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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关键在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着力点在于构建更加精准的科技创新政策体

系。自《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实
施以来，各级政府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制定实施了

量大面广的科技创新政策，地方政府在财政科技经

费投入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

施方案》也明确提出要“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但

与快速增长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政策类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成

效令人担忧。大多数企业仍然锁定在低技术附加值

领域，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效不明显[1]，我国实际转化

为生产的科技成果数量极为有限，科技成果转化率

不高于30%.
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尝试利用三阶段

通径模型评估科技创新政策，对比分析科技创新政策

对创新能力、企业创新的影响。对于创新政策的评估

是一个全球性难题[2]，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弥补

现有科技创新政策效应评价对于企业创新及创新成

果转化的疏漏。现有科技创新政策效应多从政策实

施机构，政策扶持主体，政策历史变迁等研究评价政

策价值导向、政策功能演进及政策内容设计[3-8]的合

理性。然而科技创新政策效应的评价主体理应是企

【创新政策】

科技创新政策、创新能力与企业创新
李 湛 张 良 罗鄂湘

【摘 要】将科技创新政策归纳为六种类型，建立三阶段通径模型，以上海市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了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不同创新阶段能力及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六类创新政策对于企业创新产

业化实现的路径影响存在异质性，财政政策、外部规范性政策只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金融

政策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及创新中间转化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知识产权政策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及创新

产业化实现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税收政策、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三个阶段均产生直接正向影响。且六类

科技创新政策整体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政策效应大小依次是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关 键 词】科技创新；PLS通径模型；政策效应；对比分析；雷达图

【作者简介】李湛(1961- )，男(汉)，江西吉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科技创新、区域经济（上海 200020）；张良(通讯作者)(1990- )，男(汉)，江苏徐州人，上海社会科学院

应用经济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创新，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上海 200020）；罗鄂湘

(1970- )，女(汉)，湖北武汉人，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企业创新（上海 200093）。

【原文出处】《科研管理》（京）,2019.10.14～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级新区与拓展发展新空间研究”(15AZD072，2016.03-

2020.0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系统化提升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成果产业化能力的机

制、途径与政策研究”(2013WGL001，2013.01-2014.12)；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决策咨询课题：“上海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调研分析”(2013.01-2014.12)。

··2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0.1 创新政策与管理
INNOVATIVE POLICY AND MANAGEMENT

业，企业的实际成果转化与获得感才真正反映科技

创新政策效应。因此，国外学者则多立足于微观企

业，如Kapsali[9]通过12个企业案例比较研究，发现项

目成功实施的政策都是基于特定的系统思维结构及

政策设计灵活性。此外，国内科技创新政策对于企

业创新能力的衡量主要关注专利数、研发等创新投

入环节，对于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及产业化的环节缺

少足够关注度，而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恰是跨

越科技创新“死亡之谷”的关键。(2)弥补国内科技创

新政策效应评价系统性不足的短板。国内少数立足

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政策效应只是考虑某一类创新政

策，如研发补贴 [1]，税收激励政策 [10]等，缺乏金融、知

识产权等政策效应的分析及政策效应的整体对比。

对单一政策效应的研判上，论证科技创新政策对于

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尽管后来的学者逐步加入企

业异质性特征，研究科技创新政策在市场化程度、企

业所有制变量、高管的技术背景、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等[11，12]异质下，单一科技创新政策对于企业创新能力

的影响差异。但由于缺少其他政策效应对比这一参

照系，这种影响差异只能纵向自身对比，回归数值系

数更多只是统计上的意义，从而并没有真正刻画不

同科技创新政策对于创新能力、企业创新的影响效

力大小。(3)对于不同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

的路径异质性把握有利于从供给侧构建更加精准的

科技创新体系。国内外研究基于OLS、双重差分等

回归方法，并不能解释科技创新政策对于企业创新

的作用机理。作用机理的黑箱如不解开不利于进一

步实施精准的科技创新政策。对比科技创新政策影

响企业创新的路径异质特征，才能够发力科技创新

政策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薄弱环节，才能够在供给

侧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匹配要素资源高效率配置，实

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研究思路如下，对于科技创新政策效应立

足于微观企业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将科技创新政

策划分为六类，对比六类科技创新政策在企业创新

成果产业化三个阶段的政策路径影响差异，探寻科

技创新政策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路径影响机制；

以科技创新政策对于企业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排序

六类创新政策，探究哪一类或哪几类创新政策最有

效；最后以雷达图形式可视化政策三个阶段的政策

效力，探讨六类政策在创新产业化三阶段的哪个阶

段最为有效，并针对企业创新产业化的三阶段提出

对策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关于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作用机

理。多数学者认为科技创新政策对于企业创新能力

或创新绩效存在有效支撑，并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

脱离政府干预及政策支持的科技创新只是一种纯理

想状态。政策支持工具箱包括税收、人才、金融、财

政支持等多种形式，但不同学者对于政策工具箱下

不同政策对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有着不同的归纳

与解释。如郭捷等[13]研究归纳了四类科技创新政策

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积极正向的影响，但这一正

向影响并非是直接作用于创新绩效，而是通过创新

投入、组织激励两个维度作为中介。曲婉等 [14]基于

创新产品的新市场机会、研发、原型生产与制造、商

业化的创新过程模型，构建了科技创新政策的评估

方法，并以税收优惠政策为例实证探讨了该评估方

法的适用性。可见，科技创新政策对于企业影响的

作用机制仍多基于企业的创新过程出发，在具体的

操作中的依据不同理论做出的分类不一。

关于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机

理。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学者普遍认为投入是产出

的必要条件，对创新产出起到促进作用，且不存在没

有投入的产出。王红霞等[15]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研究

了R&D投入与创新产出关系，认为R&D投入对创新

产出的影响遵循以下两条路径：一是R&D投入直接

正向影响创新产出；二是通过资源利用这一中介变

量间接正向影响创新产出，其中，资源的高效整合与

配置利用促进了R&D投入对于企业的创新产出。

本研究结合科技创新政策对于企业创新以上两

方面研究，以科技成果产业化为导向，参照美国国家

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及国内申长江等[16，17]学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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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创新能力细分为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创新中间转

化能力、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三个阶段。并认为科

技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要分阶段来看，一是

科技创新政策直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包括创新基

础投入能力，创新中间转化能力，创新产业化实现能

力。二是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基础投入、创新

中间转化、创新产业化实现三个阶段的影响要考虑

到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关系与作用机制。其中科

技创新政策涉及六类，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

融政策、人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外部规范性政策。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及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提

出假设如下：

H1：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基础投入能力有

着直接正向影响。

H2：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中间转化能力有

着直接正向影响。

H3：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有着直接正向影响。

H4a：企业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对企业创新中间转

化能力有着直接正向影响；

H4b：企业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对企业创新产业化

实现能力有着直接正向影响；

H4c：企业中间转化能力对企业创新产业化实现

能力有着直接正向影响。

综述，本研究理论模型及假设如图1所示。

2.2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以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七大行业的重点企业(以
下简称战新企业)为研究对象，由上海市经济与信息

化委员会牵头组织(2014年)，以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发展研究中心为依托，共发放550份问卷，回收问卷

234份，问卷的回收率为42.5%(234/550)。
2.3 变量测量

变量测量上，政策资料借鉴了上海张江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上海科技创新技术开发区政策汇编

修改本》(上下)中收集的约130个政策及上海市经济

与信息化委员会提供的约23个政策样本，以其中的

操作性层面的25项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25项
细分政策归为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人才

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外部规范性政策。25项细分政

策由已享受此项政策企业按照五级量表打分，1表示

支持度高，5表示支持度低。

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创新中间转化能力、创新产

业化实现能力采用Likert五级设计。借鉴国内外成

熟测量量表的研究成果，结合对该领域专家的调研，

反复修改测量条款，完善语言措辞表述，形成11项初

始量表条款；通过小规模发放与回收问卷，检验分析

初始量表条款，剔除不合理条款共2项，形成最终量

表条款共9项。其中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包括人员投

图1 政策效应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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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资源效率、资金投入3个子问题；创新中间转化能

力包括专利数、新开品开发周期、新产品开发成功

率、比同行更快推出新产品4个子问题；创新产业化

实现能力包括了新产品利润额、新产品销售额2个子

问题。

2.4 分析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结构方程 PLS通径模型，从税收

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财政政策、知识产权政

策、外部规范性政策、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创新中间

转化能力、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9个维度共计 34个
子问题分别构建结构方程，分析六类政策对战新产

业企业创新能力的路径影响。其中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SEM)是社会科学研究

中的一个比较前沿的方法，是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

工具。以下分析使用SmartPLS2.0进行数据处理。

3 假设检验与进一步研究

3.1 信度效度检验

PLS通径模型要求每个隐变量所对应的显变量

组需要满足唯一维度。对于显变量的唯一维度检

验，通常有3种检验方法：显变量的主成分分析；科隆

巴奇系数α；迪侬高德期丹系数ρ。这里我们采用对

显变量组做主成分检验，通过隐变量对应的显变量

的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同时其他主成分特征

值小于 1来判定显变量满足唯一维度要求。表 1给
出了9类显变量的第一主成分特征值及第二主成分

特征值，9类显变量的第一主成分特征值及与之对应

的第二主成分特征值满足判定条件，因此所构建的

PLS通径模型满足唯一维度。

信度与效度检验遵循了Henseler等人的建议，

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和合成信度是反映PLS结构方

程模型的信度指标，其值应大于 0.7；用聚合效度和

区别效度作为评价效度的主要指标，以平均变异萃

取量(AVE)描述聚合效度，其值应大于0.5；以潜变量

测定系数和交叉验证冗余度等来描述区别效度，其

中测定系数应大于 0.3，交叉验证冗余度应大于 0。
由表 2可知，模型的信度效度各项指标基本符合要

求，除了创新基础投入指标小于0.3。
3.2 结构方程分析

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直接效应可用从原因变

量到结果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来表示，路径系数

在PLS通径模型中代表了潜变量之间的影响程度或

效应大小。由PLS通径模型结果并结合路径系数显

表1 显变量唯一维度检验

分类

六类政策

企业创新

显变量组

税收政策

金融政策

人才政策

财政政策采购

知识产权政策

外部规范性政策

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第一主成分特征值

2.398

4.011

3.863

2.275

2.794

3.831

2.117

2.356

1.633

第二主成分特征值

0.905

0.402

0.541

0.462

0.112

0.433

0.587

0.841

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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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交叉验证冗余度结果由SmartPLS2.0中的Blindfloding程序给出。

表2 模型质量结果

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变量

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税收政策

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金融政策

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人才政策

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财政政策

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知识产权政策

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外部规范性政策

平均变异萃取量

0.588

0.705

0.816

0.598

0.589

0.705

0.816

0.800

0.589

0.705

0.816

0.772

0.589

0.705

0.816

0.756

0.588

0.705

0.816

0.931

0.588

0.705

0.816

0.764

合成信度

0.847

0.877

0.899

0.855

0.847

0.877

0.899

0.952

0.847

0.877

0.899

0.944

0.847

0.877

0.899

0.903

0.847

0.877

0.899

0.976

0.847

0.877

0.899

0.942

测定系数

0.426

0.125

0.383

0.416

0.050

0.355

0.418

0.100

0.400

0.414

0.108

0.352

0.403

0.138

0.376

0.403

0.054

0.362

内部一致性系数

0.754

0.789

0.775

0.773

0.754

0.789

0.775

0.938

0.754

0.789

0.775

0.926

0.754

0.789

0.775

0.840

0.754

0.789

0.775

0.963

0.754

0.789

0.775

0.923

公因子方差

0.588

0.705

0.816

0.598

0.589

0.705

0.816

0.800

0.589

0.705

0.816

0.772

0.589

0.705

0.816

0.756

0.588

0.705

0.816

0.931

0.588

0.705

0.816

0.764

交叉验证冗余度*

0.218

0.087

0.244

0.219

0.035

0.260

0.068

0.069

0.123

0.067

0.076

0.001

0.218

0.097

0.251

0.037

0.038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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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检验见表3，六个模型分别按照T值不显著的大

小顺序依次删掉不显著路径，以模型二金融政策对

企业创新影响为例，该模型中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对

于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路径T值为 1.625，金融政策

对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的路径T值为 0.568，先删掉

T值较小的 0.568的路径得到第一次修正模型，此时

修正模型中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对于创新产业化实现

能力路径T值由 1.625增至 1.786，但仍不显著，从而

注：其中*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下同。

表3 六类创新政策模型结果

影响因素
税收政策影响

税收政策→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税收政策→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税收政策→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创新中间转化→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人才政策影响

人才政策→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人才政策→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人才政策→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创新中间转化→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知识产权政策影响

知识产权政策→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知识产权政策→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知识产权政策→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创新中间转化→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路径系数

0.355***

0.216**

0.221*

0.545***

/

0.484***

路径系数

0.317***

0.206**

0.255***

0.553***

/

0.481***

路径系数

0.370***

/

0.203**

0.619***

/

0.503***

影响因素
金融政策影响

金融政策→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金融政策→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金融政策→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创新中间转化→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财政政策影响

财政政策→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财政政策→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财政政策→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创新中间转化→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外部规范性政策影响

外部规范性政策→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外部规范性政策→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外部规范性政策→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创新基础投入→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创新中间转化→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路径系数

0.230**

0.199**

/

0.572***

/

0.578***

路径系数

0.330***

/

/

0.620***

/

0.577***

路径系数

0.232*

/

/

0.620***

/

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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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删掉该路径得到最终模型二。其余模型处理方

式同理，分别得到六个最终结构方程模型，模型图见

图 2至图 7。通过公因子方差平均数和测定系数平

均数的几何平均数计算出六个模型的整体适配度值

分别为 0.490，0.472，0.498，0480，0.500，0.470，表明

模型的整体适配度很好[18]。

图2 税收政策路径系数(模型一)

图3 金融政策路径系数(模型二)

图4 人才政策路径系数(模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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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财政政策路径系数(模型四)

图6 知识产权政策路径系数(模型五)

图7 外部规范性政策路径系数(模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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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于模型 1，H4b假设不成立，其余假设均

成立；对于模型 2，H3及H4b假设不成立，其余假设

成立；对于模型 3，H4b假设不成立，其余假设成立；

对于模型 4，H2，H3及H4b假设不成立，其余假设成

立；对于模型 5，H2及H4b假设不成立，其余假设成

立；对于模型6，H2，H3及H4b假设不成立，其余假设

成立。综上，不同科技创新政策对于企业创新的路

径影响不一，进一步对比分析如下：

(1)六个模型中，创新基础投入对创新产业化实

现能力的路径系数均不显著(假设H4b不成立)，表
明六类政策中，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并不直接对创新

产业化实现能力产生影响，而是影响中间转化能

力，并通过中间转化能力最终影响创新产业化实现

能力。即假设H4b不成立，这一点与郭捷等[13]的研究

结果类似。

(2)六类政策对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的影响机制

各不相同，呈现出路径影响的异质性。财政政策、外

部规范性政策对于创新基础投入能力路径系数T值

显著，而对创新中间转化能力、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的路径系数T值不显著，表明财政政策、外部规范性

政策只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金

融政策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创新中间转化能力的

路径系数 T值显著，对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路径系

数 T值不显著，表明金融政策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及创新中间转化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知识产权

政策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的

路径系数T值显著，对创新中间转化能力路径系数T
值不显著，表明知识产权政策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及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税收政

策、人才政策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创新中间转化能

力及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的路径系数 T值均显著，

表明税收政策、人才政策对创新成果产业化三个阶

段均产生直接正向影响。

(3)六类政策对于企业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的总

效应(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效应总和)如表4所示，

六类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政策效应

大小依次是人才政策、税收政策、知识产权政策、金

融政策、财政政策、外部规范性政策。

3.3 进一步研究

上述结果把六类政策单独来看，主要对比分析

了六类政策对于企业创新中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的

路径影响差异，但科技创新政策作为一个整体如何

影响创新产业化三个阶段却不得而知。进一步地，

我们把六类政策看成一个整体，以雷达图(图8所示)
的形式可视化六类创新政策效应，对比科技创新政

策在创新基础投入能力、中间转化能力、创新产业化

实现能力三个阶段的政策影响力。

由于六类创新政策的影响力为 PLS通径模型

的路径系数，量纲一致，此处并没用做标准化处

理，半径选取 0.45。把六类政策看成一个创新系

表4 六类创新政策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三阶段的总效应

政策

税收政策

金融政策

人才政策

财政政策

知识产权政策

外部规范性政策

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0.354618*

0.229758*

0.316733*

0.330356*

0.370369*

0.232305*

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0.409796*

0.330654*

0.380689*

0.204668*

0.229390*

0.144074*

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0.419181*

0.191142*

0.437905*

0.117992*

0.318032*

0.08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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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用雷达图的面积表示六类政策对于创新成果产

业化三阶段的影响，可得S创新基础投入能力＞S创新中间转化能力＞

S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表明六类政策总体上主要影响创新基

础投入能力，其次是创新中间转化能力，最后才是创

新产业化实现能力。此外，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大于

等于 0.225(雷达图半径的一半)，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构成的多边形明显向外扩张，表明六类创新政策对

创新投入能力影响属于积极发展型；创新中间转化

能力所构成的多边形在税收政策、人才政策、金融政

策、知识产权政策四项指标上大于 0.225；创新产业

化实现能力在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 3
项指标上大于0.225。

细分政策来看，税收政策效应主要影响创新产

业化实现能力，其次是创新中间转化能力，最后是创

新基础投入能力，且税收政策的三个坐标点均远离

圆心，表明税收政策效力较佳：金融政策对于创新成

果产业化三阶段的政策效力依次是创新中间转化能

力、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且衡

量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的坐标点靠近圆心且为凹

点，表明金融政策效力对于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影

响薄弱。人才政策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三个阶段的

政策效力依次是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创新中间转

化能力、创新基础投入能力，且人才政策坐标轴上三

个坐标点均远离圆心，表明人才政策效力较佳；财政

政策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三个阶段的政策效力依次

是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创新中间转化能力、创新产业

化实现能力，且衡量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的坐标点

靠近圆心且为凹点，表明财政政策效力对于创新产

业化实现能力影响薄弱。知识产权政策对于创新成

果产业化三个阶段的政策效力依次是创新基础投入

能力、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创新中间转化能力，且

知识产权政策坐标轴上3个坐标点均远离圆心，表明

知识产权政策效力较佳；外部规范性政策对于创新

成果产业化三阶段的政策效力依次是创新基础投入

能力、创新中间转化能力、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且

衡量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的坐标点靠近圆心且为凹

点，表明外部规范性政策效力对于创新产业化实现

能力影响薄弱。

4 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六类科技创新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与机理

不同。财政政策、外部规范性政策只对创新基础投

入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金融政策对创新基础投

入能力及创新中间转化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知

识产权政策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及创新产业化实

现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税收政策、人才政策对

创新成果产业化三个阶段均产生直接正向影响。

图8 六类创新政策效应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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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面、系统、精准的科技创新政策需要关注不

同政策的路径差异特征，发力科技创新政策路径影

响的薄弱环节。

六类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

的政策效应大小不同。政策效应大小依次是人才

政策、税收政策、知识产权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

策、外部规范性政策。对于政策效力相对较佳人

才、税收、知识产权政策，更加关注政策制定的导

向性；对于政策效力略微薄弱的财政采购、外部规

范性政策及金融政策，更加注重政策的措施、实施方

式与效力。

六类科技创新政策影响企业创新呈现出不同阶

段的效应差异。六类科技政策整体上主要影响企业

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其次是创新中间转化能力，最后

才是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这可能源于政策的传导

机制不畅，据此政府必须将有力的政策支持贯穿产

业创新成果转化的整个过程，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保持政策的一致性与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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