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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GDP同比增长5.2%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 魏玉坤 韩

佳诺）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数据17日公布：国

内生产总值（GDP）1260582亿元，按不变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5.2%，增速比2022年加快

2.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当日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表示，2023年，我国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

部困难，国民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2023年，按照可比价

格计算，中国经济增量超6万亿元，相当于一个

中等国家一年经济总量。人均GDP达89358

元，比上年增长5.4%。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年

下降0.4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

比上涨0.2%。货物出口增长0.6%，年末外汇

储备超3.2万亿美元。

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初步测算，2023年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达

33278.2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达2.64%，比

上年提高0.08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增至54.6%；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82.5%，比上年提高43.1个百分点。

“观察中国经济表现，不仅要跟自己纵向

比，也要跟其他国家横向比。”康义说，2023年

我国经济增速高于全球3%左右的预计增速，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率有望超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

引擎。

这份经济“成绩单”来之不易、成之惟艰。

回顾2023年，世界经济低迷，外部环境复

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周期性、结

构性矛盾较多，自然灾害频发。围绕做好经济

工作，党中央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各地各部

门有力有效贯彻落实，推动中国经济在攻坚克

难中奋进。

展望2024年，康义表示，外部环境依然复

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

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依然较多。要按

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有效应对困

难、解决问题，不断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近年来，我省坚持以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

设为旗帜性抓手，树立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才能

真正实现创新价值、不转化是最大损失的理

念，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创新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的机制和模式，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

化的障碍和藩篱，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国

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安徽力量。

安徽，大院大所众多，创新家底雄厚。如

何让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如何

解决科技成果转不顺、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

岛现象”，一直是关键难题。

前不久，省科技厅联合9家省直部门印发

了《安徽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实施方

案》，遴选了106家单位参与改革试点。此举意

味着科研成果转化路上的束缚开始松解，打开

加速“纸变钱”的创新局面。

变“先转化后奖励”为“先赋权后转化”

早在2020年，中国科大就成为全国40家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试点单位之一，创新性提出

“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

具体而言，在科技成果转化前，先将职务

科技成果的部分所有权赋予科研团队，科研团

队与学校成为共同所有权人。在科研团队利

用赋权知识产权成立公司后，可向学校申请获

得全部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学校不持有转化公

司的任何股份，只通过“约定收益”的方式享受

转化公司发展带来的未来收益。

这意味着，科技成果转化从传统的“先转

化，后奖励”模式，走向了“先赋权，后转化”

模式。

2023年，在科大硅谷成立的安徽中科易能

科技有限公司，便是赋权改革试点的受益者之

一。该公司致力于用电安全前沿技术探索、产

品研发，面向用电安全管理的早期风险评估、

预测预警等工作，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这种模式对科研人员来说非常利好，审

批流程大大加快，提高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效

率，也提升了企业经营的灵活性。”该公司首席

架构师王文家说，这让团队人员干劲满满！

“改革前，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作价入股方

式须按程序进行审批，流程很长，可能需要一

年。现在通过‘赋权+转让+约定收益’，大概两

个月就可以走完所有流程。”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转化办主任吴长征表示，这种模式从源头上

破解科研成果转化难问题，提高成果转化率。

记者了解到，中国科大在改革后2年内通

过赋权试点方式转化的成果数量，约为改革前

5年通过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方式转化成果数量

总和的3倍多，加速推动了一大批高精尖科技

成果高效转化。

2023年3月，中国科大“赋权+转让+约定

收益”模式入选国家面向13个省市揭榜的10

项全面创新改革任务之一。

截至去年年底，中国科大通过作价入股方

式新设或增资企业36家，知识产权评估金额约

2.16亿元，企业经过融资后，知识产权估值约

20.6亿元，公司市值累计约83亿元。

省属高校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来了

2022年，省属高校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来

了。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大学、

安徽工程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5家省属高校，

成为安徽省首批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试点单位。

改革试点后，科技成果“纸变钱”的速度大

大加快。

钢渣是炼钢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在

我国每年排放量超过1亿吨，但利用率很低，造

成占用土地、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的问题十分

突出。长期以来，如何实现钢渣的综合利用一

直是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中的难点。

“团队自主研发的冶金固废高值化非建材

领域应用技术方面3项发明专利，在2022年10

月与安徽海百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进

行技术转让，合同额高达1000万元。整个流程

走下来，只用了4个月，效率很高。”安徽工业大

学教授龙红明从事冶金固废资源综合利用方

面研究十余年，科研成果颇丰。

如此快速的成果转化，离不开安徽工业大

学探索出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据介绍，该

校推行的“专利许可+技术服务”模式，在专利

实施许可的基础上，配套开展相关技术的咨

询、指导和服务，帮助企业既能买得起技术，又

能接得住技术；同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益

和水平。

“赋权改革提升了科研人员的自主权，激

发了科研热情。同时科研人员在专利权的使

用上也更加灵活。”龙红明告诉记者，在赋权改

革前，由于体制机制的限制，科研成果转化落

地容易出现转不顺、转不畅的问题。现在有了

利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激励更多科研人员不

仅做论文，更注重研究的实际落地。

安徽工业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1年

11月获批赋权改革试点高校以来，学校新签订

产学研项目1300余项，合同额4.2亿元，其中

500万元以上重大产学研项目20项。

首批赋权改革试点成效明显。截至去年

年底，5家试点高校308项知识产权成果申请

赋权，已转化123项，其中通过技术许可、转让

方式转化知识产权成果105项、转化金额约

3400万元，通过作价入股方式转化18项、转化

金额约4800万元。

106家单位加入，打开成果转化新局面

2023年 12月，随着《安徽省职务科技成

果赋权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出台，改革试点

范围从5家扩展到106家，成果转化打开了新

局面。

“《实施方案》基本实现了区域医疗中心和

省属高校的全覆盖。”省科技厅成果转化与区

域创新处副处长刘沛沛告诉记者，《实施方案》

建立尽职免责制度，列出不予追责的八种情

形，严格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原则，有利于

消除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等开展科技成果转化

的顾虑，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

刘沛沛介绍，《实施方案》中的一大亮点，

是改变了传统赋权改革模式。通过采取“赋

权+转让+约定收益”新模式，以技术转让方式

让渡学校留存的所有权份额，学校与成果完成

人成为一致行动人，科研人员获得全部所有权

后可自主转化。

为让更多创新主体尽快享受这一政策红

利，省科技厅先后召开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政

策宣讲会、改革工作方案编制培训会，帮助改革

试点单位弄明白为什么干、怎么干、干什么等问

题，提高改革试点单位的主动性、积极性。

今年1月，全省召开了职务科技成果赋权

改革试点动员会，进一步鼓舞改革试点单位

“放开手脚”，推广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转让+

约定收益”改革模式，解放和激发科技生产力。

作为本次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安徽科技学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学习借鉴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转让+约定

收益”模式，大力加强试点单位建设，全面提升

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取得新

实效。 （安徽日报记者 鹿嘉惠）

成果转化松绑加速“纸变钱”
我省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

喜迎省喜迎省两会两会

1月14日，在合肥市新合肥西站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正在抓紧施工作业。目前，新合肥西站站房主体已经完成、西

广场及地下配套停车场工程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赵明 摄

新合肥西站建设快马加鞭新合肥西站建设快马加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