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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

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

产业等活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途径，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转化方式，并且这两种方式也并

非泾渭分明，经常是相互包含的。科技成果转化方式     转化方式   途径       直接转化   科技人

员自己创办企业       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合作或合同研究       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开

展人才交流       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沟通交流的网络平台       间接转化   科技成果的间接转化

主要是通过各类中介机构来开展的。机构类型和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在体制上，有官办的、

民办的，也有官民合办的；在功能上，有大型多功能的机构（如既充当科技中介机构，又从

事具体项目的开发等），也有小型单一功能的组织。1.通过专门机构实施科技成果转化；2.通

过高校设立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实施转化；3.通过科技咨询公司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资

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00年《科技成果登记办法》颁布以来，全国科技成果登记工作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期，全

国科技成果登记工作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全国年度科技成果登记数量稳步提高。最近几年

，科技成果登记数量增长明显，从2013年的52477项增长到2017年的59792项，增长13.94%。

     据国科网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登记的科技成果总量较上年有少量增长。2017年全国共登

记科技成果59792项，比2016年增长（下同）1.72%。其中，地方登记48953项，增长0.59%；国

务院有关部门登记10839项，增长7.16%。其中地方登记成果和部门登记成果分别占成果总数

的81.87%和18.13%。     2010-2017年全国科技成果登记情况走势图          资料来源：国科网、智

研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行业研究报告是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

向您详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在其多年的行业

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

地位。本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行业研究报告是2017-2019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

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

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中国产业信息网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

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

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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