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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成果商品化过程中，农业科技商品化有其特

殊性，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农业进步、农村发展、农

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特产业作为农业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在农村区域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在一些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特

产业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将对特产业的发展起着积极

的促进作用。笔者所提的特产业主要是以特种经济动

植物为研究对象，特产业科技成果主要是围绕发掘、利

用、保护珍贵、稀有、经济价值高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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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科技成果商品化势在必行，这也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特

产业是指人们根据特定的地域空间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条件特点，通过生产劳动以取得满足社会需要

的特殊商品或特定收入的生产部门。特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就特产业科技成果

商品化过程加以探讨，主要从特产业科技成果分类、商品化所需具备的条件、商品化模式及特产业科技

成果定价等几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特产业科技成果进入商品化阶段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条件：技术的

先进性、技术的可靠性、潜在的市场需求、经济的合理性和绝对的市场份额。同时在商品化模式的选择

时要针对成果主体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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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reform,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has been imperative. Special industry is the special products or
a specific revenue producing departments refers to people under specific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geographical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resource conditions, productive labor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his paper analyzed 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 of special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main research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 The classif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commercialization, the models of commercialization and pricing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special industry.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commercialization of special Industry must have
the conditions of the following areas: advanced technology, reliability of the technology, potential market
dem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the absolute market share. Meanwhile select the commercial model must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achievements of the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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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养、家植应用技术研究为主，深入开展应用基础和开

发研究。

1 特产业科技成果分类

1.1 根据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科技成果的作用

目前科技成果分类尚不统一，按照国家科委从科

学研究的对象和科技成果的作用分为 3大类：科学理

论研究成果、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和软件学研究成果。

1.2 根据研究领域及应用范围

根据研究领域及应用范围，特产业科技成果又可

分为5类，详见表1。

1.3 根据成果表现形式及商品属性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某项成果有无物质载体，

对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均具有同等重要的应用价

值。但是，该成果在商品化过程中却存在着十分显著

的差异。所以根据成果表现形式及商品属性上进行分

类，科技成果一般可分为：物化类有形和技术服务类无

形成果2大类型[1]。详见图1。

2 特产业科技成果商品化需具备的条件

特产业科技成果脱离实验室进入商品化阶段，面

临的环境更为复杂。科技成果的商品化过程深受包括

技术、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从规避开

发风险、优化资源配置角度考虑，进入商品化阶段的特

产业科技成果应满足以下条件。

2.1 技术的先进性

技术的先进性是判断一项技术价值的前提，技术

的先进性是指与现有的技术或此前的同类成果相比

较，该项成果具有突出的特点和明显的进步。技术的

先进性的评价主要从技术原理、技术构成、技术效果3

个方面进行的。

2.2 技术的可靠性

可供商品化的科技成果在技术上必须是成熟可

靠的。需要经过若干个研究周期的反复试验，一般需

要经过实验室阶段、小试、中试，之后才能进行批量生

产，详见图2。

在实验室阶段可供转化的科研成果必须达到可靠

性的特征。实验室阶段的可靠性具体表现为必须达到

试验的假设条件可靠、试验方案与过程可靠、试验结果

可靠[2]。第二步就是小试，也就是根据实验室结果进

行放大，放大倍数一般不一样，如 5~10倍等。小试阶

段主要针对硬件、结构、软件设计验证，初步验证可生

产性，可能包含一次或者数次生产，直到无重大硬件、

结构、软件问题为止；第三步是中试，就是根据小试结

果继续放大。中试成功后基本就可以量产了。中试主

要针对硬件、结构、软件、工艺、测试、维修、物料的验

证，主要验证设计遗留问题以及批量可生产性验证，直

到无重大可生产性问题为止。

一项农业科技成果从形成到被转化，持续的时间

较长，投入的经费较大。如果农业科技研究缺乏有效

的验证环节，达不到足够的成熟度，就会大大增加技术

使用过程中的风险。

所属领域

特种经济动物高效生产科技成果

特种经济动物安全保障科技成果

特种经济植物培育与加工科技成果

质量监督检测科技成果

特产业发展高新科技成果

应用范围

良种繁育、饲养技术、饲料研发、环境控制

疫病诊断、疫苗开发、兽药研制

中药栽培及育种、野生果树栽培及品种选育、果品加工技术、中药试制技术

围绕中国特种经济动植物（如：茸鹿、毛皮动物、珍禽、药用植物和特色果树）

开展的产品质量控制及质量安全评价

基因遗传、DNA指纹图谱、转基因育种、抗性基因克隆

表1 特产业科技成果分类（根据研究领域及应用范围）

图1 特产业科技成果分类（根据商品属性）

特
产
业
科
技
成
果

物化产品：有形，可以形成商品化，采用交换方式，可以收回成本，

获取利润

技术型产品：难以物化和信息化，以信息形态被传播和使用。多

以技术入股、联产技术服务等方式获取收入

服务型产品：非物化产品，非信息化产品，没有商品交换价值，不

能商品化。主要转化效果为社会生态效益。

疫苗、饲料、兽药、添加剂、农药、化肥

果树修剪技术、繁殖饲养技术、疫病防治技

术、检疫检测方法等

基础研究成果、软科学研究成果、如区域规

划、模式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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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潜在的市场需求

特产业科技成果商品化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满足人们现实生产、生活需要为目的。特产业科技

成果转化过程中，养殖户、种植户及特产企业作为最终

的消费者，他们的需求构成了潜在的市场，他们的认可

和接纳是市场显化的最关键环节，也是市场可持续的

保证。只有潜在市场需求的存在，才能进一步的通过

具体的操作，完成生产过程，成果的效益才能发挥出

来。

2.4 经济的合理性

经济的合理性是指特产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能

够达到期望的投资收益率，也就是说科技成果转化产

生的收入完全能够弥补成本的支出和预期风险的损

失。科技成果转化经济的合理性一般从 2方面考虑：

首先要明确在未来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

要量化生产过程中成本的支出。其次要进行产品的需

求性分析，分析市场规模及市场前景，以保证收益的持

续性稳定性，补偿成本的支出。

2.5 绝对的市场份额

特产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

区域性，与其他产业相比，市场容量相对有限，因此特

产业科技成果商品化过程中，要保证绝对的市场份

额。市场份额直接反映该产品对消费者和用户的满足

程度，表明商品在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市场份额越高，

表明企业经营、竞争能力越强。企业市场份额的不断

扩大，可以使企业获得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垄断既能

带来垄断利润又能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在项目

可行性分析时，要明确该产品在市场上有无竞争对手。

3 特产业科技成果商品化模式

特产业科技成果商品化采用何种模式，对商品化

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有多

种模式，特产业科技成果商品化过程中，可以参考这些

模式，因地制宜，采用适用本地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商品

化模式，以便更好地促进特产业生产力的提高。

3.1 科研单位自办经济实体模式

这种模式适合于应用性研究较强的科研单位。科

研单位自身作为成果转化的主体，通过自办的经济实

体进行科技成果的商品化进程，实现科研与产品开发

的结合。这种模式中，科研单位在科研立项时，以市场

为导向，重点考虑研究成果未来的市场空间，强调研究

成果的使用价值和商品化潜力。这种模式的优点是，

一是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二是积累资金补充

科研经费，以求持续发展；三是通过创办企业分流一部

分富余人员[3]。但这种模式下的经济实体往往存在以

下问题：市场开拓能力较弱，经营管理体制滞后，融资

途径有限。

3.2 以大型企业为依托，科研单位以科技成果入股的

公司模式

这种模式由大企业提出研究课题，并提供相应的

研究经费，联合大学和科研单位组建研究开发集团[4]。

其中企业投入资金支持，科研单位以技术入股，企业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导科研单位研究有市场前景和实

用价值的成果，从而降低了市场风险，保证了产品的适

销对路。这种模式的显著特点是企业掌握主动权，企

业从市场需求出发主动寻求技术资源，提供资金支持

保障了科研成果的顺利完成，丰富的企业经验保障了

成果的商品化生产，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保障了产品的

适销，从而迅速完成资金回笼。

3.3 中介机构运作方式

农业科技中介机构是指技术市场、生产力促进中

心、创业服务中心和各类企业孵化器、科技评估中心和

民间等单位成立的一切为农业提供科技服务的组织或

机构[5]，中介机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与纽带，中国

科技中介机构还在逐步发展中，完善的科技中介机构

体系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有着重要意义。首先中介机构

以市场为导向预测市场前景，引导科研单位根据市场

需求调整科研方向，其次表现在对科技成果的孵化及

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中介机构对采纳技术的企业

图2 科技成果技术可靠性检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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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方位的服务，通过提供场地、资金、人员培训等

服务，保证了高新技术企业对科技成果的实用性开发

和中试放大，为新生的高新技术企业创造良好的生长

环境。

3.4 技术推广模式

这种模式适合于难以物化的特产业科技成果，主

要指技术型产品（果树修剪技术、检疫检测方法等）和

服务型产品（基础研究成果、软科学研究成果等），主

要通过政府部门实施公益性农业综合开发活动，以实

现特产业科技产业化。这种模式主要是应用农业科

学及行为科学原理，通过宣传、示范、培训，引导养殖

户、种植户主动认识和学习新技术，从而改变其生产

条件、生活环境，提高其收入和自我决策能力的集科

技、教育、管理、生产于一体的一种社会性、系统性及

综合性的专向开发活动过程 [6]。其中成果示范具有

较强的说服力，成果示范是在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指导

下，向农民现场展示某些科研成果在当地的表现状况，

成果示范一般安排在农民自己的土地里，通过现场观

摩，农民可以亲眼看到，使农民容易接受新成果[7]。这

种模式的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主要体现为社会效

益。

通过商品化模式的选择，实现了科技成果从科研

单位生产到农户消费的过程，这一商品化流程可以归

结为图3。

4 特产业科技成果价格度量

科技成果价格是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前提条件，只

有合理确定科技成果价格，才能在商品交换中实现其

价植，而且关系到科研单位的经济效益、科研成果的推

广、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8]。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

科技成果定价模型。

4.1 科技成果入股提成计价

即科研成果作价入股，待企业取得经济效益后再

按股分红。与以物质资本出资入股相比，技术成果入

股一方面确保高新技术企业成立时所必需的技术，有

利于企业，也方便出资者[9]。

4.2 经济效益决定价格的模型

该模型的计价基础是技术资产转化为生产力的销

售收益。适用于产品寿命周期长，科研价值在产品价

值构成中所占比例大的科研成果。其公式为：P=F×S。

公式中：P为科技成果价格，F为科研价值比例，S科技

产品的销售收入。

4.3 劳动价值与经济效益结合的模型

该模型的计价基础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10]，并

在此基础上与考虑了由于采用新技术所带来的新增经

济效益等因素，通过两者的结合来确定技术资产的价

格。其公式为：

P =
( )1 + β × ( )C + V + I × r + F + O

1 - t
式中，P为技术型资产转让的评估价值，β为技术

型资产价值调整系数，C为物化劳动消耗的费用，V为

科研人员工资、津贴、奖金等费用，I为技术型资产研发

占用的资金，r为资金平均利润率，F为技术型资产的

交易成本，O为技术型资产的机会成本，t为应交营业

税税率。

4.4 利润分成模型

利润分成模型的基本出发点是科技成果价格由采

用技术所产生的新增利润及其分成率而定。适用于经

济效益显著的科研成果 [11]。其公式为：P=γY=αβY。

式中，P为科技成果价格，β为垄断系数(0<β<1)，Y为采

用技术带来的新增利润，α为新增利润中技术利润的

比重，γ为提成比例。

5 加快特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几点建议

5.1 科研选题立足于市场的需求

要从科研选题开始就立足市场的需求，以市场为

导向发展高新技术，改变过去以产品找市场的模式，应

采取以需求带动科技进步进而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的

模式，即建立需求—科技成果—鉴定—成果市场化、商

品化的运行模式[12]。

特产业科研单位

大专院校

特产业科技成果（可物化）

科研单位开发

科技中介机构

依托大型企业 商品

特产业科技成果（非物化） 技术推广网络

农户

农业企业

图3 特产业科技成果商品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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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促进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方式的转变

农业技术推广不能仅仅只向农户传授一般的生产

技能，还要引导农户进入市场开展经营，以及向农民组

织、农业企业传播关于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方面的科

技成果[13]。

5.3 坚持科技人员深入一线

成果转化推广工作要做实，科技人员必须到一线，

使农业科技成果真正为广大农民所了解并掌握，只有

农民掌握并应用到生产实际中，才算是真正的转化[14]。

5.4 深化中小企业改革，加大科技成果引进力度

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刺激企业对科技成

果的需求。加强企业技术进步的考核力度，改变企业

重生产而轻技术积累的生产经营行为，增强科技意识，

使企业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刺激企

业对科技成果市场化的有效需求。要大力为企业创造

作为科技研究与开发行为主体的能力和条件，积极推

动科技成果市场化进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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