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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科技成果直通车工作指引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探索科技成

果转化的新机制和新模式，实现高水平科技成果与高质量科

技企业的精准对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形成的重大研发成果

及科研能力在地方落地转化，指导地方积极参与和扎实开展

科技成果直通车，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公共

服务品牌，科技部火炬中心特研究制定科技成果直通车工作

指引。请各承办单位按指引要求开展科技成果直通车工作。

一、总体要求

开展科技成果直通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

重要论述为指导，以提高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成效为目

标，针对科技成果转化“供给质量不高、受众企业不优、对

接渠道不畅”等实际问题，充分调动地方工作积极性，搭建

高校、院所高水平科技成果与高质量科技企业的精准对接平

台，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形成的重大研发成果及科研能力在地

方落地转化为新产品、新产业、新动能，加快地方以科技创

新支撑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助力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

二、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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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各地方、国家高新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区、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分领域常态化部署开展科技成

果直通车工作。广泛征集和主动挖掘国家科技计划形成的和

科研人员持有的优秀科技成果，委托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对

科技成果进行分类梳理和专业评估，认真筛选出具有较强产

业化前景的技术项目，提高科技成果供给质量。组织动员上

市科技企业、领军企业、产业园区、投资机构等积极参与，

提升科技成果路演的受众质量。以科技成果持有人现场路演

为主要模式，充分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促进与地方科

技企业、产业园区、投资机构充分对接合作，满足地方产业

发展和企业创新需求。通过举办科技成果直通车，为全国各

类技术转移机构“赋能”和“搭台”，促进区域技术转移体

系快速完善，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成效和显示度。

三、组织机构及职能

科技部火炬中心、深圳证券交易所、各省级科技管理部

门作为主办单位，主要负责研究工作思路，审定年度计划，

开展监督评价，具体包括研究制定工作规则、建立统一工作

平台、征集梳理科技成果、组织筛选路演项目、指导开展路

演活动、组织动员上市企业、完善支撑配套服务、积极对接

资本市场，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问题。

各市级科技管理部门、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国家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等自愿申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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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负责组织开展路演对接，具体包括确定产业对接

方向、动员地方科技企业、组织开展现场路演、配套支持项

目落地等。

各高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构等作为支持单位，主

要参与科技成果供给、路演项目筛选、路演培训辅导、专业

增值服务、提供技术支持等。

四、工作流程

1.提出申请

各省级科技管理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愿申请开展

科技成果直通车。

2.确定名单

科技部火炬中心根据各地方提出的对接技术领域、产业

发展基础、科技企业规模、工作经费保障等因素，结合全年

工作计划，研究确定年度承办单位名单。

3.正式启动

科技部火炬中心印发通知，正式启动年度科技成果直通

车。通过互联网等媒体渠道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动员全国高

校、院所科研人员、科技企业、产业园区、各类技术转移机

构积极参与。

4.制定方案

科技部火炬中心分别指导各承办单位研究制定科技成

果直通车工作方案，确保各场活动特色突出、形式丰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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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扎实、成效显著。

5.征集项目

采取常态化开放征集和根据需求重点征集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对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成果、面向高校、院所

公开征集、鼓励科研人员自主推荐、委托技术转移机构挖掘

等多元化渠道，长期征集并建立科技成果直通车项目库。根

据各场路演活动的具体对接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重点项目

征集，邀请相关科研人员参与路演。

6.筛选项目

根据各承办单位确定的对接技术领域和产业需求，组织

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从科技成果直通车项目库中初步筛选

出 100 个左右高水平科技成果。承办单位将初筛的科技成果

项目信息主动推送给地方科技企业，征求企业对接意愿和相

关建议，从中筛选确定拟路演对接的重点项目（约 10-20 个）。

7.组织动员

承办单位组织动员地方科技企业、产业园区、投资机构

积极参与路演对接，提高科技成果路演受众质量。深圳证券

交易所组织动员上市科技企业参与路演对接。

8.项目路演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对拟路演项目

进行路演辅导，重点突出路演项目的技术领先性、产业化可

行性和产业发展前景。承办单位组织实施路演活动，确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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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活动顺利进行。路演活动流程一般分为：科技成果转化主

旨演讲与经验分享、科技成果持有人现场路演、技术及行业

专家现场评议、科技企业及产业园区问答、台下“一对一”

对接交流。同时，为未进入现场路演的科技成果项目提供线

上线下的对接交流渠道。

9.跟踪服务

对所有路演的科技成果项目进行长期跟踪，了解路演项

目的产业化进展。对拟落地转化的路演项目，主办单位及承

办单位研究制定相关政策，积极支持科技成果在地方落地转

化。

10.工作总结

各承办单位应认真做好开展科技成果车的相关总结，认

真总结经验和成效，分析不足和原因，研究提出相关建议和

意见，并于当年底向科技部火炬中心提交工作总结。

五、保障措施

1.建立科技成果直通车工作平台

科技部火炬中心开发建设科技成果直通车工作平台，作

为科技成果直通车管理工作的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项目入

库、企业报名、科技成果信息公开、工作通知等功能。

2.建立科技成果直通车项目库

科技部火炬中心依托科技成果直通车工作平台，通过多

元化的项目征集和对接渠道，长期广泛汇集各领域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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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转化的科技成果，按各细分领域认真梳理分类，经过专

业评价和严格筛选，建立及时有效、动态更新、持续优化的

科技成果直通车项目库。

3.加强工作协同及保障

加强与科技部相关司局业务对接，认真梳理国家科技计

划项目形成的可转化科技成果。充分发挥科技成果转化引导

基金作用，支持国家科技计划成果在地方落地转化。承办单

位要加强工作经费保障，探索建立支持国家科技成果落地转

化及科技创业的政策体系和绿色通道。加快行政审批及办事

流程，在土地、资金、人才、税收、条件配套等方面予以政

策支持，吸引重大性、原创性、成套性科技成果研发团队在

本地创办科技企业。

4.加快完善区域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通过开展科技成果直通车，支持引导国家技术转移区域

中心、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各类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健

康发展，促进各地加快形成功能完善、要素齐全、主体活跃

的区域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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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度科技成果直通车工作申报表

承办单位
拟对接的

产业领域

活动时间

（月份）
活动地点

活动规模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工作思路

（150 字以内）

对科技成果的

需求描述

（100 字以内）

条件保障情况

（100 字以内）

省级科技管理

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