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02002002006666年全国技术市场年全国技术市场年全国技术市场年全国技术市场

统计年度报告统计年度报告统计年度报告统计年度报告

目 录

第一部分 技术合同交易

一、技术合同总量

二、技术合同平均交易额

三、技术合同构成

四、技术合同的交易双方构成

五、技术合同应用的行业分布

六、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进入技术市场交易

七、技术合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八、各地技术合同交易

九、技术输出流向

第二部分 技术贸易机构

一、技术贸易机构的构成

二、技术贸易机构的人员构成

三、技术贸易机构的技术交易

第三部分 常设技术交易市场

一、技术交易所

二、技术商城

三、农业技术交易市场

四、技术产权交易所

2005年技术市场记事



2

第一部分 技术合同交易

一、技术合同总量

技术合同成交总量持续稳步增长，成交金额突破1500亿元。2005年，全国共签

订技术合同265010项，较2004年小幅增长；成交技术合同总金额继续保持持续稳定

地增长态势，突破1500亿元，达1551.36亿元，较2004年增长16.24％。技术合同总

量的持续走高，表明技术合同的总体规模和水平逐年稳步提高（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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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6年－2005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二、技术合同平均交易额

技术合同平均交易额继续稳步增长，2005年平均每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58.54

万元, 比2004年增长16.10%。技术合同平均成交金额逐年递增，表明具有一定规模

和水平的单项技术合同进一步增加（见图2）。



3

13.23 14.03 15.47
19.79

27.00
34.07 37.29 40.47

50.42
58.54

0

10

20

30

40

50

60
(万元)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年份）

图2  1996年－2005年平均每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2005年各类技术合同中技术开发合同平均每份成交金额略有下降，平均交易额

为74.99万元，比上年下降2.05%；技术转让合同平均成交金额在四类合同中仍位居

首位，达131.74万元，增幅为3.72%；技术咨询合同增长显著，平均成交金额为19.61

万元，增幅达31.52%；技术服务合同增长较明显，平均交易额为46.50万元，增长

23.57%（见表1）。

表1 1999-2005年各类技术合同平均每份成交金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合同类型

1999年平

均每份成

交额

2000年平

均每份成

交额

2001年平

均每份成

交额

2002年平

均每份成

交额

2003年平

均每份成

交额

2004年平

均每份成

交额

2005年平

均每份成

交额

2005年比

2004年增

长（%）

技术开发 46.56 50.82 68.18 74.98 72.72 76.56 74.99 -2.05

技术转让 25.11 57.15 79.52 88.97 98.02 127.02 131.74 3.72

技术咨询 7.35 8.60 9.94 11.10 12.07 14.91 19.61 31.52

技术服务 14.10 17.60 19.61 22.59 27.26 37.63 46.50 23.57

三、技术合同构成

据统计，2005年各类技术合同的构成与2004年基本一致。技术开发合同在交易

活动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所占比例较2004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为37%；技术服务

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所占比例均略有增加,分别为34%和23%，较2004年各增加1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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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技术咨询合同所占比例与2004年持平，为6％（见图3）。

图3  2005年全国各类技术合同构成(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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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5年各类技术合同成交情况表

单位：亿元

合同类型
2004年

合同项数

2005年
合同项数

2005年较

2004年项数

增长(%)

2004年合

同金额

2005年合

同金额

2005年较

2004年金额

增长(%)

技术开发 66480 75977 14.28 508.96 569.73 11.94

技术转让 23204 27328 17.77 294.73 360.02 22.15

技术咨询 56204 48463 -13.77 83.82 95.03 13.37

技术服务 118750 113242 -4.63 446.85 526.58 17.84

1.技术开发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在交易活动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2005年共签订技术开发合同

75977项，较上年增长14.28％；技术开发合同成交金额为569.73亿元，较上年增长

11.94％，居各类合同成交额之首，在各类合同中所占份额较2004年略有下降（见表

2）。

2．技术转让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2005年共签订技术转让合同27328项，

比上年增长17.77%；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金额360.02亿元，较上年增长22.15％，增幅

居各类合同之首。在技术合同构成中, 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金额所占比例较上年提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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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见表2）。

3. 技术咨询合同

技术咨询合同的规模和水平进一步提高。2005年共签订技术咨询合同48463项,

较上年减少13.77％；成交金额95.03亿元,较上年增长13.37％，平均每份合同的规

模大幅提高。技术咨询合同成交金额在各类合同中所占比例与上年持平（见表2）。

4．技术服务合同

技术服务合同所占比例小幅增长。2005年共签订技术服务合同113242项，较上

年减少4.63％；合同成交金额增幅较大，较上年增长了17.84％，达526.58亿元，技

术服务合同成交金额所占比例由去年的33％增加到34％（见表2）。

四、技术合同的交易双方构成

1.企业输出技术交易额仍位居首位。2005年技术市场统计数据显示，企业签订

技术合同92170项，较上年增长3.1％，输出技术交易额为918.96亿元，较上年增长

21.85%，占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的比例由上年的56％增加到59％。科研机构的技术

交易额增长显著，为237.96亿元，增幅24.95%，所占比例为15%；大专院校输出技术

项目42100项，成交金额为122.58亿元，比上年增长5.11%，所占比例小幅下降到8%；

技术贸易机构签订技术合同46675项，成交金额有所减少，为143.10亿元，降幅4.56%，

所占比例相应下降到9%；个体经营户的技术交易额为8.92亿元，所占比例与2004年

持平（见图4）。

图4   2005年技术合同卖方成交金额（比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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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仍是最大的技术吸纳方。技术买方的总体结构较去年变化不大，在技术

交易活动中，企业仍是最大的买方，购买技术成交金额为1171.34亿元，较上年增长

16.36％，占总成交金额的76％，比2004年提高了1个百分点；管理部门133.75亿元,

占8％，较上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科研机构63.20亿元,较上年增长32.77%，占4％，

所占比例与去年持平；个体经营11.26亿元,占1％；技贸机构10.68亿元,占1％；其

它161.13亿元,占10％（见图5）。

图5   2005年技术合同买方成交金额（比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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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术合同应用的行业分布

符合国家产业发展的技术合同明显增加。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技术合同应用

的行业分布与2004年变化不大，在服务于各类社会经济领域的技术合同中, 服务于

工业的技术合同70989项，成交金额仍然居首位，为470.98亿元,较上年增长17.76%,

占合同总金额的30.3％，所占比例较2004年小幅提升。

促进交通、通讯事业发展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仍位居第二。共签订技术合同

26415项，成交金额为240.19亿元,较上年小幅增长6.71%,占合同总金额的15.5％。

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服务类的技术合同继续增长，共签订技术合同41988项，成

交金额199.68亿元，比上年增长7.32%，占合同总金额的12.9%。

促进能源生产、储存和分配的技术合同增长较为明显，签订技术合同21905项，

成交金额137.79亿元，比2004年增长10.52％，所占比例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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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卫生事业发展的技术合同增长显著，共签订技术合同19839项，较上年增长

72.51%，成交金额88.81亿元，所占比例为5.7%。

促进农业、林业和渔业发展的技术合同项数较去年略有减少，签订技术合同

19664项，成交金额为74.94亿元，较上年增长8.42％，占总成交额的比例小幅下降

到4.8％。

环境保护类技术合同成交金额显著增加，达62.92亿元，较上年增长106.70%，

签订技术合同16392项，占总成交额的比例提高到4.0%。表明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进

一步加强，对环境保护项目的需求持续旺盛。

用于促进知识全面发展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增长较大，达29.27亿元，较上年增

长75.94%，签订技术合同2783项。

用于促进教育发展的技术合同稳步增长，共签订技术合同3301项，技术合同成

交金额15.42亿元，较上年增长18.25%，所占比例与上年持平。

陆地海洋和大气开发技术合同有所增加，共签订技术合同2688项,成交金额

11.05亿元，比上年增长52.83％。

用于民用宇宙空间和国防事业的技术合同分别为897项和5836项，合同成交金额

分别为5.65亿元和43.89亿元，较2004年分别增长42.67%和34.79%。

图6   2005年技术合同应用的行业分布 （比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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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进入技术市场交易

2005年，全国共有31211项各级政府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进入技术市场，技术合

同成交金额为240.33亿元，占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的15.49%。其中，国家、部门级

计划项目成交项数小幅增长，为6537项，成交金额增幅较大，为83.6亿元，增长20.5%，

占各级科技计划项目成交总额的比例大幅提升，达34.79%；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级计划项目成交项数和成交金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分别为7847项和

78.64亿元；通过技术市场转移的地、市、县级计划项目成交16827项，较上年增长

7.12%，成交金额78.09亿元，较上年下降13.44%（见表3）。科技计划项目继续通过

技术市场实现产业化。

表表表表3333 1999199919991999－－－－2005200520052005年各级计划项目通过技术市场交易情况年各级计划项目通过技术市场交易情况年各级计划项目通过技术市场交易情况年各级计划项目通过技术市场交易情况

年份 合计

国家、部门计划

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计

划

地、市、县计划

成 交

情 况

占总数

百分比

（％）

成交

情况

占总数

百分比

（％）

成交

情况

占总数

百分比

（％）

合同项数

(项)

1999 43701 8701 19.91 9981 22.84 25019 57.25

2000 37812 9150 24.20 9233 24.42 19429 51.38

2001 33302 5975 17.94 8420 25.28 18907 56.78

2002 29999 5380 17.93 6906 23.02 17713 59.05

2003 33113 4430 13.38 9000 27.18 19683 59.44

2004 30057 6462 21.50 7886 26.24 15709 52.26

2005 31211 6537 20.95 7847 25.14 16827 53.91

合同金额
(亿元)

1999 113.25 25.58 22.58 46.99 41.49 40.70 35.93

2000 161.13 59.34 36.83 59.25 36.77 42.53 26.40

2001 145.99 43.31 29.66 59.62 40.84 43.07 29.50

2002 127.79 39.03 30.55 42.61 33.34 46.15 36.11

2003 207.93 50.92 24.49 92.79 44.63 64.22 30.88

2004 253.35 69.38 27.38 93.74 37.00 90.22 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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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40.33 83.60 34.79 78.64 32.72 78.09 32.49

七、技术合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增长。2005年度，全国共签订技

术合同265010项，成交金额1551.36亿元，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82321亿元，技术合同

成交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85％（见表4）。

表表表表4444 2001200120012001年－年－年－年－2002002002005555年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年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年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年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亿元）
109655 120333 135823 159878 182321

技术合同交易额

（亿元）
782.75 884.17 1084.67 1334.36 1551.36

技术合同交易额/

国内生产总值（％）
0.71 0.73 0.80 0.83 0.85

注：国内生产总值数字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调整后公布的最新数据。

八、各地技术合同交易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技术合同

2005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前10名的省（直辖市）依次为：北京、上海、

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天津、湖北、浙江、重庆（见图7）。全国技术合同交易

中，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超过10亿元的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山东、辽宁、

天津、湖北4省（直辖市）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超过50亿元，北京、上海、广东、江苏

4省（直辖市）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超过100亿元。2005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涨

幅前10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次为海南、广东、安徽、甘肃、河北、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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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山东、河南、福建（见表5）。

表5 2005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地 区
合同金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排序

合 计 1551.36 16.26

北 京 489.59 15.20 1

天 津 50.71 12.62 7

河 北 10.38 42.78 23

山 西 4.80 -19.98 26

内蒙古 10.99 5.62 22

辽 宁 86.52 14.92 6

吉 林 12.22 13.31 20

黑龙江 14.26 13.42 18

上 海 231.73 34.97 2

江 苏 100.83 12.30 4

浙 江 38.70 -33.45 10

安 徽 14.26 57.21 19

福 建 17.20 21.62 16

江 西 11.12 18.75 21

山 东 98.36 31.00 5

河 南 26.37 29.79 12

湖 北 50.18 8.69 8

湖 南 41.74 2.23 9

广 东 112.47 96.41 3

广 西 9.41 3.41 24

海 南 1.00 430.77 30

重 庆 35.71 -40.11 11

四 川 19.08 15.2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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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 1.05 -22.49 29

云 南 15.92 -26.16 17

西 藏 / / /

陕 西 18.90 35.83 14

甘 肃 17.27 44.42 15

青 海 1.18 -7.67 28

宁 夏 1.41 10.17 27

新 疆 8.00 -39.99 25

489.59

231.73

112.47 100.83 98.36 86.52
50.71 50.18 38.70 35.71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亿元)

北京 上海 广东 江苏 山东 辽宁 天津 湖北 浙江 重庆 (地区)

图7  2005年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前10名地区的交易情况

2、计划单列市的技术合同

2005年，计划单列市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排序与2004年一致，深圳市的技术合

同成交金额仍名列前茅，为35.87亿元，涨幅亦位居首位，达32.02%；大连的技术合

同成交金额较2004年增幅较大，为17.75亿元，增幅18.01%；厦门的技术合同成交金

额与2004年持平；宁波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较2004年小幅下降。计划单列市中，青

岛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稳步增长（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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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6666 2005200520052005年计划单列市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年计划单列市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年计划单列市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年计划单列市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地区
合同金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排序

大连 17.75 18.01 2

宁波 2.14 -6.46 5

厦门 8.69 0.00 3

青岛 4.31 5.88 4

深圳 35.87 32.02 1

3、部分副省级城市的技术合同

在部分副省级城市中，除成都外，其余7个副省级城市的技术合同交易额均有

不同程度的增长。广州的技术合同交易额居第一位，成交金额71.56亿元，较上年显

著增长，增幅216.21%；长春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增长明显，增幅为40.75%；哈尔滨、

西安、武汉、南京、沈阳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稳步增长。广州的技术合同交易额排

名由2004年的第4位上升到第1位，成都的技术合同交易额出现负增长（见表7）。

表表表表7777 2005200520052005年部分副省级城市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年部分副省级城市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年部分副省级城市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年部分副省级城市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地 区
合 同 金 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排 序

沈 阳 37.29 6.07 3

长 春 10.05 40.95 6

哈尔滨 12.42 16.61 5

南 京 44.65 10.59 2

武 汉 35.82 12.61 4

广 州 71.56 216.29 1

成 都 2.15 -48.46 8

西 安 9.30 15.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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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技术输出流向

技术合同的地域流向，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通过技术市场引进和消化技术的能

力。2005年，辽宁、内蒙古、安徽、河南、河北、海南的吸纳技术交易额在全国排

名大幅提升。其中，辽宁吸纳技术成交金额85.59亿元，较上年增长159.75%，在全

国排名由2004年的第11位上升到第5位；海南吸纳技术成交金额增幅最大，增幅达

290.37%,在全国排名由2004年的第30位上升到第27位。全国22个省（自治区）吸纳

技术交易金额高于本地输出技术交易额（见表8）。

表表表表8888 2005200520052005年各地吸纳技术情况年各地吸纳技术情况年各地吸纳技术情况年各地吸纳技术情况

地 区 金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按金额排序

合 计 1551.36 16.24

北 京 246.87 -5.85 1

天 津 38.13 -10.45 9

河 北 30.18 41.55 13

山 西 21.54 34.45 18

内蒙古 30.15 80.32 14

辽 宁 85.59 159.75 5

吉 林 13.50 13.63 24

黑龙江 15.39 3.70 23
上 海 174.64 10.09 2
江 苏 84.92 4.06 6

浙 江 58.94 -11.48 7

安 徽 20.43 50.66 19

福 建 25.02 23.31 16

江 西 13.23 -23.79 25

山 东 114.37 19.94 4

河 南 35.84 47.12 10
湖 北 39.38 9.93 8

湖 南 35.71 -28.17 11

广 东 121.80 61.41 3

广 西 11.63 -12.49 26

海 南 9.33 290.37 27

重 庆 32.28 -22.21 12
四 川 23.17 -22.8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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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 5.39 -2.17 28

云 南 29.42 6.82 15

西 藏 0.80 -63.30 31

陕 西 18.95 27.69 20

甘 肃 17.38 11.48 21

青 海 2.92 -6.70 30

宁 夏 3.53 31.22 29

新 疆 15.60 -27.23 22

港澳台 14.23 -28.95

其 它 161.10 109.32

2005年全国吸纳技术成交金额前10名的省份分别为：北京、上海、广东、山东、

辽宁、江苏、浙江、湖北、天津、河南（见图8）。

246.87

174.64

121.80 114.37

85.59 84.92

58.94
39.38 38.13 35.84

0

50

100

150

200

250(亿元)

北京 上海 广东 山东 辽宁 江苏 浙江 湖北 天津 河南(地区)

图8   2005年吸纳技术成交金额前10名地区的技术交易情况

第二部分 技术贸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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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贸易机构的构成

技术贸易机构的数量有所增加。2005年，全国共有各类技术贸易机构36495家，

比上年增长10.81％。各类经济性质的技术贸易机构的数量分别为：国有9538家，集

体5537家，私营5564家，个体6815家，有限责任公司5669家，股份有限公司1443家，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81家，外商投资企业138家，其它类型1710家。其中，国有、私营、

个体性质的技术贸易机构数量较上年有所增加，个体性质的技术贸易机构显著增加，

增幅145.23%；私营性质的技术贸易机构数量较上年增长20.82%（见表9）。

表表表表9999 2001-20052001-20052001-20052001-2005年技术贸易机构构成（单位：个）年技术贸易机构构成（单位：个）年技术贸易机构构成（单位：个）年技术贸易机构构成（单位：个）

合计 国有 集体 私营 个体
有限责

任公司

股份有

限公司

港澳台

投资公

司

外商投

资公司

其它

2001年 41009 12651 9179 5478 3941 6065 1354 66 96 2179

2002年 61371 22560 12261 8672 5711 6942 1972 110 198 2945

2003年 35287 10792 7190 5421 3090 5555 1482 105 113 1539

2004年 32935 9398 6214 4605 2779 6155 1430 84 150 2120

2005年 36495 9538 5537 5564 6815 5669 1443 81 138 1710

二、技术贸易机构的人员构成

技术贸易机构从业人员素质显著提高。在36495个技术贸易机构中，从业人员

76.80万人，较上年下降9.76%。其中，科技人员总数大幅增加，达61.22万人,占从

业人员总数的79.71%。科技人员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从业人员所占比例最大，达32.13

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52.48％；具有中级职称的从业人员为12.80万人，占科技人

员总数的20.91%；具有初级职称的从业人员11.47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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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4.82万人，占7.87%（见表10）。

表表表表10101010 2001-20052001-20052001-20052001-2005年技术贸易机构人员构成年技术贸易机构人员构成年技术贸易机构人员构成年技术贸易机构人员构成

从业人员

（万）

科技人员（万）

合计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它

2001年 83.08 49.26 8.67 18.53 16.66 5.40

2002年 111.65 57.23 10.44 21.24 18.96 6.59

2003年 85.33 49.00 8.50 18.32 14.96 7.22

2004年 85.11 43.99 7.55 16.23 14.20 6.01

2005年 76.80 61.22 32.13 12.80 11.47 4.82

三、技术贸易机构的技术交易

108.28

138.76 146.46 149.95 1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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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亿元)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图9 2000-2005年技术贸易机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技术贸易机构参与技术交易活动能力进一步增强。据统计，2005年技术贸易机

构共输出技术合同46675项，成交金额143.10亿元，占技术合同总成交金额的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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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9）；吸纳技术合同5766项，成交金额10.68亿元。据对全国36495家技术贸易

机构统计，全年营业性收入1244.64亿元，创利税101.97亿元，出口额21.09亿元，

年末总资产1386.89亿元。

第三部分 常设技术交易市场

常设技术交易市场作为科技中介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信息技术为平台，结

合各地科技与经济特点，运用多元化服务体系，在整合科技资源与市场资源，促进

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对20家不同类型的常设技术交易市场

调查统计，2005年，共促成技术交易27050项，成交总金额2693.11亿元，开展技术

展览、交流、洽谈等交易活动364次，培训各类技术人员248886人。常设技术交易市

场主要有以下四大类型:

一、技术交易所

这类技术交易所实行会员制，以技术交易为主要交易方式。据对北京技术交易

促进中心、北方技术交易市场、沈阳技术交易所、深圳南方国际技术交易有限公司、

广西华南技术交易所等9家常设技术交易所（市场）统计，2005年，共成交技术成果

项目12490项,其中，技术项目11493项，占总项数的92.01%；成交总金额135.71亿元，

较2004年下降17.15%。其中，技术交易额105.37亿元，占成交总金额的77.64%。北

方技术交易市场成交金额大幅增长，较2004年增长59.45%，达9.28亿元。北京技术

交易促进中心积极开展技术产权交易，成交金额达27亿元。2005年，据对9家常设技

术交易所（市场）统计，共培训各类技术人员223822名，其中武汉技术交易所依托

农业示范基地开展各类农业知识培训，培训人员达180000名（见表11）。

二、技术商城

这类技术商城为技术供方提供服务设施和场地，促进技术或高技术产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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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河南科技市场共成交技术项目105项,成交金额13.98亿元，比2004年增长

2.79%，其中技术交易额0.22亿元，产品营业额13.76亿元，比2004年增长15.44％（见

表11）。

三、农业技术交易市场

这类常设技术市场是以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为农民进

行经济、科技信息服务，提供农业技术和产品的专业技术交易所。2005年,据对江北

农业技术市场、石家庄农业技术市场统计，这2家常设农业技术市场共签订技术合同

760项，成交总金额为1.99亿元。其中，技术项目成交600项，成交金额1.59亿元，

占2家常设农业技术市场总成交金额的79.90%（见表11）。

四、技术产权交易所

技术产权交易所是以技术产权为主要交易手段，促进科技与产业资本、金融资

本相结合的科技中介机构。2005年,据对北京产权交易所、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深

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成都技术产权交易所等8家产权交易所统计，共促成场

内成交项目13695项，成交金额2541.43亿元，其中：产权交易成交7960项，成交金

额1197.78亿元，占8家技术产权交易所交易总额的47.13%；技术交易成交4515项，

成交金额579.52亿元，占总成交金额的22.80%。北京产权交易所、深圳国际高新技

术产权交易所、成都技术产权交易所、青岛技术产权交易所、重庆创新技术产权交

易所的技术产权交易额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

易所增长显著，产权交易额达330亿元，较上年增长131.64%（见表11）。

表表表表11111111 2002002002005555年全国重点常设技术交易所交易情况表年全国重点常设技术交易所交易情况表年全国重点常设技术交易所交易情况表年全国重点常设技术交易所交易情况表

常设技术交易市场
成交技

术合同

项目

合同成交金额（亿元）

开展技

术交流

交易活

动（次）

培 训 技

术 人 员

（人）合计 技术交易额 产权交易额 其它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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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 390 27.50 0.5 27.00 － 19 36600

北方技术交易市场 931 9.28 6.76 － 2.52 20 515

沈阳技术交易所 7282 37.29 37.29 － － 10 500

深圳南方国际技术交易

有限公司 2379 21.61 21.30 － 0.31 25 720

武汉技术交易所 500 13.00 13.00 － － 22 180000

广西华南技术交易所 147 23.18 23.18 － － 18 5217

兰州技术交易市场 580 1.50 1.25 － 0.25 4 20

柳州市技术交易中心 51 2.07 2.07 － － 5 250

福州技术市场 230 0.28 0.02 － 0.26 3 －

江北农业技术市场 420 0.59 0.59 － － 2 380

石家庄农业技术市场 340 1.40 1.00 0.40 － 10 3800

河南科技市场 105 13.98 0.22 － 13.76 － 6000

北京产权交易所 1536 145.65 － 93.82 51.83 26 2500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3395 2001.40 553.70 739.30 708.40 130 12000

成都联合产权交易所 1177 22.84 6.40 12.54 3.9 30 123

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

交易所 4952 330.00 － 330.00 － 9 47

青岛技术产权交易所 2579 35.42 19.35 16.07 － 19 209

重庆创新技术产权交易

所 5 0.98 0.07 0.91 － 7 2

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 19 1.58 － 1.58 － － －

山东省（鲁财）产权交易

中心 32 3.56 － 3.56 － 5 3

合 计 27050 2693.11 686.70 1225.18 781.23 364 2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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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技术市场记事

·1 月 27 日，东北技术转移联盟在哈尔滨成立。联盟由黑龙江省科技厅、辽宁

省科技厅、吉林省科技厅和大连市科技局、沈阳市科技局、长春市科技局和哈尔滨

市科技局共同发起创立。东北技术转移联盟的建立，将集成东北三省优势科技资源，

为推进东北地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综合性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提供科技保障。

·3 月 21～22 日，联合国亚太地区技术转移中心（APCTT）组织的“技术转移

网络路线图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来自中国、印度、伊朗、韩国、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各国代表分别就本国的技术转移工作

情况及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采取的措施、制定的政策等进行了交流，并对 APCTT

提出的网站建设方案进行了讨论。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派人参加了会议，并

介绍了中国技术市场及技术交易情况。

·3月 27～28 日，由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比利时魔卡集团公司、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办的“欧洲游艺装备新

技术暨产业化合作国际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论坛邀请了 10 余位国内外知名

专家作了专题报告，分别从技术安全监督管理、国家产业发展规划、中外游艺装备

技术的发展比较、游艺装备制造的产业化与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4月，沈阳技术产权交易中心承担了 2005 年沈阳市第一批科技计划招标项目

中的两个项目的招投标代理服务工作。完成了招标文件的编制、开标和评标的组织

工作。有 11 家单位购买了招标文件，6家单位进行了投标，通过评标两个项目最终

确定了投标单位，在全国首次由技术交易机构承担科技计划项目的招投标工作。

·5月 29 日，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山东等七省市技术市

场管理部门共同发起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在北京正式成立。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的

建立，将为实现环渤海地区优质科技资源的综合集成和高效配置，改善环渤海地区



21

科技产业化条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步伐，促进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建设

与科技产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5 月，根据全国人大立法计划，我中心作为《科技进步法》修订小组成员，

参与了《科技进步法》中技术市场部分的修订起草工作，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广

泛听取地方、省、市的意见，提出技术市场部分的修改方案。

·6 月 14～15 日，“华北五省市技术市场工作交流与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与

会代表就各省市技术市场发展现状、贯彻国务院改变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管理方

式的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加强技术市场工作交流与合作的新思路等问题进行了充分

的研讨和交流。北方技术交易市场介绍了天津市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

技术成果转化的暂行办法》有关条款。会议确定：2006 年片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

议的范围扩大到环渤海地区。

·6月 15 日，由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牵头的“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技术

产权专业委员会”筹备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就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专业委员会成立

的目的、意义和有关筹备事宜进行了讨论。共有 11 家作为发起单位的产权、技术产

权交易机构的 20 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6月 23 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黑龙江技术市场管理条例》修改案。

修改内容体现科技向自主创新发展的战略转变，全面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强化

科技中介服务环节的战略思路。明确了省政府技术市场管理机构的职责范围，进一

步强化了技术市场管理机构的处罚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

·6月 22～24 日，由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中国科技金融促进协会、大

连高新园区主办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层论坛”在大连召开。论坛主要就技术创新对

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作用，以及对海外学子

回国创业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科技部马颂德副部长出席会议并演讲。有近 300 名

海外学子和高新技术企业家参加了会议。

·6月 25～27 日，“第十期全国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人员业务培训班及工作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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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在甘肃省敦煌市举办，培训学员 95 名。培训班就《合同法》、《技术合同认定

登记管理办法》、《技术合同认定规则》、《技术合同示范文本》的填写，以及促进技

术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操作实务进行了讲解。同时，根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的要求，对今后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修订

稿进行了研讨。

·8月 18～24 日，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北方

技术交易市场组成的技术转移考察团访问韩国。在韩期间与韩国技术交易所、韩国

庆上北道科技园等举行了会谈，并参加了庆上北道科技园组织的研讨会。

·8月22日，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技术市场理论研究，探索新时期技术市场

发展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挥技术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合理配置科技资源中

的基础作用，市场中心启动技术市场软科学研究计划，对评选的技术市场软科学项

目给予一定经费支持。

·9月 8～10 日，第三届“全国技术市场中介机构负责人峰会”在上海召开。

参会代表就事业单位改革与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建设开放合作、功能创新、服务有效的跨区的科技中介服务联盟等相关议题进行了

认真的讨论。科技部政体司原副司长朱传柏作了题为“加强科技中介机构建设与事

业单位改革”的专题报告。

·9月 22 日，2005 东北亚高新技术博览会在沈阳举办。沈阳技术产权交易中心

在博览会期间，举办了新药技术成果拍卖会。全国近百家医药院校、医药研究院所、

医药企业和投资机构的代表近 150 人参会。拍卖会共有 5个项目参与竞拍，成交总

额为 1820 万元。

·10 月，中国技术交易信息服务平台经科技部、财政部批准正式启动。该平台

将整合技术交易供需与服务资源，建立健全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域的技术交易全

过程服务体系，形成全国共享的中国技术交易服务信息系统。

·10 月 12～17 日，“第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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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高交会突出以自主创新为主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了开幕式，科技部马颂

德副部长出席了开幕式、论坛、展览等各项活动，并参观了国家高新区展区。

·10月28～29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的“资源价格改革研讨会”在

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并讲话。刘燕华副部长

代表科技部参加了会议，并就“发展和完善技术市场体系，促进技术要素价格合理

形成”发表演讲。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技术市场中心的相关同志参加了会议。

·11月16～17日，“2005年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活动周暨杭州高新技术展示

交易会”在杭州开幕。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出席开幕式。浙江网上技术市场自2002

年10月正式运行至今，累计达成技术交易合同82.1亿元，在线上网企业80697家，高

校和科研院所及分支机构36884家，成为浙江企业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

员交流信息、洽谈项目、开展合作的重要平台。

·11月21～22日，由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和韩国技术交易所主办，天津

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支持，北方技术交易市场与韩国庆北技术转移中心、大邱技

术转移中心、釜山技术转移中心、光州技术转移中心共同承办的'2005中韩高新技术

展示洽谈会（天津）在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召开。共有韩国庆北、大邱、釜山、光

州、仁川五个科技园的17家企业携20多个合作项目与近百家中方企业进行多场次、

一对一的技术洽谈，并就"中韩技术转移和产业化"组织了专题交流与研讨。

·11 月 22～23 日，由科技部召开的“全国技术市场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科技部徐冠华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表“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

要讲话，马颂德副部长做了“高举自主创新旗帜，努力开创技术市场发展新局面”

的工作报告，李学勇副部长做了大会总结。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以及国务院有关

部委的代表 20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技术市场发展二十年来取得的成绩和

经验，明确新时期技术市场发展的方针、目标和任务。会议代表分组讨论了徐部长、

马部长的报告并对科技部拟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技术市场的意见”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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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 2004

年度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工作情况，发布新的技术合同统计指标，并对技术合同网上

登记统计软件系统进行了演示，听取各地的意见。对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等 10

家先进单位、张泽浩等 10 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12 月 20 日，中国(华南)国际技术产权交易中心在深圳科技大厦挂牌成立。

交易中心以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为具体运作主体，以中小企业权益资本市

场建设为宗旨，致力于建立一个立足珠三角，链接港澳台，覆盖华南、服务全国、

面向国际，为产权交易、企业融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交易和服务平台的技术

产权交易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