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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安徽创新馆技术经理人培训现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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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经理人，
更好服务科技成果转化？

在浙江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副主任徐啸
看来，技术经理人要具备和企业家、科研人
员深度对话的能力。从长期来看，业内更需
要能够懂政策、金融、技术、法律、营销等各
个环节的“复合型人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末，全国有效发明专利499.1万件，比上年
末增长18.5%。有效发明专利高速增长，为
技术经理人施展才干提供了广阔土壤。

高素质的技术经理人正在成为地方争
抢的“香饽饽”。

武汉提出未来 3 至 5 年力争培养 1 万
名技术经理人，成都将用3年时间培养和
引进 300 名中高级职称技术经纪（经理）
人，杭州钱塘区部署用3至5年时间培养和
引进1000名专业技术经理人，建立紧密合
作型政校企关系，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

目前，超过10个省份将技术经理人纳
入职称序列，许多省市将技术经理人才列
入“十四五”紧缺人才开发目录，北京、陕
西、成都等省市出台了推动技术经理人队
伍建设的行动计划、认定工作指引等专项
政策。

为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投身技术经理
人行业，王晓旭建议，建立技术需求发布、
对接预约、项目签约等全流程留痕机制，为
其佣金分配提供保障。推动科研院所建立
科技成果转化与职称评审、岗位晋升紧密
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畅通晋升通道。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
速推进，技术经理人正迎来发展‘新风
口’。”庞超然说。

技术经理人
正迎来发展“新风口”

技术经理人有多重要？我们
可以通过两组数字来理解：

在科技领域，从0到1，代表
研发突破。从1到100，代表科技
成果转化进入市场。但科技成果
转化往往要经历漫长且复杂的
对接、试错和迭代过程。这个中
间过程，被形象地称为科技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的“死亡之谷”。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
果丰硕，但仍有相当部分成果
难以跨过“死亡之谷”，无法实
现产业化。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4 月
份发布的《2023 年中国专利调
查报告》，2023 年，我国发明专
利产业化率为39.6%，虽较上年
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
存在一定差距。

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晓旭看
来，究其根本，是供需信息不
对称。很多科研人员不知道技
术成果的应用价值，发表完学
术论文或者申请专利成功后，
就让技术成果“躺在图书馆睡
大觉”，但其中一些成果恰恰
是当时市场最需要的技术解
决方案。

技术经理人正是帮助跨越
信息盲区的关键力量。他们一头
连着科研院所，一头连着市场和
产业，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
技术成果定价难等问题。

“和技术掮客不同，技术经
理人不只是科研院所和市场之

间的沟通桥梁，他们要介入科技
成果转化全过程，提供筛选成
果、对接融资等全周期的专业服
务。”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庞
超然说。

对此，安徽大学物质科学与
信息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王绍良
深有感触。

原来，王绍良研究团队和同
事单磊教授去年自主研发的“量
子计算用国产极低温稀释制冷
机”技术，解决了量子计算等领
域极低温稀释制冷机完全依赖
进口的难题，却一度面临找不到
市场的窘境。关键时刻，技术经
理人黄叙新及时帮助团队申请
帮扶政策，找到投资机构，设计
股权架构。

目前，王绍良项目团队已
成立公司，与北京、深圳等多所
科研院所达成合作。“我懂技
术，却不懂市场和经营管理。若
不是技术经理人帮助，这项技
术很可能难以得到市场应用。”
王绍良坦言。

记者了解到，科研院所中科
技成果转化潜力较大。以江苏为
例，2017年以前，高校的科技成
果转化收入仅占科研总收入的
5%左右，大量科技成果尚未得
到转化。

“作为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
的关键纽带，技术经理人将有力
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有效唤
醒科研院所中‘沉睡’的科技成
果。”庞超然说。

助力跨越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

服务科技成果转化，并非易事。
王辉说，6月初，这家环保企业负责人找到

他，希望找到能够测算碳排放的激光雷达技
术。为此，他密集走访了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耗时一个多
月，才找到能实现该技术的刘东教授团队。

期间，王辉为双方安排了5次面谈。8月下
旬，双方终于达成合作意向。若这项技术得到
成功运用，有望给该企业带来超千万元收益。

一边在市场中“挖需”，一边在实验室里
“挖宝”——王辉的工作正是技术经理人的日
常。兼职做技术经理人2年多来，王辉促成了
20多项科技成果落地。他所在的合肥市，技
术经理人正以“加速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来自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安徽创
新馆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安徽创新馆已经
组织700多名技术经理人，挖掘了140余项企
业技术需求，促成成果转化项目签约金额超
50亿元。

不只是在合肥。
在浙江杭州，技术经理人程行坤带领团

队，连月走访杭州华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促成其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樊凌雁团队达成
技术转让合作。基于樊凌雁团队研发的一种
超大固态硬盘实现方法，公司研发出包含加
密模块的集成电路芯片和技术方案，已实现
创收超亿元。

在陕西西安，技术经理人孙卫增为西安
理工大学教师李峰研发的一种新型复合材料
规划了“运动用品”的转化路径，福建匹克公
司以360万元购买了该技术……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2 年，国家技术
转移机构共420家，从业人员近5万人。其中，
大部分从业者为技术经理人，他们辗转科研
院所和企业之间，为技术成果服务市场出谋
划策。

既要“挖宝”也要“挖需”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马姝瑞

李 平

“技术如何匹配公司产
品”“具体怎么转化”……在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技术经理人王辉深入解释
某项激光雷达技术专利的适
用性，并就市场运营给出建
议，着力促成专利拥有者刘东
教授和某环保企业合作。

不让科技成果“躺在图书
馆睡大觉”，帮助其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这是技术经理人的主
要工作。

技术经理人的概念可追溯
到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来往于
上海与长三角城镇企业之间对
接技术需求的“星期天工程
师”，便是其雏形。40多年来，
这支队伍不断壮大。

今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提出，加强技术经理人
队伍建设。从中央到地方，技术
经理人越来越受重视，背后的
原因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