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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成果转化的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本文运用资料分析、综合研究、专

家讨论等研究方式，分析了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的影响因素；再根据AHP指标体系构建规则建立评估

指标体系，并进行权重的分析。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的首要因素，其次为经济

效益、技术先进性和市场占有率，最后运用AHP的指标权重结合输变电领域的特点，提出了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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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vel of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ymbol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of a coun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f-
f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potenti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by means of data 
analysi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expert discussion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en the eval-
uation index system i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rules of AHP index system, and 
the weight evaluation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primary factor aff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potenti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followed by economic benefits, technological progressiveness and market share. Finally, using the 
index weight of AHP and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fiel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
gic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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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并持续加大在科技上的投资，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的

效率及效果已成为世界各国提高其核心技术竞争力的主要方式[1]。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对

加速转换经济发展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实际的生产力进行转变，显著提高

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对于数量巨大的科学技术成果，如果无法筛选出其中转化成功率比较高的科技成

果，并进行针对性的融资，不但浪费资源，打击投资积极性，也会影响相关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在这个

前提下，评估科技成果的转化潜力是一项需要关注的重大课题。 
国网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电网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对公司的科技开发、技术改造等方面

的影响都很大。一方面国网创新科技成果大量产生。近年来国网公司对创新技术的扶持力度和专利保护

水平明显提升，相关专利申请量也逐年增加，至 2020 年，发明专利数量已上升到 4122 件，居央企发明

专利申请的首位[2]。目前公司已经累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91 项，包括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9 项。另一

方面国网注重创新及成果转化，采取建立专项资金、建立创新实验室等手段，为科学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由于我国对科技研究的日益关注，企业研发投资的强度日益加大，科技成果的产出也日益增多，企

业每年会形成大量的科技成果，包括研究论文和发明专利，但是这些成果在转化过程中存在缺乏成果宣

传力度、科技成果转化意识不强、行业准入壁垒高、成果容易被窃取等问题[3]。 

2. 相关文献综述 

2.1. 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相关概念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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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活动。而技术成果转化的本质正是把知识形式的科学

技术成果直接转变为实际生产力的一种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过程看作三个阶段：科学技术成果的

研究阶段；技术研究成果的中试阶段和技术研究成果的工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一个逐步提升、相互

联系的过程，因为只有完成三个阶段，才能更有效地落实以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从而推动经

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本文根据转化过程的三个阶段，从研究阶段的技术因素、中试阶段的推广因素、产

业化阶段的效益、风险和市场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研究[4]。 
国内关于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的相关研究比较少，更多的是以科技成果转化成熟度为研究对象。依据

国内外有关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科技成果转化

潜力是指尚未转化出来的潜在科技成果，隐藏在科技发展中的一种可能资源，只有采取相应的经济、技

术组织等方面的有效措施，才有可能使潜在的有利因素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2.2. 现有科技成果转化潜力评估技术研究 

大量科技成果的评估理论与方法虽然富有学术意义与学术价值，但在实际应用中其价值并不十分突

出。从对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分析中可以发现，国内学者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对外国技术评估经

验的研究、对国内技术评估面临的新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科技评估方法的本土化改进上。由于国内经济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外国科学先进理念的引入，中后期技术评估和绩效评估相关活动也逐步开展，但

是有关活动还不多，研究重点也仅仅集中在立项评估方面。而早期的一些关于科技成果评估的理论与科

研方法过于侧重科技成果的价值，并没有对成果完成后进入市场前所需要的各种评估情况加以系统地分

析和研究[5]。 
由于科技成果转化本身的复杂性，对它做出准确评估也相当困难，利用有限的评估指标对科技成果

转化做出完整、客观的判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无法做到的。只有建立评估指标体系，才有可能达

到这个目标[6]。 

3. 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3.1. 设计思路 

科技成果的评估，基本上分为能力、过程和结果三种观念。本文主要是综合能力和结果两种观点的

内容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的指标体系。 
在指标体系构建思路方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

指出要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新发现、新原理、新方法等)、技术(技术创新等)、经济(推广前景、

预期效益、潜在风险等)、社会(生态环境等)等价值[7]。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的《电力科技成果评

价技术规范》，规定了电力科技成果评价原则、评价内容、评价要求及评价程序，对基础研究类(创新度、

先进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风险等)、应用研究类(创新度、先进性、成熟度、难易与复杂程度、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风险等)、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类(创新度、先进性、成熟度、难易与复杂程度、

知识产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市场实现、风险等)、软科学类(创新度、先进性、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风险等)不同类型的电力科技成果进行分类、多层次差别化评价。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的《电力专利价值评估规范》规定了电力行业专利的价值评估指标构成、信息收集与核实、专利价值评

估，以及价值度、综合价值评估，评估指标分为技术价值(技术先进性、技术的应用范围、可替代性、技

术的成熟度等)、法律价值、市场价值(市场容量、电力行业中占有率、政策环境、电力行业准入等)、战

略价值(战略新兴产业布局等)及经济价值(预期收益等)五个维度。李云飞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可操作性

强的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技术水平(技术创新程度、技术指标先进程度、技术成熟程度、技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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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复杂程度)、效益作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对行业或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推广前景等[8]。徐廷

建等基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功能和原则，构建了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技术水平(创造性、先

进性)、推广应用(推广可行性)、效益与影响(经济和社会效益等)、风险(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市场外的

环境风险) [9]。周志英从科技成果的生命周期的视角探索科技成果的动态评价，包括研制期(创新性、先

进性、成熟度、技术难度等)、推广期(市场需求规模、市场迫切度、行业成熟度等)、应用期(推广应用范

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10]。 
因此，为了科学选取、构建评估指标体系，本文在参考借鉴以上政策、标准、文献、征询专家意见

的基础上，结合输变电领域的实际情况，依据 AHP 的指标体系构建规则，从技术、效益、风险、市场四

个角度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潜力评估指标体系。 

3.2. 构建原则 

科技成果转化潜力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一方面需要符合输变电领域科技成果的特点，另一方面相

关的指标数据要易于收集。因此，在构建科技成果评估指标时应遵循目标性、科学性、可行性和稳定性

等原则[11]。 

3.3. 指标体系 

技术指标是科技成果在理论、方法、技术以及工艺等方面所具备的科学技术水平的体现。要评估待

转化科技成果的技术水平，主要是考察成果的技术创新度、先进性、成熟度、难度和复杂程度、应用范

围、可替代性。效益指标是科技成果对行业或产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及其形成的社会、经济等效益。在

分析待转化成果的效益作用时，需要考虑到三个主要指标，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对行业或产业发展

的推动。风险是指科技成果可能面临的转化效益低下，甚至转化失败的可能性。在分析待转化科技成果

潜力的风险时，需要考虑到四个主要指标，即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生态风险、安全风险。市场是指科

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政策、竞争等外部环境。在分析待转化科技成果潜力的市场因素时，需要考虑四个

主要指标，即政策环境、行业准入、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 
应用 AHP 分析决策问题时，要先将问题条理化、层次化，构造出一个有层次的结构模型[12]。本研

究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的模型如表 1 所示：目标层为科技成果转化潜力，一级指标为技术、效益、风险、

市场四个评估指标，二级指标为技术创新度、技术先进性、技术成熟度、技术难度和复杂程度、技术应

用范围、技术应用范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对行业或产业发展的推动、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生态

风险、安全风险、政策环境、行业准入、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 17 个指标。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ransformation potenti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表 1. 科技成果转化潜力评估指标体系 

目标层 A 一级指标 B 二级指标 C 

科技成果转化潜力 A 技术 B1 

技术创新度 C11 

技术先进性 C12 

技术成熟度 C13 

技术难度和复杂程度 C14 

技术应用范围 C15 

技术应用范围 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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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科技成果转化潜力 A 

效益 B2 

经济效益 C21 

社会效益 C22 

对行业或产业发展的推动 C23 

风险 B3 

技术风险 C31 

市场风险 C32 

生态风险 C33 

安全风险 C34 

市场 B4 

政策环境 C41 

行业准入 C42 

市场规模 C43 

市场占有率 C44 

3.4. 评估指标说明 

3.4.1. 技术 
技术创新度指与此前同类技术相比是否具有突出的特点。主要在于考察成果的研究方法、设计思想、

工艺技术特点等有无实质性的突破。技术先进性指与此前同类技术相比是否具有明显的进步[13]。技术进

步，如新技术的出现、技术难关的攻克，或现有技术的改良等，是一项新成果研发的初衷和应用优势所

在，用于反映该技术成果与同行业最先进的技术相比较达到国际国内或省市内的何种水平。技术成熟程

度指科技成果在生产制造方面的准备程度，一般认为，随着技术成熟度的逐级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周

期变短，转化风险降低。技术难度和复杂程度主要是指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对于实现产品的难度。技

术应用范围是指科技成果可以应用的行业和技术领域的范围。技术可替代性是指在评估时科技成果转化

潜力是否存在解决相同或类似问题的替代技术方案。 

3.4.2.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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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润净额等

方面进行分析。社会效益用于反映成果的应用或转让所取得的直接、间接经济效益，或在环境、生态、

资源等保护，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防灾、减灾，保障经济、持久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社会效

益[14]。对行业或产业发展的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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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风险 
技术风险指指技术成熟程度、知识产权、技术秘密等引起的不确定因素[9]。市场风险包含了成果在

市场应用过程中与市场不匹配而引起的风险，主要包括产品竞争能力和市场接受程度。生态风险是指因

政策、人口资源、自然环境等变化所引起的风险。安全风险是指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造成安全事故(事
件)发生的可能性与其后果严重性的组合。 

3.4.4. 市场 
政策环境是指对于科技成果所属行业或领域，国家和地方给予政策倾斜或支持的情况。行业准入是

指电力行业准入的资质/认证情况。市场规模是指产品或行业所属市场的整体规模。市场占有率指销售量

(或销售额)在市场同类产品(或品类)中所占比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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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AHP 基本原理是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组成因素，并将这些因素按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的支配

关系进一步分解，建立一个多目标、多层次的模型，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再请专家对每一层次中

的各种因素进行较为客观的判断后，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相应给出相对重要性的定量表示，从而建立数

学模型，然后综合评估主体的判断确定诸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总顺序[16]。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将组

成复杂问题的多个元素权重的整体判断转变为对这些元素进行“两两比较”，然后再转为对这些元素的

整体权重进行排序判断，最后确立各元素的权重，为正确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 

4.1. 评估专家打分 

4.1.1. 确定评估专家数量 
在对科技成果转化潜力评估层次模型构建实施过程中，综合考虑了研究需要及评估方法的适用性，

在科技成果转化潜力评估指标赋权环节选择了多名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评估小组。 

4.1.2. 确定评估专家学科领域 
在对科技成果转化潜力评估实施过程中，评估专家主要来自于以下领域：科技管理部门人员、科研

团队负责人或其他科研一线人员、产业界相关人员。为避免潜力评估主体对评估结果客观性的影响，在

潜力评估各环节由上述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员构成名义小组。 

4.1.3. 邀请评估专家打分 
邀请专家对准则层相对于目标层、方案层相对于准则层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打分。为计算方面，采用

各个专家打分值简单平均数取整数作为指标相对重要性评估值[17]。其中，依据层次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

打分准则依据表 2。 
 

Table 2. Scale of importance judgment 
表 2. 重要性判定的标度 

标度 重要性判断 

1 两指标相比，具有同样的重要程度 

3 两指标相比，前一指标比后一指标稍重要 

5 两指标相比，前一指标比后一指标明显重要 

7 两指标相比，前一指标比后一指标强烈重要 

9 两指标相比，前一指标比后一指标极端重要 

2、4、6、8 前相邻重要性程度的中间值 

倒数 量指标相比，后者比前者重要性程度 

4.2. 构造判断矩阵 

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后，邀请上海市多位输变电领域专家，通过问卷的形式轮番征询意见，专家们参

考 1~9 标度法，对 A、B 和 C 三层指标两两比较作出判断，以此构造判断矩阵。 
1~9 标度法是常用于层析分析法量化过程的评判标准，对下一步建立矩阵，进一步求取主特征值、

特征向量、权重向量、总排序向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标度法大大提高了 AHP 方法决策的可靠性和实

用性[18]。构造判断矩阵是层次分析法(AHP)的第一步，以技术水平(B1)、推广前景(B2)、效益作用(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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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B4)和市场(B5)为目标，针对每一层的评估指标 ( )1, ,iC i n=  ，判定该层中各有关指标的两两相对重

要性，然后构建判断矩阵。得到专家矩阵数据样本后，再运用算术平均法处理数据样本，形成 5 组判断

矩阵，如表 5~9 所示。 
根据专家咨询的结论，对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的一级指标构造如下判断矩阵，见表 3： 

 
Table 3. Judgment matrix of primary indicators 
表 3. 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 

指标名称 技术 效益 风险 市场 

技术 1 3 7 5 

效益  1 5 3 

风险   1 1/3 

市场    1 

 
一级指标中技术水平、推广前景、效益作用、风险、市场分别在科技成果转化潜力中所占的比重分

别为 0.5579、0.2633、0.0569、0.1219，其中最大特征根 max 4.1185λ = 。 
根据专家咨询的结论，对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的二级指标技术水平构造如下判断矩阵，见表 4： 

 
Table 4. Judgment matrix of technical level 
表 4. 技术水平的判断矩阵 

指标名称 技术创新度 技术先进性 技术成熟度 技术难度和

复杂程度 技术应用范围 技术可替代性 

技术创新度 1 3 5 7 5 6 

技术先进性  1 2 4 2 3 

技术成熟度   1 3 1 2 
技术难度和 

复杂程度 
   1 1/3 1/2 

技术应用范围     1 2 

技术可替代性      1 

 
二级指标技术水平中技术创程度、技术先进程度、技术成熟程度、技术难度和复杂程度分别在科技

成果转化潜力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0.4679、0.1927、0.1131、0.0445、0.1131、0.0687，其中最大特征根

max 6.0936λ = 。 
根据专家咨询的结论，对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的二级指标效益作用构造如下判断矩阵，见表 5： 

 
Table 5. Judgement matrix of benefit function 
表 5. 效益作用的判断矩阵 

指标名称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行业或发展的推动 

经济效益 1 5 7 

社会效益  1 3 

对行业或发展的推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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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效益作用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对行业或发展的推动分别在科技成果转化潜力中所占的

比重分别为 0.7235、0.1932、0.0833，其中最大特征根 max 3.0658λ = 。 
根据专家咨询的结论，对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的二级指标风险构造如下判断矩阵，见表 6： 

 
Table 6. Risk judgment matrix 
表 6. 风险的判断矩阵 

指标名称 技术风险 市场风险 生态风险 安全风险 

技术风险 1 5 7 3 

市场风险  1 3 1 

生态风险   1 1/4 

安全风险    1 

 
二级指标风险中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市场外的环境风险分别在科技成果转化潜力中所占的比重分

别为 0.5791、0.1615、0.0612、0.1981，其中最大特征根 max 4.0768λ = 。 
根据专家咨询的结论，对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的二级指标市场构造如下判断矩阵，见表 7： 

 
Table 7. Judgment matrix of market 
表 7. 市场的判断矩阵 

指标名称 政策环境 行业准入 市场规模 市场占有率 

政策环境 1 4 1/3 1/5 

行业准入  1 1/5 1/8 

市场规模   1 1/2 

市场占有率    1 

 
二级指标市场中投入产出比、市场占有率、市场增长率分别在科技成果转化潜力中所占的比重分别

为 0.1336、0.0519、0.2898、0.5247，其中最大特征根 max 4.1098λ = 。 

4.3. 计算单层指标权重并做一致性检验 

AHP 层次分析法需要满足结果的一致性与随机性，先定义随机性指标 CI，其具体原理公式如下： 

max

1
n

CI
n

λ −
=

−
 

根据 CI 与 RI 的值进行一致性检验，CI 为随机性指标，RI 由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的值给出，平均随

机一致性指标见表 8： 
 

Table 8. Value of average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RI 
表 8.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的值 

1 2 3 4 5 6 7 8 9 

0.00 0.00 0.52 0.89 1.12 1.26 1.36 1.46 1.46 

 
其一致性检验原理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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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R
RI

=  

当一致性检验参数 0.10CR CI RI= < 时，则认为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检验。 
根据 AHP 层次分析构造矩阵、归一化处理和一致性检验三步操作运算，所得结果如表 9： 

 
Table 9. AHP weight and CR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表 9. AHP 权重及 CR 一致性检验结果 

影响因素 权重 排序 CR 组内因素 各因素组内权重 各因素总权重 排序 CR 

B1 0.5579 1 

0.0444 

C11 0.4679 0.2611 1 

0.0149 

C12 0.1927 0.1075 3 

C13 0.1131 0.0631 5 

C14 0.0445 0.0248 11 

C15 0.1131 0.0631 6 

C16 0.0687 0.0383 8 

B2 0.2633 2 

C21 0.7235 0.1905 2 

0.0633 C22 0.1932 0.0509 7 

C23 0.0833 0.0219 12 

B3 0.0569 4 

C31 0.5791 0.0329 10 

0.0288 
C32 0.1615 0.0092 15 

C33 0.0612 0.0035 17 
C34 0.1981 0.0113 14 

B4 0.1219 3 

C41 0.1336 0.0163 13 

0.0411 
C42 0.0519 0.0063 16 
C43 0.2898 0.0353 9 
C44 0.5247 0.0640 4 

 
由一致性检验结果可知，所有的 0.10CR CI RI= < ，均通过一致性检验。4 个一级评估指标，其权

重从 B1~B4 依次为 0.5579、0.2633、0.0569、0.1219，对其进行权重排序，依次为 B1 > B2 > B4 > B3，
即“技术”该特征所占权重最大，该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潜力影响最深，其次为效益、市场、风险。 

4.4. 计算层次总排序权重值并做一致性检验 

总一致性指标为： 

1 1

n n

i i i i
i i

CR a CI a RI
= =

= ∑ ∑  

CR = 0.0444。 
其中， iCI 为单排序的一致性指标， iRI 为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总排序的结果具有满意的一

致性。 

5. 影响转化潜力的关键环节及要素分析 

5.1. 关键环节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科技成果的转化分为科技成果的研究阶段、科技成果的中试阶段以及科技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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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阶段。科技成果的研究阶段(技术)权重占比为 0.5579，技成果的中试阶段(市场)权重占比为 0.1219，
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阶段(效益和风险)权重占比 0.3202，因此科技成果的研究和产业化阶段的因素是影响转

化潜力的关键环节。 

5.2. 关键要素分析 

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技术创新度、经济效益、技术先进性和市场占有率所占权重最大，因此是影

响转化潜力的关键要素。 

5.2.1. 技术创新度 
技术创新除了技术自身的独创性，还需要根据市场情况进行综合判断[9]。对于输变电领域，一项创

新的科技成果不仅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同时也能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因此

技术创新程度越强，科技成果转化潜力也就越大。 

5.2.2. 经济效益 
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则会促进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而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7]。因此经济效益

越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潜力也就越大。 

5.2.3. 技术先进性 
由于技术先进性是指与此前同类技术相比是否具有明显的进步。因此技术先进性越高，科技成果转

化潜力也就越大。 

5.2.4. 市场占有率 
指销售量(或销售额)在市场同类产品(或品类)中所占比重。市场占有率越高，科技成果转化潜力也就

越大。 

6.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策略 

根据 AHP 的评估结果，以此找出输变电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的薄弱环节，作为提高输变电领域科技陈

国转化潜力的突破口，同时提出促进输变电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的针对性策略。 

6.1. 完善转化潜力评估技术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由于部分成果的创新度和先进性不高，科技成果转化潜力较低，影响了输变电

领域科技成果的转化。由此说明高创新度和高先进性的科技成果是其成功转化的必备条件，而如果要明

确其创新度和先进性，完善现有科技成果转化潜力评估技术就显得十分重要。 

6.2.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意识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科技成果的经济效益对其转化潜力有重要影响。因此要提高了公司及研发人员

的科技成果转化意识，明确科技成果最终还是为经济社会服务，要树立起科技成果要向市场化等方面发

展的基本理念，在思想上改变重理论轻实践、重成果轻应用、重立项轻规划观念，发挥科技研发人员的

主动性。 

6.3. 优化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构建以科技成果转化潜力为导向的科研评估机制，激发科研人员投身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动力，

充分调动科研人员投身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在目前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提升相关科技研发人员的奖

金分配额度，并向科技成果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贡献者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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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我国已经晋升为一个科研大国，国家的强盛和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创新与应用，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指引下，需要进一步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效率与效果，因此制定科学的输变电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潜力

评估指标体系显得非常重要，一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另一方面还要适应输变电领域的特点，从而完善

输变电领域评估技术的不足。 
本文所构建的科技成果转化潜力评估指标体系，一方面克服了现有科技成果转化评估技术的不严谨、

不全面等问题。而且针对输变电领域科技成果的特点，构建了详细的两级评估指标，并确定了指标权重。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区域局限性的问题，由于本次的调研专家及评估的科技成果主要聚焦于上海，对上海

之外的区域适用性缺少验证，未来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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