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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洪举

河南省荥阳市是全国闻名
的建筑机械之乡，上世纪90年
代，最初有一批做机械的工厂
转行做了游乐设备，此后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业。如
今，在荥阳多个村聚集了一批
翻新大型游乐设备的厂家，他
们用低价从各地回收二手大型
游乐设备，自行翻新加工后出
售，往往能获利一倍。多个厂家
称，经他们翻新的大型游乐设
备主要卖给二三线城市的景
区、小型游乐场。

众所周知，游乐设备多
是供青少年游玩使用，尤其
是一些未成年人，本来就活
泼好动，如果使用一些质量
不过硬甚至不合格产品，极
易导致意外的发生，酿成悲
剧。对于这些关乎消费者切
身利益的游乐设施，相关部
门必须尽到监管责任，杜绝
一些翻新设施的生产销售。

根据有关规定，国家对大
型游乐设施制造、安装、改造、
维修实行许可制度，经营者及
从业者应该取得相应资质。根
据报道，荥阳市的这些厂商均
未取得相应资质，属于典型的
违规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这
些大型游乐设施一旦发生安

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游乐
场的经营者、设备的制造者要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乃至刑事
责任。即便未发生安全事故，
生产者也应承担行政责任或
者刑事责任，相关人员因此被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刑
的例子并非没有。

之所以翻新游乐设施在一
些地方呈泛滥之势，主要原因
并非缺乏相关法律制度，而很
可能是当地执法部门怠于履
职。如前所述，这些厂商大多没
有任何资质，或者借用他人资
质，甚至在设备上做手脚以达
到免检目的。而这些规避手段
并不是多么高深的技术，只要
基层政府或执法部门稍微尽到

些责任，就会发现并予以取缔。
报道指出，2012年6月份，荥阳
市就对此进行过综合整治，关
停相关企业64家。如今，类似现
象又死灰复燃，可见运动式执
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此，当地政府还是应正
视问题，补足短板，建立长效机
制，有效地查处违规生产、销售
行为。如建立网格式监管模式，
除质检、工商部门外，网格负责
人也应承担相应的举报责任，
及时反馈辖区内有关企业的经
营行为，做到露头便打，让违规
者得不偿失。

还应进一步完善法律设
计和监管机制，做到全国一盘
棋，统筹有序地行使监管职

责。如很多翻新游乐设备主要
销往二三线城市的景区、小型
游乐场、庙会的流动游乐场。
由此，就有必要从需求端着
手，要求游乐场经营者购买正
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否则
禁止其开门营业、招揽游客。
很多游乐场均开设在景区、公
园、广场，这些场所的管理者
或所有者就应尽到责任，清理
设备不合格的游乐场。

此外，非常有必要借鉴上
海、深圳的做法，像机动车那
样，明确大型游乐设施的报废
年限。并且，报废设施和厂家淘
汰的老旧设施应统一由正规厂
商销毁或者收回，避免被违规
厂商收买后进行翻新。

游乐设施“翻新”凸显监管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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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利“打鼾”，症结在转化机制

□刘天放

今年以来，记者在山东、湖
南、四川多地采访发现，许多高
校的高价值专利成果成功实现
了转移、转化，结果令人欣喜。
不过，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和
一些高校的专家们表示，相较
于我国高校拥有的几十万件有
效发明专利而言，这些成功的
案例仍是凤毛麟角。高校不少
高价值的专利成果仍处于沉睡

闲置状态，亟待唤醒。
从2013年起，我国发明专

利申请受理量多达82 . 5万件，
居世界首位。但漂亮数字背后，
却是另一番景象：专利运用的
效益不高，高校和科研院所存
在大量“沉睡”的知识产权资
产。费尽心血搞的发明专利却
躺在室内“打鼾”，实在可惜。据
全国专利调查数据显示，最近
几年高校和科研单位授权专利
的 实 施 率 分 别 为 2 5 . 5 % 和
57 . 6%，远低于全国70%的总体
水平，而高校和科研单位授权
专利的产业化率分别只有0 . 9%

和7 . 7%，距离28 . 7%的全国总水
平差距更大。而4年前的调查数
据显示，国内高校授权专利成
果转化率不足三成。

如何让发明专利“走”出实
验室，应用到生产生活中，是值
得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专
利“只开花不结果”的状况普遍
存在。其中，既有其本身“含金
量”偏低问题，也有专利公共服
务衔接不畅的问题。这不仅是
高校发明专利者的尴尬，也是
把关不严、审批门槛低所导致。

对高校“高价值专利”来说，
确实有转化难问题。主要原因在

于，高校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即
费尽精力组织团队搞专利项目
申报，而一旦专利获批，便万事
大吉，不闻不问，这就是人所共
知的“重专利审批、轻成果验收”
的怪象。对专利转化投入精力
少，是因为一旦专利获批，就有
科研奖励或职称待遇上的提升。
而如果把成果转化也置于奖励
和职称评定中，怪象就有可能在
很大程度上避免。

众所周知，专利成果最大的
价值在于应用。高校专利成果转
化存在着价值评估难、专利评估
市场不成熟、国有资产审批复

杂、不支持协议定价转让、成果
转化程序繁琐、科研机构缺乏处
置权等问题。此外，不少专利一
般都与项目捆绑，属于“集体”专
利，产权不清晰，这在转化上就
更难。可见，为专利成果转化提
速需靠完善机制。目前的制度，
既不利于专利水平提高，也有碍
专利成果转化。只有通过改革发
明权益，完善机制，才能把沉睡
的专利成果唤醒，充分释放科技
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力，也才能
为国为民造更多的福。

葛一家之言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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