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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多方位促进成果应用．加快科技兴海计划实施步伐。斜报域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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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80年代以来 ，广西海洋科学研究工作与全国沿海省市一样 ，正蓬蓬勃勃地展开。如： 

广西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广西海岛资源综合调查、广西海洋功能区划调查、广西海 

湾综合调查等等 ，这些重大的基础性工作，积累了大批的科技资料和科技成果，为广西的海 

洋科学研究、开发与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近年来，广西的海洋开发方兴未艾，海洋科技成 

果正逐步转化为间接的或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教益，推动了广西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但 

也应该看到，由于受传统管理方式的局限，一直以来．不少科技成果几乎都是从实验室到档 

案室，或是从档案室到资料室．其利用率不高，加上受条块分割的影响，部门间的利益矛盾 

突出，因此 ，出现了封锁成果现象，甚至有的部门为了开发不得不进行重复性的调查和研究 ， 

l995-06—23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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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国家在人力、物力、对力上的巨大浪费 随着科技必海的实施，下海部门的增多，海 

洋开发规模的扩大，成果的利用强度就加大 ．这就要求成果管理必须打破传统管理方式的局 

限，才能提高成果转化率．达到产生最佳的综合效益．交 一家成果为多家所用．建立起 一种 

跨行业，跨部rJ的科技成果管理体系．多方位促进成果朝着既有规范、又便于利用的机制方 

面发展 。 

l 海洋科技成果管理 

海洋科技成果在一定范围内包括原始谓查资料、实验数据、技术报告等，所 ，管理工 

作不仅仪局限于研究中形成的技术成果，而应是它的全部，过去存在老一套管理办法．即是 

着重于把验收或鉴定后的技术成果作为密级资料 “}争藏”起来．结果动用不得，造成使用上 

自我封锁，而忽略丁原始数据资料的归档工作，导致了成果不完整。还有一种情况是，受市 

场经济浪潮的冲击，成果变成了商品，在部门利益的驱驶下．导致了成果互不交换、互不渗 

透、互 不利用，甚至为个人所拥有。其次就是各 自为政等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成 

果的转化。如何建立新的成果管理机制，使之适应大规模海洋开发的客观需要，首先要处理 

好各部门的利益关系；二是注意发挥多家成果组合优势。就广西来说．除了80年代几次重大 

海洋科学调查与研究工作外，早在60年代初开展的中越北部湾海洋综台调查、北部湾渔业资 

源调查等，都是多专业、多学科的科技成果组台 对研究北部湾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开发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还包括国家在广西沿海地区设立的观测和预报部门积累的长时问序 

列的历史资料等。但这些宝贵的科技资料却分散在不同系统的各个部门，省科委、水产、水 

利和气象等部门，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一家调控难度较大，因为涉及到跨行业、多部门的利 

益问题。可以探讨几种管理模式：一是由自治区海洋职能管理部门牵头，联台多家单位共同 

参与，组成海洋科技成果与资料交流管理网络，利用计算机进行成果与资料联网，不定期向 

各个网络联网单位提供科技成果信息 ，并在成果使用、交换、价格等方面给予参与单位优惠． 

通过网络的建立，一方面，逐步把广西海洋科技成果与资料管理规范化．另一方面，把一个 

部门拥有的成果与资料变为多个部门所有，提高其利用率；二是探索一种与知识产权相吻合 

的管理机制，既能保护成果拥有单位的合法权益，又能促进更多的成果参与市场的开发，充 

分发挥成果的应有价值，真正体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三是对海洋科技成果与资料使 

用作出相应规定，特别是使用中的有偿服务，对不同技术成果以及不同资料应进行划档、分 

类、制订一个较为合理的并经有关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因为海洋科技成果和资料是带有公 

益性质的，作为从事海洋科研、管理和开发的国家单位，原则上不允许把其作为商品占为已 

有．要提倡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 

2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 

从海洋开发的角度考虑，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是关系到实现海洋科技产业化的根本所在。科 

技兴海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就是取决于成果的开发规模与技术含量的二者有机结合。 

所谓海洋科技产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海洋科技成果．特别是高科技成果商品 

化，实现规模生产，形成新的海洋科技产业；二是海洋产业的科技化．应用高新科技对传统 

海洋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从而提高生产水平和经薪效益。目前，广 

西海洋科技产业化能力还很薄弱，全国科技成果商品转化率为 3o 左右．广西更低，许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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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未能应用于生产‘-重要原因有二：一是成粜本身不成熟．不能形成规模生产；二是成 

果转化运行机制不健全．研究与生产脱节 因此，要建立从研究、开发、生产 、服务过程相 

衔接的转化机制．特别是从技术研究到成果开发之间的转化机制。 

由于海洋开发风险系数大、投入也高．单靠科研单位弧军作战是难以承受的 我们不妨 

借鉴国外的经验．如日本的 “官、产、学”三位一体机制：美国 “海洋企业观念“，几乎都是 

由政府、产业界、科技界联合投资开发，共同承担风险．以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中国的国 

情有别于外国，但可探索一条适合于自己的路，改变科研单位 “一头热”现状。采取各种手 

段和各种形成推动和鼓励研究开发机构改制转型为科技企业，以开友科技产业为目标·发展 

科工贸、技农贸等一体化企业；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互相兼并，或通过参股、控股等形式，组 

建成以科技为先导、产权联结为纽带的跨地区、跨行业的科技产业开发集团，但不管采用何 

种形式 ．国家金融机构必须设立海洋开发风险专项资金，保证海洋科技研究经费和产业开发 

经费。目前，中国体制仍存在条块分割，行业分家，互不渗透，甚至出现重复性和封锁性 -很 

不利于成果交换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技兴海计划实施，必须加以纠正．使科技成 

果更快转化为生产力 推动广西沿海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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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本法第一终点指点示剂改用溴甲酚绿代替 甲基橙，终点颜色变化较明显，易于观察。 

由图 1、2表明本法比Na CO +NattCO。滴定有较好的 pH值突跃 ，终点较敏锐。 

由两法测定结果 比较表 明：Na：CO +NaHCOa法相对误差较大，准确度也不好电位滴定； 

而本法相对误差较小，和电位滴定相近，具有较好准确度。 

本法说明酸碱平衡原理 ，涉及到利用回滴法，其滴定比Na：CO +NaHCOs滴定更富有变 

化，对学生的化学计量训练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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