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

在全面深化改革征途中，四川聚焦科
技工作，在全国率先推出职务科技成果权
属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024年1月12日，科技厅等10部门
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
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旨在解决改革推进过程中一些深
层次问题，从而打通科研单位科技成果
转化“最后一公里”，加速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

先试先行：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来看一组数据：西部地区首个国家
实验室在川落地，高水平高标准建设西
部（成都）科学城和绵阳科技城，建成国
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国家级
创新平台196个；启动运行省自然科学基
金，组织实施航空与燃机、生命健康等重
大科技专项5个；大力实施“聚源兴川”行
动，首批支持成果转化项目27个，预计带
动企业实现产值超过120亿元。

在四川，如何围绕建设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进科技创新和
科技成果转化？《方案》推行，为相关改革
措施落地再添一把火。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统筹
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优化配
置，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
径。可从多方面入手，积极推进相关改革

举措。”科技厅厅长吴群刚表示，推进重点
领域科技改革，要全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
权属制度改革。扎实推进科技人才评价
改革，积极开展国家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综
合试点。着力建设科技创新开放环境，主
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具体来看，要结合地方优势构建特
色实验室体系和产业创新平台。服务保
障好国家实验室高质量运行，做好全国
重点实验室服务指导和绩效评估，加快
成果转化应用，以实验室体系化支撑塑
造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魄力求变：
打破“不愿转”心态

“搞研究”还是“搞转化”？这是众多
科研人员过去面临的职业人才评价难题。

为此，《方案》明确指出，要扩大科研
单位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自主权。“具体来
看，分为扩大职务科技成果处置自主权、
收益分配权；完善职务科技成果权益分
享机制；允许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
资科技成果转化四大方面。”科技厅工作
人员介绍。

在以往职称评定中，科技成果转化
所产生的社会贡献和经济价值很少纳入
评价体系，导致科研人员推动成果转化
的积极性不高，普遍存在“不愿转”的心
态。针对这个问题，《方案》鼓励科研单
位从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中提取10%的

资金作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基金，用
于支持原创科技成果的中试熟化、孵化
和转化；对于科研人员用横向科研项目
结余经费出资转化的，科研人员可与所
在单位约定一定收益分配比例，并向科
研人员倾斜。

“先确权后转化”是改革的重要一
环。科技厅工作人员介绍，科研单位探
索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由单位所有转
变为单位和个人混合所有，“在不影响国
家安全、国家利益等前提下，通过约定比
例赋权、完全比例赋权、单位让渡权属等
方式，对职务科技成果进行分割确权，赋
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

这也意味着科研单位赋权方式更加
多样化。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为例，该校
探索出“申请前确权、授权后确权、转化
前确权”三种确权模式，完成既有成果确
权595项，新申请科技成果确权全覆盖，
成果转化平均时长由3个月左右缩短至1
个月之内。而西南交通大学也完成了职
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分割确权281项，知
识产权估值超2亿元，入股成立科技型企
业33家，吸引社会投资超10亿元。

成果丰硕：
带动企业投资近220亿元

四川拥有科研院所368家、高等学校
137所，科技成果硕果累累，但“滞销”的情
况并不少见。如何借助四川全面深化改

革的东风，将实验室里科技成果推向市
场？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有效对接？

答案在大力培育专业技术转移队伍
里。《方案》明确，支持科研单位加强专业
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并配套设置
相应的技术类和管理类岗位。为此，成
都理工大学按照《四川省自然科学研究
人员职称申报评审基本条件》，增设“成
果转化为主型”的职称评审类型，设置研
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三个类别对
应的成果转化业绩条件，将成果转化业
绩作为最重要的硬性指标。

《方案》还要求完善产权激励市场决
定机制。单位对自持科技成果，可以自
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除涉及
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及关键核心技术外，
不再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批或者备
案。在四川大学，魏于全院士团队研发
的21项非专利技术评估作价5.12亿元，
投资入股成立成都威斯克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连续三年入选成都独角兽企业，联
合华西医院研制的威克欣3价XBB疫苗
全球首个获批紧急使用。

截至目前，全省完成职务科技成果
分割确权2407项、较2017年（改革初期）
增长近10倍，合作或新成立公司732家、
较2017年增长超11倍，带动企业投资近
220亿元、较2017年增长超73倍，各类科
技创新主体活力有效激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边雪

7月18日，成都市大邑县。斜源共享
旅居公园阳光明媚，漫步其间，川西民居
依斜江而建，青砖黛瓦，绿树掩映，当地
人坐在桥上乘凉，游客带着孩子在水里
嬉戏。

这个集旅游和康养为一体的休闲度
假区，原名斜源镇，曾是一个以“煤炭”为
支柱产业的小镇。乘着乡镇行政区划和
村级建制调整后续工作的东风，小镇并入
出阝江镇（现为出阝江镇太平社区），实现华
丽转身，成为今天大邑县康养旅居的金
字招牌。

2019年启动实施的乡镇行政区划和
村级建制调整改革，是近年来四川部署
开展的涉及最广泛、群众最关注、影响最
深远的重大基础性改革之一，实现了县
域经济版图的整体性重塑、城乡融合格
局的系统性再造、基层治理体系的结构
性变革。在优化调整乡村空间布局，持
续做好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后
续工作中，四川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资
源，优化县域生产力布局，在更大范围内
促进了产业集聚和协作，促进了乡村全
面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两项改
革红利得到进一步释放。

行政区划调整
“煤炭小镇”华丽蜕变

“原来的斜源镇是附近有名的中药
材之乡，我们近年来也正大力发展旅居
项目，于是将两个产业进行融合，建立了
医养结合的康养基地，现在正在建设
中。”出阝江镇副镇长郭文俊告诉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

据介绍，这个风景如画的休闲度假
区，几十年前是另一副模样。

上世纪80年代，斜源拥有大小煤矿

46家，2009年煤炭行业退出后，斜源失
去了产业支柱，进入转型发展阵痛期。
而后，当地发展起了中药材种植等产
业。但让小镇产生巨大变化的，是
2019年的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
整改革。

2019年12月，依托西岭雪山运动康
养产业功能区，原出阝江和斜源两个镇进
行了合并。并镇前，斜源充分利用土地
整理政策，整镇规划、建成了14万平方米
的新型集中居住区，生态移民5000余人，
集中居住度由30%提高到85%，改变了
原场镇和乡村颓势，顺应了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发展大势。

抓住“两项改革”机遇
激活“一池春水”

郭文俊介绍，斜源镇并未因合并而

边缘化，而是抓住改革的机遇，将老场镇
变为公园。“一方面，我们通过资产清查、
资源梳理，将1.2万余平方米的原镇政府
办公楼、集体商铺、集体商业综合体进行
包装，引入22家新兴产业项目，推进了国
有及集体资产的盘活利用。”

斜源共享旅居公园发展以“民宿、文
创、严选农产品”为主的首店经济、时尚
经济，呈现了16家新消费场景，20余处网
红打卡点。

此外，立足原斜源镇地处西岭雪山
山脚的区位优势及中药材种植优势，将
原斜源镇作为产业社区重点打造，推动
农产品的包装，壮大集体经济。如今，通
过探索多方参与、市场运作、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药蜜、野茶、
果酒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正在带
动农户和集体“双增收”。

写好“后半篇”文章
改革红利逐步显现

2019年，原斜源镇共接待游客10万
人次，撤并后，斜源共享旅居公园接待游
客呈逐年增长态势：2023年累计接待游
客8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3.2亿元，与
2019年相比增长300%。酒店（民宿）从
2019年的44家，发展到2024年的110家
1500余张床位，增长150%。住房价值每
套增长3倍。

斜源镇的蝶变，是四川乡镇行政区划
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成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四川省深入推进这项改革，
不仅是行政版图的优化重构，更是激活
基层发展活力、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
兴的关键举措。

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两项改革
‘前半篇’历时两年多，经历了调乡、合
村、并组、优化社区四个阶段。截至2021
年3月，‘前半篇’文章全面完成，全省乡
镇 行 政 区 划 共 减 少 1509 个 、减 幅
32.7％。改革后，乡镇平均面积从106平
方公里增至156.7平方公里；建制村平均
面积从10.7平方公里增至18.3平方公里，
镇村‘多、小、密、弱’的空间形态得到显
著改善。”

“而后持续启动的‘后半篇’文章，展
开了片区划分、规划编制、支持片区高质
量发展等后续工作。通过改革，历史性
解决了长期以来束缚我省城乡发展的镇
村数量过多的问题，系统性重塑了全省
城乡基层治理格局，为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推动全面乡村振兴、实现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民政厅相关
负责人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紫萱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四川全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

“煤炭小镇”变身休闲度假区
四川“两项改革”重塑城乡基层治理格局

大邑县斜源共享旅居公园。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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