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 环链结构

产业化路径实施指南》（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中美贸易战

的大背景下，实现我国自身技术的产业化，才能不受制于人，意

义非常巨大，但科技成果长期处于低转化率，缺乏科学方法指导。

我国长期以来向美国学习成果转化的先进经验，但与美国相比，

国内的科研、产业化都具有后发优势，但是成果转化的过程却缺

乏积累和沉淀，存在后发劣势，导致从科技成果到市场的这个过

程，变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表示我们无法复制国外的成熟

模式，只能结合自身特点走适合我们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方式。因

此根据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特征及市场化规律，建立科学的方

法，指导成果产业化过程提高产业化成功率意义重大。2018 年

11 月，基于大工（青岛）新能源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作

实践，向中国标准化协会提出团体标准《科技成果产业化路径管

理》的立项。 

2、主要工作过程 

2019 年 05 月 16 日，召开标准启动会,会上成立标准起草工

作组，确定标准的编制计划和分工，讨论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2019 年 12 月 16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标准的主要技术内

容召开标准研讨会，根据编制情况，会上经讨论将标准修改为系



列标准，分为总则、评价和实施三部分，并对总则中应包括的内

容进行了补充及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4 月，根据标准征求意见情况，对科技成果产业化

方式的特点进行提炼，形成《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 环链结构产

业化路径实施指南》，明确了环结构产业化路径、链结构产业化

路径以及环链结构产业化路径的内容。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大工（青岛）新能源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

国技术市场协会、华北电力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天津大学青岛

海洋技术研究院、软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江苏研究院、 

青岛华慧泽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青岛大学、标准联合咨询中

心股份公司、青岛科技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山东省标准化研究

院等单位共同负责起草。主要成员：姜大川、王兵、陈建国、谭

毅、杨雪言、李鹏廷、卢成绪等。 

所做的工作：姜大川任工作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王

兵、陈建国、张宝武为本标准主要持笔人，负责本标准的起草、

编写。庞大宇、池明、邵庄、安广野、张磊、刘俊、宫大鹏等组

员负责对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

和检索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进行研究分析、资料查证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修订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



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

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订工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

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1.2－2002《标准

化工作导则第 2 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

进行编写。 

2、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规定了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 环链结构产业化路径的

转化评价、项目管理/环结构产业化路径、产业化实施/链结构产

业化路径以及环链结构产业化路径的要求。 

1）总则 

本标准规定了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相关阶段的推进步骤、涉

及的相关方。 

2）转化评价 

内容规定了需对拟产业化科技成果项目进行潜力性、可能性、

可行性和推演性的评价内容。 

3）项目管理/环结构产业化路径 

内容规定了项目管理/结构产业化路径的各阶段工作内容、

要求及流程。 

4）产业化实施/链结构产业化路径 

内容规定了产业化实施/链结构产业化路径五个阶段的工作

要求及团队配置。 



5）环链结构产业化路径 

内容规定了当科技成果在孵化过程中，如有技术升级或新产

品导入时的产业化路径。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依据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科学规律而制定，会大幅提高

产业化的成功率。科技成果产业化存在科技成果、科技临床、产

业化三个阶段，但在科技临床阶段目前尚未有总结出科学规律加

以指导，该阶段不同于研发和产业化，使进入该阶段后研发人员

因不清楚规律而自发探索，导致产业化失败率居高不下，有很多

错误是大量团队频繁出现而本该避免的。本项目根据申请人十多

年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经历和成功经验，梳理总结出在科技临床阶

段不同时刻所可能遇到问题，提出路径化管理的途径，将科技成

果到产业化路径细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需要有关注的问题

和项目，解决后可以进入下一阶段，每一阶段的内容中包括科技、

管理、资本三要素，引导科技成果团队按图索骥实施产业化，降

低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提高转化成果率。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青岛蓝光晶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依据本标准进行孵化管

理而建立的公司，成立于2016年 8月 16日，注册资本500万元，

是青岛市创新创业重点扶持项目单位，主营业务为新型高纯溅射

靶材及复合型晶硅产品。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和引进高校科研成果，

结合自身科研优势，将成果进行产业化推广，并将产品出口至欧



洲和韩国，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国内晶硅靶材产品的对标，增强了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蓝光晶科以硅材料制备技术及产品开发产业化为项目开端，

围绕产业、投资回报、知识产权、影响力、主营技术、经营团队、

市场、可行研究、预期经济社会效益和执行方案等方面，进行项

目评价，确定该项目有价值、有可能在预期时间能获得预期收益

并实现产业化、具备可行性和执行性，符合孵化转化方向，然后

尽心进入项目管理阶段，依次完成构思分析、技术路线、商业项

目、产品开发、测试验证和交付发布这六个阶段的工作内容，并

对每个阶段的工作成果进行评审，确定评审通过后进入下一阶段

工作。项目管理中，该项目经过技术查新已验证具备新颖性、项

目构思可在预期时间内解决市场需求、技术路线可行、具备显著

经济效益、开发形成连续稳定生产工艺、产品性能指标已达到客

户要求、并交付客户使用且使用反馈效果较好。最终，该项目成

功完成项目开发且产品上市工作，随着项目产业化进程，项目团

队在技术人员的基础上，逐渐引进生产人员、业务人员、财务人

员、人力人员和其他运营管理人员，依次完成技术产品化、产品

商品化、商品业务化、业务市场化和市场资本化这五个产业化阶

段的各项工作内容，也先后历经了“组”、“部”、“中心”、“事业

部”、“公司”的组织变革，逐步发展成为规范化的科技型企业，

并获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蓝光晶科已经形成了以研发团队为核心的高素质技术



团队，其中博士研究生 3人，硕士研究生 6人，本科 7 人。公司

技术研发人员有20人，占比62.5%，实现硅溅射靶材年产量50t。

第二代复合溅射靶材产品已处于市场试用阶段，产品已出口德国、

日本、韩国等国家。在晶硅溅射靶材系列产品上，已经在国内形

成销售网络，拥有国内客户 30 余家，应用多晶硅靶材产品占国

内市场份额 30%以上，并且实现出口，围绕晶硅溅射靶材已经形

成稳定的业务输出，总体营业收入已超过 3,000 万元，其中靶材

产品收入超过 2,000 万元，实现净利润 200 余万元，成为第六批

“千帆计划”企业，并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认证，荣获青岛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青岛市优秀创业项目、

即墨区首届创业大赛一等奖、青岛市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中国

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等荣誉，专利申请 44 项，获得授权专利

18 项，牵头制订了《磁控溅射硅靶材及绑定靶材》团体标准以

及近 30 项企业标准，形成了围绕晶硅类溅射靶材的专利及标准

池，有效地推动我国在晶硅靶材产品的标准化进程。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专利申请名称/专利名称：基于智能合约的科技成果转化路

径化管理方法 

专利申请号/专利号：201811539996.8 

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姜大川 

专利有效期：专利申请中 

专利持有人对标准纳入专利的声明：公平、合理、无歧视基



础上收费许可 

1、标准和专利的必要性 

《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 环链结构产业化路径实施指南》中

第 5章、第 6章和第 7章涉及专利内容，专利对实施标准具有必

要性。 

2、收费标准 

对应用该标准进行成果评估和成果产业化的单位，先对成果

进行评估，根据评估额按照梯度累进的方式收取对应比例的专利

许可费用。 

3、标准实施 

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同意按照《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 环链

结构产业化路径实施指南》制定中公示的《通用必要专利实施许

可声明表》中声明的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进行许可谈

判，进行实施收费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实施该标准时使用“基

于智能合约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化管理方法”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依据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科学规律制定，大幅提高产业

化的成功率。科技成果产业化存在科技成果、科技临床、产业化

三个阶段，但在科技临床阶段目前尚未有总结出科学规律加以指

导，该阶段不同于研发和产业化，使进入该阶段后研发人员因不

清楚规律而自发探索，导致产业化失败率居高不下，有很多错误

是大量团队频繁出现而本该避免的。本项目根据申请人十多年科



技成果产业化的经历和成功经验，梳理总结出在科技临床阶段不

同时刻所可能遇到问题，提出路径化管理的途径，将科技成果到

产业化路径细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需要有关注的问题和项

目，解决后可以进入下一阶段，每一阶段的内容中包括科技、管

理、资本三要素，引导科技成果团队按图索骥实施产业化，降低

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提高转化成果率。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现行国标 3 项、地标 1 项、行标 3 项、团标 10 项、企标若

干，这些标准的侧重点均为科技成果评价，而在本标准中，科技

成果评价只是其中一部分，本标准通过各项指标及量化要求指导

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过程，既可分析出科技成果所处出阶段，存在

哪些问题，还可指导需要如何开展才能进入到下一阶段，给出产

业化路径管理，这是与评价标准的本质不同。本标准中的科技成

果产业化模式对于科技成果的评价和转化及管理覆盖的更加全

面和具有实践意义。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属于自愿性标准，供发布单



位会员和社会自愿采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