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国家有关部门和上级财政要发挥宏观调控作

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

加强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建设，为农业地区建设本

地财源创造条件。

工作研究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的

障碍和应采取的对策

郭 飞  康怀志

科技成果在生产中应用推广，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

收入，缓解财政困难具有重要意义。据对“七五”期间四

川省攀西地区实施的 25个科技开发项目跟踪调查，每

增加 1 元钱的科技投入就可获得 7.7元的产出，其效益

水平是一般性投入的 2——3 倍。据对四川省“七五”时

期“星火计划”、“火炬计划”中的 200 项科研成果的跟踪

调查及不完全统计，五年中共新增产值 50 多亿元，新增

税利 15亿元，创汇、节汇 6 000 多万美元。这些，都充分

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是开

辟财源的根本出路。

然而，据权威人士估计，我国目前科技成果向生产

的转化率大约为 20% —30% ，还有 70%左右的科技

成果尚未转化成生产能力，四川省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尚若能使这剩余的 70%的科技成果实现向生产的转

化，所形成的社会财力将是无法估量的。科技成果不能

及时顺利地向生产转化的障碍究竟在哪儿呢？归纳起

来，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是缺乏较为发育健全的科技成果转让市场。由

于科技成果转让市场不完备，加之目前科研者商品意识

也很淡薄，许多专家教授们搞科学研究很有一套，可新

技术开发出来以后如何推广转让，却两眼一摸黑。以至

出现不少科研单位抱着“金饭碗”讨口，守着“摇钱树”要

饭。企业虽然缺乏技术，但由于得不到市场信息，对如

何获取新产品、新技术也一片茫然。如某科研所研制出

高效密封产品，苦于无厂房设备不能批量生产，而仅一

墙之隔的某乡镇企业虽有生产密封产品的设施，却因产

品老化压库而濒于倒闭。这样的事屡见不鲜。由于缺乏

沟通渠道，导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二是企业素质较差，缺乏吸收新技术的内在动力。

目前，我们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因领导者的管

理水平和生产者的技能水平等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对新技术消化能力较差。同时，经营管理者依靠技术进

步的竞争意识不强，往往是安于现状，不求进取。

三、企业承包经营者的短期行为，阻碍了科技成果

向生产运用的转化。一般来看，科技成果投放生产过程

后，要获得效益，还有一个时间过程。现在承包期一般

为 3 年左右，在这一时期内科技投入不能“立竿见影”，

经济效益也难充分发挥出来。产值利润上不去，承包者

的政绩就难以体现，所以承包者采用科研新成果、新技

术的积极性不高。

四、科技成果的不等价交换，挫伤了科研单位转让

成果的积极性。某科研单位耗资十多万元，花了三年时

间研制出了一种新产品，预计投放市场后，可获得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连跑了几个生产厂家，磨破

了嘴皮，人家最多出技术转让费 1 万元，多一个子都不

给。厂领导说：我现在的产品销路也不错，要是更换新

产品，不仅要增加投资，而且还要冒风险。

科技成果商品化的这些障碍，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

和财源建设。因此，努力实现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当

前主要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要逐步形成使科研者积极转让成果，生产者积

极吸收新技术的内在机制。科学技术的投入在一定意

义上来讲，属于生产性投入的范畴。因此，国家财政和

地方财政都应重视和增加对科学事业的投入。同时对

技术开发型科研单位的事业费要变无偿拨付为有偿使

用，促进科研单位转变运行机制，增强竞争意识和商品

意识，使科研成果商品化、社会化，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和人民生活服务中获得科研经费。对企业承包经营

者的考核，应把采纳引进先进科技成果和推进企业的技

术进步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激励和调动企业经营责任

者吸收、引进科学技术和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生产，提高

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积极性。

二、积极拓展技术转让市场，为科研成果向生产转

化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技术转让市场既是实现技术

成果转让的媒介，又是科研单位和生产厂家获取信息的

窗口。科研单位可从市场了解到企业需要开发哪种技

术和产品，企业可以从市场上及时知道有哪些科研技术

可供获取。这样，既能使大量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

力，又能使科研单位有的放矢地开发新技术，为生产服

务。

三、加强科研单位与企业的联合，形成利益均沾和

风险共担机制。一项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究竟如何，企

业往往持怀疑观望态度。在未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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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企业一般都不愿意拿出巨额资金作为科研成果转让

费。因此，要加强横向联系，使科研单位和企业都能尝

到甜头，共同承担新产品开发的风险，共同享受开发新

产品的利益。这样，可大大缩短转化时间，在企业获取

效益的同时，科研单位也可获得稳定的技术转让收入。

四、建立和完善科研单位的中试车间，使科研单位

形成科研——生产——经营——销售一条龙的体系。

这样既可逐步显示科技成果的实用价值，减少企业的思

想顾虑，提高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水平，又可使科研单位

获得自身的经济利益。

艺苑
开 拓 财 政 艺 苑

——读《风正一帆悬》有感

刘凤桐

最近，读了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风正 一

帆悬》。这是一本以 郑州市财政工作者的工作生

活为题材的报告文 学集，荟萃了近三十篇作品。

作者们饱含真挚的感情，假 以 朴实无华的笔触，

通过对一些县财政局、乡财政所基层干部的纪

实描述，塑造了不畏艰辛，默默无闻地筹集资金

发展经济的平凡而可爱的财政 工作者的 艺术形

象，生动 感人地展现 了中州大地财政工作者可

贵的精神风貌。我作为他们的同行，当这些真实

写照以 文 学形式跃然纸上、映入眼帘时，心情有

说不出的怡然快慰，感想也随之油然而生。
反映财政工作的文学作品 太少了，像《风正

一帆悬》这样的集子可以 说是凤毛麟角，以 财政

税务工作为题材的电视剧也 只是初现 银屏。这

种状 况 与财政工作实际 和它对文 艺宣 传的需

要，实在相差很远。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财政是

一条不可缺少的重要战线，和工业、农业、国防、

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交织在一起，它就 像网络

密布、经纬整个社会肌体的输“血”（资金）系统。

没有哪个行业 离得开财政的支持，有的需要它

涓涓细流般地 不断输送“血 液”，有的需要它像

高压水 泵般地注入“血液”；大至大江大河的治

理，大厂 大矿的兴建开发，小 至日常生活中的衣

食住行，无不渗透财政输送的“血液”。特别是在

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哪一项改革都需要财

政付出代价；而财政正 是以 排头兵的姿态出现，

推波助 澜，奋力拼搏，为推进改革，支持社 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筹集分配 了巨 额资金，作出了重

大贡献。也正 因为财政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

用举足轻重，决定了它的工作不会一帆风顺，目

前就 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许多困难与矛盾。化

解困难和矛盾，无疑要靠理论、政策的正 确导向

和改革、实践的力量，同时也需要社会的理解和

支持。文学艺术应该较多地介入财政领域，给财

政 以 有力的鼓舞、支持和鞭策，为财政工作特别

是财政改革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财政对文学 艺术有迫切的需要，同时也 为

文学艺术提供创作源泉。财政工作看似抽象，实

际上 它具有丰富充实的生活内涵，蕴含着取之

不尽，用之 不竭的文学 艺术创作素材。财政战线

（包括税务等）有干部职工百万之 众，加之 延伸

到各行各业的财务会计人员，组 成一支庞大的

理财队伍，阵容蔚为壮观。这些遍布城乡各地的

理财人，兢兢业业为国 家、为人民当 家理财，默

默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他们殚精竭虑，运筹帷

幄，精心编织着岁出 岁入的 渠道网络；任劳任

怨，一点一滴地汇集着资金的海洋，一毛一羽地

为祖国振兴丰满着腾飞的翅膀；守关把口 ，堵塞

国 家资金的“跑冒 滴漏”，查处违反财经法纪的

人和事，维护着国 家资财的安全；下农村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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