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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

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

业等活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科技成果转化应当包括各类

成果的应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技能的加强，效率的增加等等。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而生产力包括人、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因此科学技术这种潜在的生产力要转化为直接

的生产力，最终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改善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来实现的。从这种意义上讲

，广义的科技成果转化是指将科技成果从创造地转移到使用地，使使用地劳动者的素质、技

能或知识得到增加，劳动工具得到改善，劳动效率得到提高，经济得到发展。狭义的科技成

果转化实际上仅指技术成果的转化，即将具有创新性的技术成果从科研单位转移到生产部门

，使新产品增加，工艺改进，效益提高，最终经济得到进步。我们通常所说的科技成果转化

大多指这种类型的转化，所讲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就是指技术成果的应用数与技术成果总数的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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