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章

CHAPTER
 

5

发明创造实施流程

    

【导语】 本章从创造发明的共性流程出发,详细阐述了创造课题选择阶段的选题原则、
选题来源和选题方法等,解决课题阶段的调查研究、思考酝酿、产生创造性设想、模型建立、
实验研究等,在完成课题阶段,着重探讨了发明创造成果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推广应用

机制。

从事发明创造与进行科学研究相同,也需要一定的程序。尽管创造发明的实际过程是

非常复杂和千差万别的,但是也有共性,任何创造发明的过程都是由3个阶段构成的,即选

择课题阶段、解决课题阶段、完成课题阶段,如图5.1所示。

图5.1 创造发明的3个阶段

5.1 选择创造课题

选择课题阶段的实质是寻求、发现、产生有价值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发明的起点。虽然

在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在我们的身边也存在大量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很多人视而

不见;
 

或看到了、发现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的愿望和动机。所以,这一阶段,首先要靠一

个人的创新意识和直觉。只有一个人有了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直觉能力,去积极主动

地寻求、发现问题并力图解决问题,才可以说这个人真正地开始了创造发明的进程。这一阶

段,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产生尽可能多的课题;
 

二是如何从众多的课题中选定有

价值的和力所能及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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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选题原则

创造工作者在难以计数且纷繁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面前,如何正确地选择适合自己

能力和条件的创造课题显得尤为重要。很显然,在这方面没有固定的模式和套路,但一般来

说,必须遵循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
 

需求性原则

需求性原则是指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应符合学科理论发展或技术创新发展或社会经济

发展的需要,注重科学与技术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前沿”“超前”等问题,这是创造选题的

首要原则,它体现了创造过程的最终目的性。基础性研究要从学科理论发展的需要出发,包
括开拓科学领域的需要、更新科学理论的需要、改进科学方法的需要等;

 

应用性研究要致力

于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实际科学技术问题,其任务在于把理论推进到

应用的形式,要充分注意发明创造成果的经济价值、经济效益、社会效果、对环境的影响等现

实性问题。
需要性原则也可理解为目的性原则,具有针对性、重要性、必要性、价值性等属性。

2.
 

创新性原则

创新性原则就是要求创新课题具有先进性、新颖性和突破性,发明创造就是要解决前人

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并预期能够产生创造性成果。创新性要体现“先一步、高
一手、上一层”的特点。先一步,就是搞前人没有搞过的创新,先出同一成果;

 

高一手,就是

立意新颖独特,并有摘取创新成果的非常能力和技术路线;
 

上一层,就是创新成果,比现有

的同类事物先进,绝非仅指填补空白,而翻新、利用或改造旧事物,使其带来新的意义和

价值,都是创新。创新性是创造活动的最根本特点,是创造过程的灵魂,其主要表现在三

方面,一是概念和理论上的创新;
 

二是方法上的创新;
 

三是应用上的创新(包括解决新的

实际问题和开拓新的应用领域)。总之,创新不仅是纯理论的狭义创新概念,而是广义创

新概念,涵盖了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案、新管理、新服务、新应用、新市场等诸多

方面。

3.
 

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是指选题必须以科学事实、科学理论、技术原理等为依据,按客观规律办事,
将选题置于当时的科技背景和社会发展时代之下,使之成为在科技上和实践上可以成立和

可以探讨的问题,要持之有故、选之有理;
 

同时,还要随着基础事实和背景理论的进步、变化

而对选择的课题及其内容进行必要的调整,至少是局部调整和方案调整;
 

否则,就会失去科

学性而陷入没有应答域的假问题。违背科学规律和技术原理将一事无成。“永动机”就是最

好的例证。在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原理)确立以前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有许多人呕心沥

血地企图造出不需要能量的“永动机”,而热力学第一定律肯定了“永动机”不可能造成,但时

至今日,还有人热衷于“永动机”的发明。无论他们的构思多么巧妙,结果都逃不出失败的

命运。

4.
 

效益性原则

效益性原则一是指选题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单独或综合着眼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等;

 

二是指创造过程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应该合理分配和安排利用;
 

虽

然某些基础研究一时难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观点看,最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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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反映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来。

5.
 

可行性原则

可行性原则指选题应与自身的主、客观条件相适应:
 

一是根据已经具备的条件;
 

二是

根据经过努力可以创造具备的条件。符合需求、创新性和科学性强的选题并非都是自己可

以力所能及的,这一原则要求选题时不能胡思乱想、胡编乱诌,不能想当然;
 

要有理论和可

行性依据,不可好高骛远地“开空头支票”。
在主观方面,要分析科研力量的结构、各种人才的配置和研究人员的素质、能力、对科研

课题的认识程度、研究兴趣等因素,要求科研人员务必具备科学判断科研形势和科学精神的

能力和素质。
在客观上,要充分考虑科研经费、实验设备、试验材料、情报资料、时间期限和外部环境、

国家政策、学术交流等因素。
创新处于激烈的竞争中,不顾课题的现实可行性,则或者无法进行,或者半途而废,或者

长期不见成效。这会挫伤创新者的信心,会错过承担其他创新的良机,即使有一天攻下这个

课题,也会因历时太久而失掉创新的原有意义和价值。
创新选题的这5项基本原则,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形成创新选题的原则体系。从

客观条件看,创新者应当充分注意和考察课题得以完成的客观物质技术基础,从人力、物力、
财力三方面确保创造课题顺利进行;

 

从主观条件看,创新者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的条件,做到

量力而行和扬长避短。

5.1.2 选题来源

创造选题范围十分宽广,可以是科技进步、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需要发展和解决的各

种科技理论和实际问题,包括理论、技术、生产、生活、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问题。科学和技

术问题作为客观事物内部矛盾的反映,来源于各种不同的途径。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来源:
 

1.
 

已有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及其理论演绎拓展

这类矛盾问题的出现要么是经验有误,要么是理论有缺陷。这类矛盾可能是新事实与

旧理论之间的矛盾,也可能由理论得出的结论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

2.
 

科学技术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

这类矛盾表现为:
 

①同一科技理论体系内部包含的逻辑矛盾;
 

②同一学科不同理论之

间的矛盾;
 

③不同科技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

3.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现有科技条件之间的矛盾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类生活的需要随时都会提出理论上和技术上的各种新需求,这
些新需求是应用性研究最直接、最广泛、最有价值的选题来源。

4.
 

科学与技术的空白区、交叉区和边缘区

不同科学和技术的空白区、交叉区和边缘区是凝练科学与技术问题的生长点,这类问题

往往是复杂程度高、层次性强、价值性大的高水平发明创造选题。例如,维纳等人在数学、物
理学、自动控制、电子技术等学科相互渗透的边缘地带,开拓了控制论研究领域,创立了控制

科学与技术学科。

5.
 

发明创造中的灵感思维、直觉思维和意外发现

在具体的发明创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发现、新灵感、新意识、新思路、新线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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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科研人员对其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富有浓厚的探索兴趣,偶然迸发出的想象、灵感、直觉

以及意外发现等,往往是创造选题的机遇和重要来源。

6.
 

经济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项目指南

我国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地方的各行业、各部门和综合科技管理部门,会根据实际发展需

要和集合各方面的意见而制定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规划,甚至科技项目指南,创造者可从中

直接选题,也可围绕这些规划选题。

5.1.3 选题方法

创造发明选题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研究与发明创造工作和过程,没有固定模式,应是不拘

一格的。但一般来说创造发明选题方法和步骤包括问题调研、课题选择、课题论证和课题决

策等过程。

1.
 

选题调研阶段

选题调研是选题的准备阶段,创造者根据科技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自身的知

识背景,首先,应确定研究方向;
 

然后,明确研究领域、研究范围及研究层次;
 

再跟踪国内外

在同一科技领域或学科领域或应用领域的研究进展和趋势,明确创造的意义、地位和作用,
明确已解决和未解决的问题等,为最后选定具体的创造课题和创造内容做准备。这一阶段

需注意以下几方面:
 

(1)
 

信息来源。选题调研的信息源或科学事实源主要来自于文献(报纸、期刊、图书、专
利、标准、档案、科技报告、会议文献等)、国际互联网、科研部门、情报部门、专业数据库服务

部门、具体的专业工作实践、社会实践等;
 

目前的网络资源作用颇大,可重点利用,要学会网

上搜索引擎的使用技巧和检索手段的灵活应用。
(2)

 

信息判断。选题调研中对创造课题有关信息了解的是否准确,不取决于信息的有

无,而是取决于判断,要自觉地防止陷入收集“破烂信息”从而误导创造选题的泥潭,因此,要
采取多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予以克服和解决。

(3)
 

信息追踪。坚持调研、追踪和分析有关问题与信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

不注重平时积累,临时抱佛脚是无法高质量完成创造选题的。

2.
 

课题选择

课题选择是提出并确定拟创造的具体课题与创造内容的阶段,根据问题的调研结果,运
用选题原则,从调研时所拟定的问题中择优选出备选课题。

3.
 

课题论证

课题论证是为了确保课题选择正确而对课题及其方案做出论证和全面评审,根据选题

的基本原则,对课题依据、实施条件、社会与经济效益及对科技发展的潜在价值依次逐项剖

析、审议;
 

一般采取同行专家评议、领导参与决策、管理部门决策结合的方式进行。

4.
 

课题决策

课题决策就是最终确定创造课题的取舍,经过论证与评议,最后做出决策,课题若通过

论证则可确定为待创造课题或立即立项实施,否则被淘汰出局而另选课题。
总之,选题是一个不断反馈并反复调整的过程,常常需要反复调研、调整、更改和多次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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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构思课题创造方案

解决课题阶段是创造过程的核心,是最富有创造性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实质是提出解

决课题的原理、方法和设想。这一阶段主要靠创造发明者的信息占有量、创造性思维方法和

个性品质。

5.2.1 调查阶段

调查是围绕初步选定的课题,广泛收集资料。首先,要查清此课题所涉及的内容是否已

研究? 结果如何? 如果存在不足,原因何在? 其次,对所涉猎类似的发明创造,针对优点与

不足,寻找可取之处。再次,除整体调查外,随着调查的深入,还要做分解调查,通过分解调

查分别寻求解体的同类事物。最后,调查该项技术创造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自己是否具备,
确定自己有没有独立进行该项技术创造活动的能力,这些都必须搞清楚,才能着手实施,否
则会造成浪费。

5.2.2 思考酝酿

思考酝酿是在占有大量与技术创造课题有关的基础上,运用创造技法进行深层次的科

学思维。思考酝酿的重点一般应是科技创造的关键点和难点。例如,采用什么工作原理和

结构来实现创造要求? 思考酝酿要做到能进能退、能直能曲、思想解放、尊重科学,既能深钻

细研,又不钻牛角尖。思考酝酿是创造性很强的活动阶段,要在思考酝酿中最大限度的发挥

自己的创造力。创造性设想能不能产生出来,关键就看思考酝酿阶段的孕育。在思考酝酿

阶段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思考酝酿需灵活运用创造技法。思考酝酿有多种形式和方法,需针对不同的科技

创造对象和不同的技术难点,灵活运用创造技法,充分利用各种时间和环境进行变换思考,
做到思想不保守、课题不保密(确系需要保密的除外),多请教于人,敢于公开技术创造的难

点和自己的对策,善于倾听旁人的意见。思考酝酿阶段的创造技法大致分为4类:
 

①
 

排除错误法。思考酝酿阶段会产生思维上的各种猜测,并通过不断实践来排除错误

的猜测,找出需要的解决方案。用这种方法进行发明创造,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发明家

的机遇与个性品质。

②
 

发散思维法。这类技法的最主要特点是,让思维无拘无束地处于高度自由状态,以
产生大量新颖的解决问题的设想。由于创造发明本身就是做前人所未做、想前人所未想的

事,创造发明的课题必无现成答案可供选用,因此只有让思维的触角向四面八方充分伸展,
充分借助联想、类比等思维方式或把未知事物同已知事物联系起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类技法的运用效果受创造发明者本身的经验和知识等限制。

③
 

分析逻辑推理法。这类技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收集来的信息进行严密的分析、整
理和再加工,达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创造发明的过程实质就

是对获得的信息进行分割、剪裁、重组的过程。因此,在当今的信息时代里,这类技法有着特

殊的作用。

④
 

程控法。这类技法就是通过控制创造发明者的思维方向,让思维按照严格的程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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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去解决课题,其最主要特点是发明者可以避免大量无效的思维过程,而快速逼近答案。
但是,这类技法是一种解决发明课题的程序,并不能代替具体的思考;

 

在执行程序的过程

中,可以对程序进行改造,以适应其他各类创造。
(2)

 

思考酝酿不要急于求成。思考酝酿是时间较长的创造性活动阶段,不能急于求成。
在整个创造性活动过程中,要能及时调节思维、减轻疲劳并激发灵感。对复杂的问题,要经

过一个时间或短或长的酝酿阶段,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孕育阶段。这种孕育过程,有时还不得

不暂时将问题搁置下来,这又叫潜伏阶段,是酝酿解决方法所不可缺少的。孕育阶段大多是

属于潜意识的思考过程,它很可能孕育了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或新观念,一旦酝酿成熟,就会

脱颖而出。

5.2.3 创造设想

围绕一个目标进行持久不懈地多方位观察,学习消化有关知识,加工处理有关情报,反
复思考酝酿,就在头脑中灌输和储存下大量与创造对象有直接联系或间接联系的信息。在

想象力的作用下,驱动这些信息在头脑中不断地运动着、互相交织,一些同创造发明毫无关

系的信息也可能被卷入这种思维活动中,经过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独特的思维方式加工已

知的知识,异变已有事物,创造出新表象和新概念。
创造性设想的产生给发明创造带来了生机。没有创造性设想,就没有发明创造,围绕一

个课题产生的创造性设想越多越好,创造性设想是制订创造发明方案的依据。发明创造的

各个方案经过分析、论证和筛选,确定了最佳方案后,技术创造活动的重心就开始向建立模

型、设计和制作阶段转移。

5.2.4 建立模型

1.
 

模型及其分类

  模型是通过主观意识借助实体或者虚拟表现、构成客观阐述形态、结构的一种表达目的

的物件(物件并不等于物体,不局限于实体与虚拟,不局限于平面与立体)。现介绍以下几种

模型。

1)
 

草模

草模是用在设计产品造型的初期阶段,可以把设计构思用立体模型简单地表示出来,供
设计人员深入探讨时使用。

2)
 

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是用于设计构思初步完成之后,在草模的基础上,用概括的手法表示产品的造

型风格、布局安排、人机关系,从整体上表现产品造型的整体概念,侧重对产品造型的考虑而

制作的模型。

3)
 

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是为了研究产品造型与结构的关系,清晰地表达产品的结构尺寸和连接方法,
并进行结构强度试验而制作的模型,侧重对产品结构的构思。

4)
 

功能模型

功能模型用于研究产品的各种性能以及人机关系,同时也用于分析、检查设计对象各部

分组件的尺寸与机体的相互配合关系,并在一定条件下用于试验,以及对产品功能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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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5)
 

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是针对现实世界的某一特定对象,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根据特有的内在规

律,做出必要的简化和假设,运用适当的数学工具,采用形式化语言,概括或近似地表述出来

的一种数学结构。它或者能解释特定对象的现实性态,或者能预测对象的未来状态,或者能

提供处理对象的最优决策或控制。数学模型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不是实际原形,而是一

种模拟,在数值上可以作为公式应用,可以推广到与原物相近的一类问题,可以作为某事物

的数学语言,可译成算法语言,编写程序进入计算机。

2.
 

模型建立过程

现以建立一个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为例,说明模型建立过程。建立一个实际问题的数

学模型,需要一定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筛选、抛弃次要因素,突出主要因素,做出适当的抽象

和简化。全过程一般分为表述、求解、解释、验证4个阶段,并且通过这些阶段完成从现实对

象到数学模型,再从数学模型到现实对象的循环,如图5.2所示。

图5.2 数学模型建立流程

1)
 

表述阶段

根据建立数学模型的目的和掌握的信息,将实际问题翻译成数学问题,用数学语言确切

地表述出来。这是一个关键的过程,需要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甚至要做调查研究,查找资

料,对问题进行简化、假设、数学抽象,运用有关的数学概念、数学符号和数学表达式去表现

客观对象及其关系。如果现有的数学工具不够用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大胆创造新的数学概

念和方法去表现模型。

2)
 

求解阶段

选择适当的方法,求得数学模型的解答。可以采用解方程、画图形、证明定理、逻辑运

算、数值计算等各种传统和现代的数学方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

3)
 

解释阶段

数学解答翻译回到现实对象,提供实际问题的解答。对模型解答进行数学上的分析,有
时要根据问题的性质分析变量间的依赖关系或稳定状况,有时要根据所得结果给出数学上

的预报,有时则可能要给出数学上的最优决策或控制,不论哪种情况都常常需要进行误差分

析、模型对数据的稳定性或灵敏性分析等。

4)
 

验证阶段

检验解答的正确性。把数学上分析的结果翻译回到实际问题,并用实际的现象、数据与

之比较,检验模型的合理性和适用性。这一步对于建模的成败是非常重要的,要以严肃认真

的态度来对待。当然,有些模型如核战争模型就不可能要求接受实际的检验了。模型检验

的结果如果不符合或者部分不符合实际,则问题通常出在模型假设上,应该修改、补充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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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模。有些模型要经过几次反复,不断完善,直到检验结果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满意。

5)
 

模型应用

应用的方式自然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和建模的目的。例如,随机性人口模型建立过程如下:
 

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应该说是随机事件,无法准确预测。之所以能用确定性模型描述人

口的发展,因为考察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数量很大的人口,用对总数而言的平均生育率、死
亡率代替出生、死亡的概率,将人口作为连续变量处理。如果研究对象是一个自然村落或一

个家族的人口,数量不大、需作为离散变量看待时,就要利用随机性人口模型来描述其变化

过程了。时刻t的人口用随机变量X(t)表示,X(t)只取整数值。记Pn(t)为X(t)=n 的

概率,n=0,1,2,…。下面要在对出生和死亡的概率作出适当假设的基础上,寻求Pn(t)的
变化规律,并由此得出人口X(t)的期望和方差,用它们在随机意义下描述人口的发展状况。

表述与假设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作模型假设。
若X(t)=n,对人口在t到t+Δt的出生和死亡作如下假设(Δt很小)。

①
 

出生一人的概率与Δt成正比,记作bnΔt;
 

出生二人及二人以上的概率为o(Δt)。

②
 

死亡一人的概率与Δt成正比,记作dnΔt;
 

死亡二人及二人以上的概率为o(Δt)。

③
 

出生与死亡是相互独立的随机事件。

④
 

进一步设bn 和dn 均与n 成正比,记bn=λn,dn=μn,λ和μ分别是单位时间内n=1
时一个人出生和死亡的概率。

建模与求解阶段。为了得到Pn(t)的方程,考察随机事件X(t+Δt)=n。
根据假设①~③,与出生或死亡一人的概率相比,出生或死亡二人及二人以上的概率,

出生一人且死亡一人的概率均可忽略。这样,X(t+Δt)=n 可以分解为仅仅3个互不相容

的事件之和:
 

X(t)=n-1且Δt内出生一人,其概率为bnΔt;
 

X(t)=n+1且Δt内死亡一人,其概率为dnΔt;
 

X(t)=n 且Δt内人口未变,其概率为

P{人口未变}=1-P{人口增加或减少1人}=1-bnΔt-dnΔt
按照全概率公式有

 P{时刻t+Δt有n 个人}

=P{Δt增加1人}P{时刻t有n-1个人}+
 P{Δt减少1人}P{时刻t有n+1个人}+
 P{Δt人口未变}P{时刻t有n 个人}

即

Pn(t+Δt)=Pn-1(t)bn-1Δt+Pn+1(t)dnΔt+Pn(t)(1-bnΔt-dnΔt) (5.1)
即

Pn(t+Δt)-Pn(t)
Δt =Pn-1(t)bn-1+Pn+1(t)dn -(bn +dn)Pn(t)

令Δt→0,得关于Pn(t)的微分方程为

dPn

dt =bn-1Pn-1(t)+dn+1Pn+1(t)-(bn +dn)Pn(t) (5.2)

  特别地,在假设④(bn=λn,dn=μn)的情况下,方程(5.2)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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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n

dt =λ(n-1)Pn-1(t)+μ(n+1)Pn+1(t)-(λ+μ)nPn(t) (5.3)

  若初始时刻(t=0)人口为确定数量n0,则Pn(t)的初始条件为

Pn(0)=
1, n=n0

0, n≠n0 (5.4)

式(5.3)对于不同的n是一组递推方程,在条件④下的求解过程非常复杂,并且没有简单的结

果。幸而,通常人们对式(5.3)的解Pn(t)并不关心,感兴趣的只是X(t)的期望E{X(t)}。令

期望E(t)=E{X(t)}, E(0)=n0

方差D(t)=D{X(t)}, D(0)=0
而它们可以由式(5.3)与式(5.4)直接得到,因为按照定义,有

E(t)=∑
∞

n=1
nPn(t) (5.5)

对式(5.5)求导并将式(5.3)代入,得
dE
dt=λ∑

∞

n=1
n(n-1)Pn-1(t)+μ∑

∞

n=1
n(n+1)Pn+1(t)-(λ+μ)∑

∞

n=1
n2Pn(t)(5.6)

注意到

∑
∞

n=1
n(n-1)Pn-1(t)=∑

∞

k=1
k(k+1)Pk(t)=∑

∞

n=1
n(n+1)Pn(t)

∑
∞

n=1
n(n+1)Pn+1(t)=∑

∞

k=1
k(k-1)Pk(t)=∑

∞

n=1
n(n-1)Pn(t)

代入式(5.6),得
dE
dt=λ∑

∞

n=1
n(n+1)Pn(t)+μ∑

∞

n=1
n(n-1)Pn(t)-(λ+μ)∑

∞

n=1
n2Pn(t)

=(λ-μ)∑
∞

n=1
nPn(t)

  利用式(5.5),则有

dE
dt=(λ-μ)∑

∞

n=1
nPn(t)=(λ-μ)E(t) (5.7)

由于

E(0)=n0 (5.8)
显然,方程(5.7)的解为

E(t)=n0e
(λ-μ)t=n0ert, r=λ-μ (5.9)

  从含义上看,随机性模型(5.9)中出生概率λ与死亡概率μ 之差r可称为净增长概率,
人口的期望值E(t)呈指数增长。

对于方差D(t),按照定义有

D(t)=∑
∞

n=1
n2Pn(t)-E2(t)=G(t)-E2(t) (5.10)

式中,G(t)=∑
∞

n=1
n2Pn(t)。 显然,G(0)=n2

0。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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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n

dt =λ(n-1)Pn-1(t)+μ(n+1)Pn+1(t)-(λ+μ)nPn(t)

有

dG
dt=λ∑

∞

n=1
n2(n-1)Pn-1(t)+μ∑

∞

n=1
n2(n+1)Pn+1(t)-(λ+μ)∑

∞

n=1
n3Pn(t)

注意到

∑
∞

n=1
n2(n-1)Pn-1(t)=∑

∞

k=1
k(k+1)2Pk(t)=∑

∞

n=1
n(n+1)2Pn(t)

∑
∞

n=1
n2(n+1)Pn+1(t)=∑

∞

k=1
k(k-1)2Pk(t)=∑

∞

n=1
n(n-1)2Pn(t)

从而

dG
dt=λ∑

∞

n=1
n(n+1)2Pn(t)+μ∑

∞

n=1
n(n-1)2Pn(t)-(λ+μ)∑

∞

n=1
n3Pn(t)

=2(λ-μ)∑
∞

n=1
n2Pn(t)+(λ+μ)∑

∞

n=1
nPn(t)

=2(λ-μ)G(t)+(λ+μ)E(t)
那么

dG
dt-2(λ-μ)G(t)=(λ+μ)E(t)

解上方程,得

∫[-2(λ-μ)]dt=-2(λ-μ)t=∫(λ+μ)E(t)e∫
[-2(λ-μ)]dt

dt

=(λ+μ)n0∫e(λ-μ)te-2(λ-μ)tdt

=n0(λ+μ)∫e-(λ-μ)tdt

=-n0
λ+μ
λ-μ

e-(λ-μ)t

方程的通解为

G(t)=e
-∫[-2(λ-μ)]dt

-n0
λ+μ
λ-μ

e-(λ-μ)t+C  
=e∫

2(λ-μ)dt
-n0

λ+μ
λ-μ

e-(λ-μ)t+C  
=-n0

λ+μ
λ-μ

e(λ-μ)
t

+Ce2(λ-μ)t

  由于G(0)=n2
0,有

n2
0=-n0

λ+μ
λ-μ

+C ⇒C=n2
0+n0

λ+μ
λ-μ

从而

D(t)=G(t)-E2(t)=-n0
λ+μ
λ-μ

e-(λ-μ)t+Ce2(λ-μ)t-n2
0e2

(λ-μ)t

=-n0
λ+μ
λ-μ

e-(λ-μ)t+n0
λ+μ
λ-μ

e2(λ-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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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D(t)=n0
λ+μ
λ-μ

e(λ-μ)t[e(λ-μ)t-1] (5.11)

D(t)的大小表示了人口X(t)在期望值E(t)附近的波动范围。式(5.11)说明这个范围不

仅随着时间的延续和净增长概率r=λ-μ 的增加而变大,而且即使当r不变时,它也随着λ
和μ 的上升而增长。这就是说,当出生和死亡频繁出现时,人口波动范围变大。

应当指出,并不是所有建模过程都要经过这些步骤,有时各步骤之间的界限也不那么分

明。建模时,不应拘泥于形式上的按部就班,需采取灵活的表述方式。

5.2.5 实验研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提出技术方案后,要通过科学实验和样品试制,验证新

模型、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产品发明方案构思的正确性。

1.
 

制定实验计划

实验计划是指导实验工作的依据,也是对实验方案的科学论证。发明创造者应掌握制

定实验计划的基本方法。
(1)

 

明确实验目的和任务。实验目的、任务必须十分明确,这是确定实验工作的基础。
整个实验活动都要围绕实现实验目的进行。

(2)
 

实验设计。实验设计是对实验内容、实施程序做出具体的安排,目的是保证实验结

果的精准性、科学性,以及在此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实验次数,降低试验费用,缩短试验

时间。
(3)

 

实验方法。实验设计必须讲究方法。目前,已有许多科学的试验设计方法可供使

用,包括0.618法、降维法和正交设计法等。
(4)

 

器材选择与制备。方案设计工作完成之后,要根据实验内容考虑制作什么样的实

验装置,选择和制备哪些器材和测试仪器,条件齐备,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实验。

2.
 

实验测试与结果分析

实验不一定一次就能完成。实验中,必须仔细观察,警觉意外的变化,多疑善思,搜寻各

种值得追踪的线索,这对于抓住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和改进试验都是有益的。实验工作的最

后一个阶段,是处理试验数据和分析试验结果,从中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3.
 

修改实验模型

从发明设想到最终得到发明成果,要进行许多实验研究。发明成果往往需要通过实验

不断改进,逐步完善。发明创造过程中的实验不是在最终发明成果上进行的,而是需要通过

模型实验后,重复实验证明其原理、功能及结构的新颖性、合理性,才可制作样品。

免扣带是怎么发明的?


在衣服、鞋子上有一种一扯即开的“免扣带”,它以方便省时而大受现代人欢迎。但它是

怎样发明的呢? “免扣带”是一位名叫马斯楚的瑞典人发明的。它的发明纯属偶然。1948
年的一天,他和朋友兴致勃勃地去登山。登上顶峰后,他们随便坐在草地上吃午餐。这时,
马斯楚突然觉得臀部又痛又痒。他知道这又是鬼针草的“恶作剧”,于是坐不住了,不耐烦地

把鬼针草一根一根地从裤子上摘下来,但摘不胜摘。回家后,他把残留在裤子上的鬼针草取



160  

下来,想弄清楚它为什么“粘”人,结果发现鬼针草的结构十分特殊,粘在裤子上拍不下来。
马斯楚顿时萌生了一个想法:

 

“如果模仿它的结构,做一种纽扣或别针,那该多好!”
一念之间,一项新发明创造诞生了。马斯楚先生制成了一种合上就不易分开的布,即一

块布织成许多钩子,另一块布织成很多圆球,两者合起来,产生拉链的效果。他将试制品命

名为“免扣带”,申请了专利,然后与一家织布公司合作生产。由于“免扣带”的使用范围很

广,马斯楚足足赚了3亿多美元。
在生活中被鬼针草的“恶作剧”伤害的人,几乎天天都有,但能从中引出发明创造的思想

火花的人,马斯楚则是第一人。这是一种联想的感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的魅力,也是一种

稍纵即逝的冲动。感悟是科学发明的“激光”。一旦这种“激光”闪现了,你就要善于运用它

去撞击科学发明的大门,敢于去吃第一只“螃蟹”。那些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是难于领略创造

发明者的喜悦的。
一个好的机遇不会出现两次。机遇来了,你就要当机立断地抓住它,莫失之交臂。马斯

楚抓住了机遇,并立即付之于行动,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作家乔叟说得好:
 

“每人

都有一个好运降临的时候,只看他能不能领受;
 

但他若不及时注意,或竟顽强地抛开机遇,
那就并非机遇或命运在捉弄他,实在唯有归咎于他自己的疏懒与荒唐。”这话真是说得深刻

极了。当幸运之神与你擦身而过时,请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首先反思一下:
 

我是不是有点

疏懒?


就此而论,马斯楚的成功经验,对我们从事创造发明来说,是很有启发的。

5.3 完成课题阶段

发明创造进行了实验研究之后,就进入了完成课题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确

定科技创造成果是以何种形式表达出来,是论文? 专利? 产品? 还是软件? 对科技成果又

如何进行评价呢? 如果是论文成果,论文如何撰写? 如果是专利成果,专利如何申请? 如果

是产品成果,产品又如何推广和产业化? 如果是软件成果,又如何进行保护? 等等……这些

都是需要完成的内容。由于科技论文写作、专利申请和软件著作权保护将分别在后面的第

6章、第7章和第8章进行详细阐述,故本节主要对发明创造成果评价内容和方法及推广应

用进行讨论。

5.3.1 发明创造成果的评价指标

1.
 

技术指标

  (1)
 

创新性。这是指该项发明创造成果必须是首先提出来的,主要从技术成果的创新

点、原始创新所占比重、技术成果的创新复杂度与难易度等方面进行评价。
(2)

 

先进性。主要分析评价技术成果在同行内的领先程度、技术的战略性及前瞻性等。
(3)

 

稳定性。主要评价技术成果的可靠程度、可操作性、在规定时间内和规定条件下无

故障地发挥规定性能的概率、技术寿命周期的长短等。
(4)

 

成熟度。主要从技术成果距离产业化程度与转化实用程度进行评价。
(5)

 

研究基础。主要反映技术成果的理论依据是否科学、研究基础是否坚实、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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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是否扎实等。
(6)

 

知识产权。主要从专利授权、标准制定、软件著作权、发表论文、获得奖励等方面进

行评价。

2.
 

效益指标

应用技术开发类成果具有较强的应用目的性,因而经济效益是重要的效益评价指标。
评价过程中应结合社会生态效益,全面反映农业科技成果的综合效益。主要包括:

 

(1)
 

经济效益。主要从成本利润率、已取得的交易额或销售收入额、推广面积或销售数

量、市场占有率、年利润净额等方面进行分析。
(2)

 

社会效益。主要从促进或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情况、带动从业人员数量等方面进行

分析。
(3)

 

生态效益。主要从减少环境污染、降低能耗数量等方面分析评价。

3.
 

风险指标

(1)
  

技术风险。主要从技术成果是否存在潜在的权益纠纷、是否会带来社会伦理的风

险或危害、是否会带来科技发展的风险或危害、是否会带来生产安全的风险或危害等方面

评价。
(2)

 

市场风险。主要从科技成果是否难以进入市场、科技成果是否能够实现收益等方

面评价。
(3)

 

政策风险。主要从是否符合产业政策、是否符合区域政策等方面评价。

5.3.2 发明创造成果的评价方法

1.
 

同行评议法

  同行评议法是由从事该领域或相关领域的专家来评定一项发明创造成果的学术水平或

重要性的一种方法。此法简单易用,但难以设定统一评价标准,在评价对象数量较多时,结
果误差较大,应慎重使用。

2.
 

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是通过对分散的评价意见进行反复的综合、整理、反馈和数理统计的处理,使
之趋于收敛,从而获得所需评价结论。此方法简单方便、易于操作,可反映出专家群体之间

的一致性意见,但由于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多,对评价对象的判断往往会产生一定偏差。

3.
 

综合评价法

综合评价法能较全面地考虑评价指标体系的各个层面,在对事物的全面评价方面比其

他方法更有优势,可满足单层次或多层次的评价需要,但计算过程中所需各指标权重系数,
则需通过其他方法求出。

4.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一种多层次权重解析方法。它把复

杂问题分解为各个组成因素,将这些因素按照某种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相互联系的规则分组,
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各个层次的两两比较判断方式,确定每一层次中因素的相对

重要性,然后在递阶层次结构中进行合成,得到决策因素相对于总目标重要性的顺序。

AHP的最终结果是得到相对于总目标各决策方案的权重,据此做出决策。对发明创造成果

评价而言,则是得到了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相对于评价总目标的权重值。所以,在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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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成果评价过程中,它可以作为一种确定指标权重的有效方法加以应用。

5.
 

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在进行评价时,一些具有模糊概念的评价对象很难用确切的数字来表

达,这时可以借助模糊数学理论,运用模糊数学方法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

一个综合评价,即模糊综合评价法。它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适合于各种

非确定性问题的解决。

6.
 

模糊层次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

本方法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确定评价等级

根据成果类型和目标确定评价等级。例如,如果成果鉴定,可将评价等级确定为先进、
较先进和一般;

 

若是成果评奖,可将评价等级确定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2)
 

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评价指标的分类情况,构造如图5.3所示的发明创造成果或奖项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图5.3 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3)
 

建立评价模型

(1)
 

确定科技成果评价指标层次结构模型,如图5.3所示。
(2)

 

根据专家代表的判断,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为

A=

Ak B1 B2 … Bn

B1 b11 b21 … bn1

B2 b12 b22 … bn2

… … … … …

Bn b1n b2n … bm

式中,Ak 为成果上层评价指标中第k个指标;
 

B1,B2,…,Bn 为由Ak 指标分解得到的下一

层次B 中的指标;
 

bij 为B 层次指标i与指标j两两比较相对于Ak 上层指标的相对重要程

度的标度值,如表5.1所示;
 

n 代表判断矩阵的阶数。

表5.1 1~9标度发各级标度含义

标  度 含  义

1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

3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略重要



163  

续表

标  度 含  义

5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重要

7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9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绝对重要

2,4,6,8 表示介于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3)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通过专家代表判断矩阵A 的特征根,解方程

AW =λmaxW
得到解向量W,经归一化后即为同一层次相应指标。对于上一层次指标相对重要性的权

重,采用的是方根法计算λmax 和W,并利用一致性指标

CI=
λmax-n
n-1

得到随机性指标RI,再根据

CR=
CI
RI

是否<0.1,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否可接受,否则需要重新调整判断矩阵,使之满足一致性检

验,如表5.2所示。

表5.2 矩阵阶数与随机一致性指标RI对照表

矩阵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4)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在计算各级要素指标对于上一层指标的相对重要度

之后,即可从最顶层开始,自上而下求出各层次上不同指标对于成果或奖项总体的综合

重要度(也称组合权重)。如果上一层所有元素A1,A2,…,Am 的组合权重已知,其权重

分别为a1,a2,…,am,本层包含n个元素B1,B2,…,Bn,那么,它们对于因素指标Ai 的

层次单排序权值则分别为b1i,b2i,…,bni
 (当Bj 与Ai 无联系时,bji=0),则本层次元素

的组合权重为

bj =∑
m

i=1
aibji j=1,2,…,n

即某一级的综合重要度是以上一级因素指标的综合重要度为权重的相对重要度的加权和。
然后再由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公式,得

CR=
CI
RI=
∑
m

i=1
aiCIi

∑
m

i=1
aiRIi

 i=1,2,…,m

  当CR<0.1时,认为层次总排序的计算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需要对本层次的

各个判断矩阵进行调整,使层次总排序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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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上述层次分析法得到的组合权重bj(j=1,2,…,n)对德尔菲法得出的底层指

标权重fj(j=1,2,…,n)进行修正,假设两者的权重系数分别为c1 和c2(可根据侧重点不

同进行比例调整),最终底层评价指标权重wj 计算公式为

wj =
c1bj +c2fj

2  j=1,2,…,n

  (6)
 

将wj(j=1,2,…,n)的值赋予线性加权法相应该层次的权重指标xj(j=1,2,…,n),
将其分别与专家对指标xj 的打分值pj(j=1,2,…,n)相乘,并由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计算

出单个专家的评分值为

Si=∑
n

j=1
pjxj

  这里为了实现量化的评分结果,需将每个指标xj 按评价标准分为不同等级,并进行对

应分数的量化,为此根据等级适中原则,按照1~10的十分制量化规则对指标xj 进行打分,
这样可使评分结果以人们较熟悉的十分制或百分制的形式输出,如表5.3所示。

表5.3 指标xj 对应等级十分制量化规则表

分数 10 9 8 7 6 5 4 3 2 1
评价等级 优秀 好 良 较好 及格 中 较差 差 很差 极差

由综合平均公式计算出科技成果的评价分数为

S* =
1
l∑

l

i=1
Si=

1
l∑

l

i=1
∑
n

j=1
pijxj

或

S* =
1

l-2 ∑
l

i=1
Si-Smax

i -Smin
i  

=
1

l-2 ∑
l

i=1
∑
n

j=1
pijxj -max∑

n

j=1
pjxj -min∑

n

j=1
pjxj 

式中,l为评审专家总数,pij 为第i(i=1,2,…,l)位专家对于第j(j=1,2,…,l)项指标的

评价等级分数赋值,Smax
i =max∑

n

j=1
pjxj 为专家打分最高赋值,而Smin

i =min∑
n

j=1
pjxi 为专家

打分最低赋值,然后将成果或奖项的评价分数S*(k=1,2,3)相比较,就可评定出该项成果

(或奖项)所获得的等级;
 

S*
1 ,S*

2 ,S*
3 分别为先进(或一等奖)、较先进(或二等奖)、一般(或

三等奖)的等级分数线,当S* ≥S*
1 时,该成果获先进(或一等奖),当S*

2 ≤S* <S*
1 时,

该成果较先进(或二等奖),当S*
3 ≤S* <S*

2 时,该成果一般(或三等奖)。

4)
 

应用实例

在实际评审系统中,应用上述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以技术发明奖的评价计算为

例,阐述其计算过程。
(1)

 

确定奖项评价指标层次结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技术发明奖评价综合指标体

系,其层次结构如图5.4所示。
(2)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这里聘请该领域评审专家代表采用1~9标度值法(见
表5.1)对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量化,构造如表5.4所示的判断矩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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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技术发明奖评价综合指标体系

表5.4 判断矩阵列表

A B1 B2 B3

B1 1 1/3 1/2
B1 3 2 1
B1 2 1/2 1

B1 C1 C2

C1 1 5
C2 1/5 1

B2 C3 C4 C5

C3 1 1/3 1/3

C4 3 1 2

C5 3 1/2 1

B3 C6 C7 C8 C9

C6 1 1 3 4
C7 1 1 2 3
C8 1/3 1/2 1 2
C9 1/4 1/3 1/2 1

  (3)
 

计算单一准则下元素的相对重要性(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采用方根法来计

算λmax 和W,并根据一致性指标CI=
λmax-n
n-1

和公式CR=
CI
RI

进行一致性检验。

(4)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计算C 层次各指标的组合权重,如表5.5所示,并进行

一致性检验。

表5.5 层次总排序表

层 次 C

层 次 B

B1 B2 B3

b1=0.1634 b2=0.5396 b3=0.2970

C 层次元素组合权重

C1 0.8333 0 0 0.1362
C2 0.1667 0 0 0.0272
C3 0 0.1396 0 0.0753
C4 0 0.5279 0 0.2849
C5 0 0.3325 0 0.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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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层 次 C

层 次 B

B1 B2 B3

b1=0.1634 b2=0.5396 b3=0.2970

C 层次元素组合权重

C6 0 0 0.4013 0.1192
C7 0 0 0.3375 0.1002
C8 0 0 0.1638 0.0487
C9 0 0 0.0974 0.0289

CI总 =∑
3

i=1
biCIi=0.1634+0.5396×0.0627+0.297×0.0103=0.0175

RI总 =∑
3

i=1
biRIi=0.1634×0+0.5396×0.52+0.297×0.89=0.5449

  当CR总=
CI总

RI总
=
0.0175
0.5449=0.032<0.1

时,层次总排序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0.1362,0.0272,0.0753,0.2849,0.1794,0.1192,0.1002,0.0487,0.0289)T 即为量化

后C 层权重指标向量,且相对重要次序为C4>C5>C1>C6>C7>C3>C8>C9>C2。
(5)

 

群体评价专家用迭代德尔菲法(Δji≤0.005即认为收敛)得到C 层指标权值,如
表5.6所示。

表5.6 迭代德尔菲法确定的C 层权重指标

指标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权重 0.30 0.07 0.13 0.02 0.12 0.08 0.10 0.11 0.07

由于专家代表个人的量化评价结果与专家群体定性化的评价结果对于权重系数的互补

性很好,可认为两者的相对重要程度基本相同,因而可令两者的权重系数c1=c2=50%,则

由计算公式wj=
bj+fj

2
(j=1,2,…,9)(式中bj 和fj 分别为两种方法确定的C 层指标权

重)的结果作为本层次最终的评价指标权重wj。由此得到了最终确定的C 层指标权重,如
表5.7所示。

表5.7 最终确定的C 层权重指标

指标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权重 0.22 0.05 0.10 0.15 0.15 0.10 0.10 0.08 0.05

(6)
 

最后根据表5.7中确定的C 层指标权重值作为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的底层指标权

重系数,计算出成果或奖项的综合平均分数,并与技术发明奖的“分数阈值”相比较即可确定

其获奖等级。

5.3.3 发明创造成果的推广应用

1.
 

发明创造成果推广应用的意义

  迅速使发明创造成果推广应用,形成生产力,对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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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义的。
从国家方面来说,发明创造成果,特别是一些重大科研成果物化于劳动资料中,将会实

现技术革命。它不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且是提高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源泉。18世

纪,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不仅使英国称雄于世界,而且促使人类从铁器时代进

入机器时代;
 

20世纪40—50年代,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使美国成

为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使人类由机器体系生产进入智能机器体系生产,把社会

推到信息时代。
从企业方面来说,自20世纪50年代后,企业间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更加加剧,形成

了你追我赶、相互企图击败对方的新局势,这就要靠企业的创新成果大量应用才能在市场占

有一席之地。
从个人来说,发明创造成果物化的速度,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利益和事业的成败。

2.
 

发明创造成果推广方案

1)
 

指导思想

发明创造成果的推广应用是项目取得效益的直接体现,也是发明创造成果普及的过程,
推广实施实际上是在更广阔的企业中通过再实践去完善原有成果的科学性、普适性和成

熟度。

2)
 

基本思路与内容

通过评估筛选、转化、验证、普及、深化5个环节的操作研究,探索出推广发明创造成果

的运行机制;
 

力求通过成果的转化研究,探索出能促使发明创造成果在企业推广的机制。
(1)

 

重点与方向。首先,在理念层面上,以实现企业效益为目的,最终达到个人与企业

共赢。其次,在操作层面上,有利激发工作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断发挥效率,充分体现

价值观。
(2)

 

基本原则。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推广领导小组和专家的指导下,在实

践基础上进行验证、检验,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以统一思想,统帅推广研究工作。在推广

研究过程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凸显发明创造成果推广的操作性和实效性。②坚持点

面结合、循序渐进的原则。发明创造成果在推广过程中,需贯彻点面结合的原则。一方面,
注重整体性:

 

不断摸索推广经验,从局部向整体铺开,互相共赢;
 

另一方面,注重全面性:
 

必

须面向整个企业,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实施推广,最大限度实现发明创造成果的最大效

益。③坚持主体性原则。充分发挥推广领导小组主导作用,以现场实际实施效果为最终

目标。

3)
 

基本方法与实施步骤

为了保证发明创造成果推广达到预期目的,结合企业实际,确定发明创造成果推广研究

周期,具体分为3个阶段:
 

(1)
 

试点推广阶段。确定一个单位为重点推广探索,给出具体方法和积累经验。由推

广领导小组组织,具体开展推广实施。
(2)

 

分区域选点推广实施阶段。选定一个区域几家单位重点推广。
(3)

 

整个企业推广实施阶段。全方位、多层面地实施推广。加强各单位日常交流与研

讨,对推广研究进程、成果、典型事例、出现的问题及原因等进行全方位的反馈、总结、分析,
集体讨论,提出修订意见。整理有关研究材料,对推广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估、深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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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领导小组写出研究报告,召开整个企业发明创造成果推广表彰大会。聘请企业总经理、
专家组鉴定验收推广研究成果。

4)
 

基本措施

(1)
 

加强跟踪,明确发明创造实施、推广的目的。
成果推广领导小组要定期组织跟踪项目实施系列成果,总结跟踪;

 

不定期对发明创造

实施和推广情况通报,对具体操作实施进行研究方法培训,促进指导;
 

采取多种形式具体实

施进行培训与指导。
(2)

 

分解实施,加强协作促进。
发明创造成果推广由发明创造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召开推广工作交流会,了解推广应用

和研究情况,总结经验,探讨解决带有共性的问题。
(3)

 

加强交流,深化研究成果。
发明创造成果推广小组和专家指导小组不定期举办一次成果推广论坛,总结改进。
(4)

 

机制促进,激励推动。
制定相应奖励政策,对发明创造推广研究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的员工或团队进行奖励

兑现。
(5)

 

做好档案资料工作。
建立发明创造推广实施档案,推广实施过程中的有关研究资料,如研究原始数据及相关

统计数据,员工等相关人员的反馈、评价资料,实施成功或失败的情况及反思的资料,专家指

导、评价的资料,照片、课件、录音、录像等资料。

5)
 

条件保障

(1)
 

组织保障。
首先,成立发明创造成果推广领导小组。推广领导小组主要构成如下。
组长:

 

***
副组长:

 

***
成员:

 

***、***、***、***、***
职责:

 

负责发明创造成果推广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和管理及各种活动的组织策划和

条件保障,对发明创造成果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制定并实施激励政策,保证投入。
其次,成立发明创造成果推广专家指导小组。专家指导小组的主要构成如下。
组长:

 

***
副组长:

 

***、***
成员:

 

***、***、***、***、***
职责:

 

为发明创造成果提供理论支持;
 

制订发明创造成果推广研究方案;
 

主持发明创

造成果推广研究工作;
 

统一指导企业发明创造成果的推广研究;
 

总结发明创造成果研究成

功经验,组织交流、宣传推广成果应用研究的新经验,推进推广工作稳步、健康地展开。
(2)

 

经费保障。
根据成果推广工作的需要,设立成果推广专项经费,保证研究活动的顺利开展,用于培

训、成果推广应用研究、经验交流与推广以及表彰奖励在推广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或贡献的

员工或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