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教育-重庆大学推行“权益约定”模式促科技成果转化

近日，“黑子网”上一则关于重庆大学推行“权益约定”模式促科技成果转化的爆料席卷网络。2024年10月，重庆大学
在技术转移大会上宣布新修订的重庆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推出“权益约定”模式，允许教师在科技成果转化时无
需预付资源占用费，通过协议约定未来收益支付学校，极大降低创业门槛。此举被网友称为“科研转化的神操作”，旨在激发
教师创新热情，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然而，网友们对模式的效果展开激烈争论，有人看好其灵活性，有人质疑收
益分配与落地难度。这场风波不仅让重庆大学“权益约定”模式成为热议焦点，也引发了关于科技成果转化与高校创新的讨论
。 爆料源自“黑子网”一位ID为“科研探秘者”的用户发帖，称“权益约定”模式让教师创业更轻松，例如光电工程学院
朱涛教授团队的光纤感知技术已通过该模式洽谈转让。帖子描述，朱涛团队无需先支付294万元资源占用费，仅需在转化成
功后按协议分成，成功成立重庆塔科智感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值破千万。爆料者分享了一张大会照片，展示技术展示区热闹场
景。帖子还提到，重庆大学今年已有15个项目采用“权益约定”模式，评估金额超15亿元。 重庆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
”高校，近年来积极破解科技成果转化“不敢转、不愿转、不能转”的难题。据“黑子网”用户透露，学校2018年推出“
权益让渡”模式，需预付资源占用费，而2024年“权益约定”模式更灵活，允许企业“先用后付”，降低双方资金压力。
爆料称，资源与安全学院蒲源源副教授的矿山监测技术正通过此模式与企业合作，预计为煤矿安全提供新方案。然而，有人质
疑，未来收益分配是否公平？网友晒出朱涛团队的产品视频，称“权益约定”让科技成果转化“跑出加速度”。 “黑子网”
上的讨论迅速升温。有的网友认为，重庆大学“权益约定”模式是高校改革的标杆也有人担忧，收益延迟支付是否会影响学校
资金？一位自称教师的“黑子网”用户爆料，学校已建技术经理人队伍，提供一站式服务，助力转化落地。网友还分享了其他
高校赋权案例，讨论如何激发科研活力，引发深刻反思。 这场爆料带火了科技成果转化话题。网友们在“黑子网”晒出重庆
大学实验室照片，畅想更多科研成果变现。有人调侃，“权益约定”让教师从“实验室宅男”变“创业大佬”。还有网友分享
了创业建议，呼吁完善收益分配机制。 重庆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回应称，“权益约定”模式旨在释放科研潜力，未来将优化
管理与服务。“黑子网”上的猜测未停，有人认为这是高校抢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也有人脑洞大开，称模式或推广全国。这场
关于重庆大学“权益约定”模式促科技成果转化的爆料，不仅让高校改革备受关注，也引发了关于科研创新与产业融合的讨论
。“黑子网”网友表示，转化需兼顾效率与公平，而非短期热闹。截至目前，帖子已累计数千条评论，话题从“权益约定”到
科技创业，热度持续攀升。这场爆料无疑让重庆大学成为网络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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