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考核评价机制：破解

“不敢为”的深层桎梏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强化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建立培育壮大科技

领军企业的机制， 健全以企业主导的科

技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机制。 这一

理念非常重要。” 樊芸指出， 尽管上海

在技术引进、 成果转化等领域成绩亮

眼———2023 年上海国外技术引进合同

金额达 53.3 亿美元； 去年上海高校、

科研院所、 医疗卫生机构等成果转化达

到 365.93 亿元， 同比增长 100%。 但部

分单位仍存在“政策热、 行动冷” 的现

象。 樊芸认为， 根源在于考核评价的

“指挥棒” 导向偏差。

“国家级科研院所对成果转让态度

保守， 中科院仅有细胞研究所参与试

点， 教育部对地方改革支持不足。” 樊

芸举例称， 部分单位因担心审计、 巡视

风险， 要求科研人员退出股权， 与现行

法律形成冲突。 她建议中央部门加强协

同， 从制度设计上免除科研人员的“后

顾之忧”，她呼吁中科院、教育部积极参

与地方试点，“不能让科技部门一头热”。

此外， 高校评价机制重论文、 轻转

化的倾向亟待扭转。 “企业关注见效

快， 高校追求新奇特， 两者目标错位导

致高质量成果供给不足。” 樊芸建议，

将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高校学科评价

体系， 并设立转化专项奖项， 激发科研

人员积极性。

改革政策双轨制：让科研

人员“敢放手、能获益”

现行政策对专利和专有技术的差异

化待遇， 成为另一大掣肘。 “专利享受

税收优惠， 专有技术却被忽视。 同样是

技术转让， 高校和医疗机构收入差距悬

殊，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 樊芸直言。

她以税收政策为例： 高校科研人员成果

转让收入可减税 50%， 而医疗科研人员

却无法享受同等待遇。 对此， 她建议统

一税收激励政策， 并赋予专有技术与专

利同等的政策支持， “企业的核心资产

更需要被保护”。

针对国资国企的“躺平” 现象， 樊

芸直指过度监督的症结： “国企干部怕

担责， 宁可‘不干不错’。” 她建议明确

职务科技成果转让的自主决策权， 简化

评估流程， 并完善顶层制度协同， “上

位法需细化， 避免审计‘一刀切’”。

优化服务创新：从“规范”

转向“效率与信任”

樊芸对比了上海与周边地区的营商

环境差异。 一家浙江中小科技企业负责

人曾向她讲述经历： 当地政府从接洽到

拨款仅用 8 分钟，而“在上海 24 小时可

能也难完成”。 她坦言：“规范本是优势，

但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机制亟待创新。”

她建议地方政府探索“财政直拨企

业” 制度， 加速首贷破冰、 信用贷扩

面， 并强化科技金融支持。 “科技成果

转化阶段风险最大， 需要耐心资本‘投

早、 投小’。” 樊芸建议发挥领军企业类

似出题人的作用， 让企业成为产业创新

的领舞者， 政府部门做好评估规划工

作。 引导企业和地方、 学校及海外科研

机构合作承担国家、 省部级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 同时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

度融合体系， 加强政策支持。

此外， 她呼吁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时

代的估值系统，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

到来， 新质生产力如何评估？ 算力资源

如何评估？ 既包含有形资产， 也有无形

资产， 还有大数据， 完全颠覆了我们传

统的评估， 因为我们传统的评估是标准

的， 而新质生产力是非标的评估。” 在

樊芸看来， 必须用创新的思维， 去研究

这些新型的估值系统。 必须建立一套为

人工智能、 新质生产力服务的强大的基

础设施。 在科技情报领域， 樊芸指出上

海的短板： “缺乏对长三角及国际趋势

的发掘机制， 导致决策滞后。” 她建议

构建动态情报网络， 助力科技企业精准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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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不敢转 国企不敢投 政府不敢放
樊芸代表：为产学研融合开出“良方”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在今年两会期间， 围绕“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 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

研深度融合” 提出多项建议， 直指当前科技创新生态的痛点。 她强调： “一枝独秀不是春， 万紫千红才是春， 科技创新需要培育草

根企业、 自主创新的完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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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陈颖婷

□ 记者 陈颖婷

“个人破产法的缺失已成为阻碍创

新创业的隐形壁垒， 必须通过立法为企

业家提供经济重生的机会。” 全国人大

代表、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田轩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建议， 呼吁尽

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破产法”

立法工作， 为陷入经营困境的商自然人

（指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营利性职业的个

人， 对经营债务承担无限财产责任） 构

建债务豁免机制， 激发市场活力， 护航

经济高质量发展。

亟待地方探索和全国立法

近年来， 我国创新创业浪潮蓬勃兴

起， 但商自然人因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

陷入“债务泥潭” 的现象屡见不鲜。 田

轩指出， 现行法律对创业失败者的保护

机制仍存空白， “许多企业家因一次失

败便背负终身债务， 这严重挫伤了社会

创业热情。”

事实上， 我国已在个人破产领域展

开试点探索。 田轩指出， 自 2018 年起，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广东、 浙江、 江苏等

地试行债务清理机制， 为诚信债务人提

供“重启” 机会。 2020 年， 《深圳经

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正式实施， 成为

全国首个个人破产地方立法， 为全国立

法提供了宝贵经验。 同时， 最高人民法

院也完成多项相关调研报告。

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 其规模实力、 创新水平、 国际竞

争力和社会贡献不断提升。 “然而， 个

人破产法的缺失导致商自然人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 缺乏破产保护机制， 金融机

构支持不足， 案件执行难等问题， 严重

影响了创新创业生态的健康发展。” 田

轩认为， 地方试点证明， 个人破产制度

能够有效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权益， 但

分散探索难以形成统一规则。 当前急需

通过全国性立法填补制度空白， 为创新

创业者构建系统性保护网。

以“保护诚信”为立法基石

对此， 田轩建议尽快启动“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破产法” 立法程序。 明确

立法目标， 以保护“诚实而不幸” 的商

自然人为核心， 为其提供债务豁免机

制，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他进一步解释说， 设立以“诚实申

报” 为前提的债务豁免机制， 立法应明

确适用主体范围， 限定为与企业经营相

关的商自然人， 包括个体工商户、 农村

承包经营户等。 同时， 建立合理的免责

制度， 明确免责条件和范围， 优化破产

程序， 设立简化版程序， 降低申请门

槛， 建立专门的破产管理人制度， 确保

破产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性。

“破产制度成功的关键在于配套体

系的完善。” 田轩指出， 需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平台， 整合税

务、 司法、 金融等多领域数据， 建立信

用评级与修复机制。 同时， 建立统一的

个人财产登记系统， 完善夫妻共同财产

处置规则， 防止恶意转移资产。 此外，

设立破产辅导与法律援助机制， 帮助债

务人合规进入程序。

针对金融机构“惜贷” 难题， 田轩

建议推动金融机构支持个人破产改革。

通过修订《贷款通则》 及相关规定， 允

许金融机构在个人破产案件中对个人贷

款进行减免或豁免， 建立免责机制。

“既要保护债权人利益， 也要为债务人

留出喘息空间， 实现多方共赢。” 田轩

说。

在田轩看来， 推进个人破产法立法

工作将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降低创业风

险。 同时， 保护企业家精神， 为“诚实

而不幸” 的创业者提供经济重生机会。

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将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 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吸

引投资和人才。 此外， 明确金融机构

在个人破产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 保

护金融机构利益，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通过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还可降低司法

成本， 减少“执行难” 案件， 促进社会

和谐。

创业者“一次失败终身负债”如何破解？
田轩代表：破局“债务困局” 加快“个人破产法”立法助力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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