一些问题；以企业

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建立；市场化的技术交

易、转移和扩散平台尚未形成；社会化的技术成果

转移机制还不完善。这些体制和机制的不完善导致

我国环保关键技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无法形成产

品和设备的大规模产业化，严重制约了我国环保产

业的技术创新发展。

六、政策建议

我国环保产业整体研发能力较低，大多数环保

企业无研发活动，尚未形成企业自主研发机制。各

地区间研发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东、中、西部的环

保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均衡，东部地区整体优于中

部和西部地区。行业间研发经费投入主要集中在水

和大气污染控制领域，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领域和

辐射污染防护领域研发能力薄弱。从影响环保产业

技术创新的内部因素看，规模较大的企业研发投入

较多；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高于未上市企业；专

业环保企业研发投入高于兼业环保企业；国有企业

拥有政府和信贷支持缺乏内生激励，而私有企业有

内生激励但缺乏政府和金融信贷支持。从影响环保

产业技术创新的外部因素看，外部资金投入对环保

产业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尚不完善的科技体系制

约了环保产业技术创新的发展。为此，本文认为

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提高我国环保产业的技术创新

能力。

（一）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积极培育扶持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提高

企业自主研发的意识，鼓励未开展研发活动的环保

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有效地进行研发投入活动；

引导已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从长远的角度出发，重

视企业研发能力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保持研发投入

的连续性。鼓励环保企业兼并重组，促进环保行业

上市企业和龙头企业的形成与发展，以扩大企业规

模的方式，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鼓励兼业环保企业

和专业环保企业间开展技术合作，推动跨区域、跨

行业的投资合作模式。建立企业与研发机构、风险

投资机构等各类企业联合的技术研发合作模式，创

建政产学研创新体系。 

（二）构建多元化研发投入模式

多渠道多途径增加环保产业技术创新的研发投

入。在政府投入层面，加强政府对私人控股企业技

术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拓宽支持领域，减少政府

补助资金在项目申请过程的环节，建立过程监管及

成果审核机制，提高政府研发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引进社会资本层面，鼓励成立环保产业技术创新

基金，完善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多融

资新平台。同时，由于环保产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

创新在区域和行业发展不均衡，因此，按照地区和

行业协调的原则，在政府制定相关财政支持政策方

面，应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

辐射污染防护领域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三）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

完善环保产业技术创新的服务体系，加强企业

技术创新知识产权服务、检测认证体系机制的建设，

构建公平合理的市场规则体系，制定相应处罚机制，

形成反向约束。构建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方向、政

府辅助和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技术转化和推广的市

场化机制，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市场和创新的纽带作

用。落实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优惠政策，强化企业

研发经费抵扣税收等政策的落实，提高企业技术创

新投入的回报。 

（四）完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平台

培育建设一批专业化的科技成果孵化器及成果

转化中介服务机构，利用专业人员建立企业和科研

机构的沟通，引导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环保企业

的深入合作，搭建对接平台推进成果转化 , 加速环

保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进程。构建中小企业的公共

信息服务平台，建立技术创新专业网站，建立公共

技术信息数据库，为中小企业有针对性地提供市场、

技术、政策等信息和咨询服务，缩小中小企业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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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业化周期。建立技术成果效益评估机构，对新

产品的规模化生产能力、性能稳定性、收益成本等

方面进行评估，为企业提供技术成果的直接经济效

益评价结果。加强在西部地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

设，并在技术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股权

激励、技术入股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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