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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一年的「三反」、「五反」運動。 資料圖片

■宣傳隊在街頭教集
會的群眾唱「三反五
反」宣傳歌曲。

資料圖片

做科技界的「經紀人」
多年來，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問題一直困擾着中國科技界和產業界。高校與科研機構集聚了大量高層次人才、承擔了大量國家科研任務、積累了大量科技成

果，其轉化比例亦不如人意。二十年致力於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政協常委、中國民營科技促進會副會長汪斌認為，好的科技新產品在掌握推

廣方法後，科技成果轉化並不難，最需要的是一批既懂市場又懂技術的人才，即科技界的「經紀人」。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王曉雪、馬玉潔北京報道

■圖為河北省承德市雙灤區一家新型建材公司利用尾礦製作的
透水磚產品。 新華社

■圖為觀眾在某科技成果轉化交易會現場參觀一款混合動力轎車模型。 網上圖片

■鄂爾多斯市政協
常委、中國民營科
技促進會副會長汪
斌。 本報北京傳真

■北京奧運國家體育館外地面鋪裝的砂基透水磚。 網上圖片

■汪斌結合自己多年經驗，提練總結出一套科技型企
業快速成長的「十步法」。 本報北京傳真

廿六年前的夏天，懷着對即將在北京召開的第11屆
亞運會的憧憬，汪斌從安徽省潛山縣考入了北京

科技大學熱能工程系動力工程專業。畢業後，他被分配
到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部，先後從事航天系統會議
和人才培訓的組織及接待、高新技術民用推廣等工作。
在職業生涯的開端，汪斌就接觸到與科技成果轉化推

廣相關的工作。1999年，他毅然辭掉了當時讓很多人羨
慕的「金飯碗」下海創業，嘗過幾次成功與失敗的滋味
後，他逐漸探尋到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路。

「理工科的學業背景讓我熟悉技術，對基
礎知識和研發流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後來
我在清華讀完MBA，又對市場有所把握，能
對市場的需求和熱點作一些分析。這兩者的
結合使我確定自己能做好科技成果轉化工
作。」

兩助電動自行車普及
2001年，汪斌在北京街頭第一次看到行駛
的電動自行車，馬上察覺到這種新型交通工
具符合民眾的需求，在中國將有巨大的市
場。然而，當時對於這種新產品還存在着是
「機動車」還是「非機動車」等爭議，令許
多投資者望而卻步。
敏銳的他次年策劃了「首屆中國電動車發

展論壇」，邀請包括何祚庥、周干峙等院士
專家、相關主管部門官員及代表廠家等研討
電動自行車的屬性問題，最後達成共識：電
動自行車屬於「非機動車」，並全體簽名上
書時任總理朱鎔基。
在當年「兩會」召開前夕，他又積極向代

表反映，形成議案。通過各方的共同努力，
2004年5月1日正式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道路交通安全法》將電動自行車定性為「非
機動車」，使其有了合法「身份」和非機動

車道的行駛依據，各地電動自行車廠家隨之紛紛湧現。
2005年，電動自行車發展再一次遭遇危機。出於管理

考慮，珠海等城市立法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北京也規
定全面禁行電動車。當年7月，他發起「第二屆中國電
動車發展論壇」，引來諸多主流媒體和地方管理部門的
關注，推動許多城市取消電動車禁令。據統計，2001年
全國電動自行車年產量為50萬輛，到2005年達到1,000
萬輛，五年間增長了20倍，汪斌在其間發揮了不可忽
視的作用。

推廣透水磚「利國利民」
繼電動自行車之後，汪斌又將目光投到了城市路面改

造上。2006年前，北京的路面全是水泥地面，硬化不透
水，下暴雨容易內澇，同時地下水得不到補充。當時北
京某企業成功研製出世界領先的沙基透水磚，該企業力
邀汪斌出任副總裁，負責新產品市場開發與營銷推廣。
正值國家發改委等十三部委聯合主辦「節約型社會展
覽會」之際，汪斌通過層層篩選帶着該企業生產的透
水磚通進入展會，並代表北京代表團向胡錦濤、溫
家寶等時任國家領導人現場匯報了砂基透水磚項
目。他說，胡總書記仔細詢問並與他探討了這項
技術達20多分鐘，稱砂基透水磚是「利國利民」
的好產品。
在隨後兩年多的時間內，包括多個奧運場館和北

京金融街、中華世紀壇等全國30多個重點工程率先
採用砂基透水磚。在這類高端透水磚市場帶動下，
全國各地市政管理者逐漸認識到鋪裝透水磚
的重要性。

不能讓成果變成「棄嬰」
汪斌認為，造成內地科技成果轉

化率較低的主要原因有考核機制不
合理、轉化審批繁瑣等，新修訂
的科技成果轉化法對此都有修
改和突破。
此外，最為制約的因素

是新產品的推廣難。
「新技術變為新產
品后，大部分新產
品不是人們生活所
必需的，是要一步
步迭代的。怎麼把
人們觀念打破，怎

麼隨着社會進步完善現行的法律法規十分重要。」
在他看來，大部分科研人員的性格偏內向，並不適合
做科技產品的市場推廣。因此，需要的是同時懂技術和
市場的複合型人才，來當溝通雙方的橋樑。「很多好產
品夭折在中途，其中有技術的原因，也有市場的原因，
但更多的是缺少轉化的中間環節。」

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之
際，新中國還於1951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
內部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於1952
年1月在資本主義工商業中開始開展了反行賄、反偷稅
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
情報運動。這兩個運動實際上是分別針對甲方、乙方的
運動，是相輔相成、相互關聯的運動，因此合併簡稱為
「三反」、「五反」運動，歷時一年。
「三反」、「五反」運動涉及全國範圍自上而下各
個層面各個角落，需要廣泛動員各界人士參與。因
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協商機關、各民主黨派和人
民團體都無例外地參加了「三反」、「五反」運動。
1951年12月29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向各省、市協商
委員會發文，要求各地協商機關必須通過各民主黨
派、各人民團體大力協助各級政府推動正在大張旗鼓
展開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並要把
這一運動發展到社會各階層群眾中去，依靠群眾，協
助政府，大膽地檢舉貪污浪費，同時發動群眾揭發某
些奸商賄賂幹部、盜取國家財富的犯罪行為。
1952年1月5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舉行第
三十四次會議，討論「三反」運動問題。政協全國委
員會副主席、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向會議報告了在全國
範圍內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思想改造

運動的情況，並號召工商界人士積極參加這些運動，
進行自我改造。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到會作
了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的報告。會議
通過了《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代表會議組織條
例》、《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代表會議地區代
表產生辦法》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學習委員會組織
辦法》。《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
決定》，要求政協全國委員會要有組織、有領導地推
動各民主黨派人士，各級政府、人民團體和協商機關
中的無黨派人士，政府和企業機關中的專家，工商界
人士，宗教界人士，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政
策學習。會議還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協商機關迅速成
立學習委員會，領導思想改造學習運動。
政協委員和協商委員會委員本是各界精英，尤其有

許多工商界精英，因此在「三反」運動中既要率先垂
範，又要自我改造，並必須從思想和感情上接受改
造，真正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所以，伴隨「三反」
運動及其後「五反」運動的開展，思想改造學習運動
也便成為必然。這也同時開創了人民政協重視學習的
優良傳統。
1952年1月22日，政協常務委員會舉行第三十五次

會議，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修正草
案）》，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彭真、中央節
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分別作有關報告。3月6日，
常務委員會舉行第三十六次會議，聽取中央節約檢查
委員會副主任李富春所作的關於處理「三反」運動中
貪污、浪費問題的意見的報告，聽取北京市市長彭真
所作的關於北京市開展「五反」運動情況的報告，並
討論了有關處理原則和辦法。隨後，中央人民政府委
員會會議批准《懲治貪污條例》，政務院政務會議批
准《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官僚
主義錯誤的若干決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
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到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運動結束，為鞏固
國營經濟地位、鋪就社會主義改造條件以及樹立良好
社會風氣等，作出了貢獻。
在此需要補述的是，在1951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
舉行的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
主席即已提出思想改造的極端重要性，周恩來副主席
在所作《政治報告》中提出成立工商業聯合會。1953
年10月，全國工商聯舉行第一屆會
員代表大會，宣告正式成立，政協
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陳叔通任第一屆
主任委員。

1996年制定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經重新修
訂在2015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規定擴大科研成果
的信息發佈；取消審批，賦予科研機構成果使用
權、處置權；建立利益機制，使科研人員、科研機
構在轉化過程中增加收益等。其中，在提高對科技
人員轉化成果獎勵力度上，對現金和股權獎勵的最
低比例從20%提高到50%。

籲加大政府扶持和人才培養力度
在汪斌看來，加大獎勵是亮點之一，但並不一定

能起到預想中的作用。他認為，新法應該在政府採
購、市場推廣、培養轉化人員、科技宣傳等方面進
一步加強。政府採購時應有所傾向，幫助降低新產
品的前期成本，同時在市場培育和引導上加大力
度。在人才培養上，需要高校設相關專業和課程，
或在科研人員隊伍中集中培訓，以緩解轉化人才稀
缺的現狀。他為此輾轉各地，赴各大科研院所、高
校開展講座培訓，並認真收集聽眾的反饋。

「十步法」助科技型企業成長
結合自己多年來探索高科技產業化之路的實踐經

驗，汪斌提練總結出一套科技型企業快速成長的
「十步法」。他認為，對於一家技術優勢領先、市

場前景廣闊、符合國家政策導向的高科技企業而
言，「十步法」或將能為其指引一條明晰的發展之
路。
首先，從組建一個有靈魂人物的團隊開始。汪斌

認為，高科技企業要邁入發展的正軌，「搭班子」
是重中之重，應該將「人」這一要素放在首位。只
有能為眾人所信服的主導人物，才能凝聚意志、發
揮群力。其次，團隊構成需分工合理，術業有專攻
才能讓「1+1＞2」。
同時，要明確知識產權

的重要性。他強調，企業
發展初期就應意識到知識
產權對高科技企業來說是
「命脈」所在。企業不僅
要意識到其重要性，更要
重視其緊迫性，尋找業內
資深人士和專業機構的幫
助，高效完成專利申請。
此外，產品試用、產品

鑒定、標杆客戶建立、產
品宣傳、引入創投、團隊
建設、國家扶持政策運
用、推動行業標準制定等

都是重要的步驟。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應致
力於推動行業標準的制定。科技創新本就是一個
「不破不立」的過程，對高新技術產業而言，更是
在行業標準被不斷打破的過程中走得更高、更遠。
如果一個企業成了行業標準的制定者，也就意味着
它一定處於業內領軍位置，將引領行業未來的發展
方向。制定者以己身為參照，就佔領了先機，在市
場競爭中牢牢掌握主動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