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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主题

近年来，烟台大学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深
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办学特色，
坚持产学研用一体化，持续推进学
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推动科
教、产教、校地快速融合，加快提升
学校内涵建设水平和综合办学实
力， 形成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体
系，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管理队伍，建设一批高端科
研创新平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平台，培育产生一批标志性的科技
成果并实现转移转化，显著提升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为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强力支持。

做法与经过

烟台大学主动对接地方需要，

全面加强产学研合作，着力推进校
地融合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
位科技、人才和智力支持。

一、以制度建设为先导，形成
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体系

建立完备的有利于产学研用
一体化的工作机制，成立烟台大学
服务地方工作委员会和烟台大学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有利于开展科教、产教、校地
融合的机构的工作职责，成立服务
地方办公室，设立烟台大学技术转
移中心。

强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
教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
与系统谋划，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
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制定
出台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
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服务地方
工作的意见》。

健全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
技术转移工作的人事评聘管理制

度，出台《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评
聘工作实施办法》。 完善以增加知
识价值为导向的绩效工资分配激
励机制， 出台 《绩效工资实施意
见》。

多举措全方位简政放权，鼓励
创造高质量科技成果并实现转移
转化，修订《教研科研业绩量化计
分办法》，完善制定《横向科研项目
管理办法》 和 《知识产权管理办
法》。出台《科技成果转化综合试点
实施方案》和《“国家知识产权试点
高校”工作方案》。

二、以队伍建设为基础，建立
一支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管理队伍

全面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技
术转移工作的队伍建设。学校非常
注重对专职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培
养。 1人获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认
证的 “全国高校高级技术经理人”
资格，1人参加山东省公务员局主
办的山东省技术转化机构培训班，

烟台大学

多措并举 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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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参加由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
开发中心和山东省科技厅联合举
办的“2018年全国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培训班”，2人参加省科技厅举办
的“山东省技术市场管理与技术经
纪人培训班”，1人获批中国技术市
场管理促进中心“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员”资格。

三、以平台建设为重点，搭建
一批产教融合的高端科研创新平
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

产教融合激发科研创新动力。
借力于产学研合作，学校建有众多
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和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 现有2个国
家技术推广（转移）中心、1个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知识产权
培训基地、4个省高等学校协同创
新中心。 2020年，新型制剂与生物
技术药物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获批
山东省高等学校示范协同创新中
心。

全面深化校地校企融合发展，
融入地方经济社会需求，彰显学校
高质量发展新合力。学校与山东绿
叶制药集团共建烟台大学药学院，
与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组建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
院、台海集团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
工程技术研究院，与烟台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共建烟台大学农学院，与
紫光集团共建新华三数字创新学
院。 2020年，学校成为烟台先进材
料与绿色制造山东省实验室主要
共建单位。与东莞世皓新材料生物
科技公司共建“烟台大学多尺度功
能材料工程技术中心”， 与中集来
福士共建“烟台大学海洋工程产业
技术研究院”，与绿叶集团共建“烟
台大学先进医药产业研究院” 等9
个产教融合科研合作创新平台，相
关部门、企业为平台提供建设资金

数千万元，广泛拓展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新通道。

积极组织参加山东省产学研
展洽会、 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
会、中国(淄博)国际科技成果洽谈
会等活动，持续全方位地在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方面搭建桥梁，全力推
进产学研合作工作。 2018年，学校
获批山东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
务点资格。 2019年，成功备案为烟
台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机构。

2020年，成功备案为省级技术转移
服务机构。 2020年，学校获批国家
知识产权试点高校、山东省科技成
果转化综合试点单位和山东省高
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
基地。

四、以显著成效为目标，培育
产生一批标志性的科技成果并实
现转移转化

学校持续推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 全面深化产教融合发展，取
得显著经济社会成效。化学化工学
院的碳四分离教师团队研发的专
利技术“用甲乙酮系列混合溶剂分
离丁烷与丁烯的方法”， 于2018年
荣获中国专利金奖。 如今，碳四分
离成套专利技术已完全替代了国
外技术， 转让近40家大型企业，为
相关企业增加产值40多亿元。

海洋石油钻井平台桩腿热压
模具科研团队，承担了海洋“国家
重器”摇篮烟台来福士海洋工程有
限公司海洋平台“M2模具项目”的
研制。每生产一根半弦管产值约13
万元，相比进口可节约资金6万元，
每建造一座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创
造产值近亿元， 节约资金3600万
元。团队研发的支撑桩腿热压装备
与工艺，已用于国家重大战略装备

“蓝鲸1号” 等30多座海洋石油平
台，提高了我国海洋石油装备的国

际竞争力。

成效与启示

2020年，学校努力克服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积极推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取得喜人成绩，全年学
校开展横向科研项目280项， 立项
数目和到位经费数均创历史新高。
完成“四技”合同认定登记231项，
其中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合同147
项。 2020年，共新增校地校企共建
学院1个，共建专业6个，共建科研
创新平台9个。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既是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
务，也是加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的关键环节，对于推进结构性改革
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经
济发展新引擎， 都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烟台大学将以成为国家知
识产权试点高校、省科技成果转化
综合试点单位和省高等学校科技
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为契机，
加快推进学校技术转移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具有烟大特色的科技成
果转化机制，进一步畅通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通道，拓展政产学研合作
新模式，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
有效衔接。不断推动科技供给侧和
需求侧同发力，消除信息不对称和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等短板，引导
产出一批原创高质量科技成果，加
快推动学校更多更好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实现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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