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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比较研究

 

王勤,李骏,孔翔 

(宁波工程学院,浙江宁波315016) 

    摘要:产学研结合在我们国家从出现到迅速发展,历时二十余年。产学研结合的模式从一

开始借鉴国外成功的模式到自我摸索、创新,产生了各不相同,各有千秋的产学研结合模式。

本文着重研究目前国内产学研结合取得较为显著成效的几种主要模式,分析、比较这些模式的

形成和主要特点。 

    关键词:产学研结合;模式;比较研究 

    产学研结合是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在各自不同利益的基础上谋求发展、谋求共同

利益的一种组织形式,产学研结合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与意义,已成为当

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广泛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加强产学研结合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来推动。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UNISPAR 计划(Univer sity - Indst ry - 

Science - p urt ner stip) 即大学、企业、科技合作计划。我国从1992 年由国家经贸委、

国家教委和中科院正式发文成立和组织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到现在已有十多年时间,

期间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总

结经验和教训,使产学研结合这项工作取得长足的进展。 

    目前,社会各界对“产学研结合”从广义和狭义、宏观和微观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不

同的见解,其内涵不完全一致,其表现形式———产学研结合模式不尽相同。本文就目前我国

高等院校较为普遍实行的产学研结合模式作一比较分析。 

一、政府支持模式 

政府支持模式是指各级政府组织的一种旨在解决科技和经济发展中重大问题,拨出大量科

研经费,对资源的分配制度和产学研参与各方的合作关系的建立方式提出关键性意见,从而实

现产学研结合.如:我国政府相继推出的“863 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等等。 

    政府支持模式的主要特点:在这一模式中,政府处于产学研结合的主导地位,能集中产学研

参与各方的优势力量,统一指挥,充分发挥决策、指挥、协调、管理、评估和监督等作用;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在这一模式中凭借人才和科研能力发挥着核心作用,根据政府的指令和要求,

依靠人才优势和科研、开发能力,积极开展相应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等到工作;企业在这一

模式中处于积极参与的地位,承担着提供部分科研资金、为提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提供科研

成果的中试基地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等工作。 

政府支持模式的主要作用:能充分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起步;增强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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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发展中、小型企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如星火计划的实施) 。 

二、高等院校主建模式 

高等院校主建模式是指高等院校凭借自身的知识和人才的优势,直接参与高新技术项目的

开发和技术创新,通过创办经济实体(企业、公司) 或创建平台企业来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和商业化。 

    在这一模式中,又有二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以高等院校创建平台企业为主的产学研结合模式。这是从1999 年开始发展起来

的一种推动国家源头创新的新模式。这一模式是在政府的支持、扶植下,以高等院校为主导,

创导和建立以科研成果孵化为主要功能的平台企业,如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核心的北京中

关村科技园区、清华科技园、北大科技园、东北大学科技园、浙江杭嘉湖科技园等等。 

    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 平台企业形成了一个由孵化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中

介机构、政府组成的集群,在这个集群中,高等院校的可以通过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增强自

我发展能力和办学实力,进而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企业的好处是改进和创新生产技术,吸收最

新研究成果,进行高新技术开发并占领市场,获取更大的利润;政府处于协调地位,引导平台企

业健康发展,并在政府导向、土地优惠、税收政策、资金配套、体制创新等给予支持。 

    这一模式的主要作用:有利于提升高等院校在地方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作用;

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企业间相互促进;有利于高等院校与企业界的相互促进;有利于对地区经

济发展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第二种是以高等院校创办经济实体为主的产学研结合模式。这种模式是基于高等院校具

有一支较强的应用开发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拥有较为大批先进的基础的专业实

验室和设备,学校拥有一大批针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高新技术含量的应用性科研项目

和成果,以学科建设、应用性科研项目研发为依托,创办独立自主的公司(企业) ,由学校的学

科带头人或科研项目负责人(教授们)任法人代表(菫事长、董事或技术总监) 等职务来实现教

育、科研、市场一体化运作。这是近几年来高等院校在产学研结合取得显著成绩的一种模式,

如中南大学的学科性公司模式,浙江工业大学甚至出台了《浙江工业大学学科性公司管理办法

(试行) 》。它也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产学研结合的一个发展方向。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创办独立企业为标志,它的创建是基于以人才培养、服务社会

为主要目的的企业法人组织,既不同于研究型大学创立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企业法人组织来实现

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又不同于高等职业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的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模

式。在管理上,实行学校的教授们任法人代表、菫事长、董事或技术总监等职务,并负责技术

指导,组织研发,提供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技术支撑和保障工作的运行机制,这将大大的调

动教师在完成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展应用性项目的研究和开发的积极性,同时也为学校更

多的教师和学生提供科研、实践和面向社会的场所。 

    这一模式的主要作用:拓宽了高等院校经费筹集渠道,由于政府的拨款已不能满足高等院

校发展的需要,高等院校办学经费紧张,需要拓宽经费来源渠道;有利于真正使高等院校的科研

成果产业化,更好地实现高等院校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功能。 

三、校企共建模式 

这是利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人才、研发能力、资金运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各

自拥有的优势,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提供技术人才、科研力量、科技成果;企业提供资金、

场地、产品的营销、管理合资组建高科技企业、研发中心或中试基地等新的经济实体,共同实

现科技开发和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合作模式。 

    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产学研各方的地位平等、分工明确,彼此之间的合作既基于互相的

高度信任,又基于严格、明确的合同与协议为合作的基础,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各方的责、

权、利,以保证这一合作的紧密性、长期性和有效性。否则,作为只提供人才、科研成果的高



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权利和利益很难得到保证,合作的模式也将逐渐趋于形式。 

    这一模式的主要作用:能充分发挥产学研参与各方的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大大加快科研成

果的产业化的进程,从而极大鼓励高等院校的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四、企业为主型模式 

这种模式的建立主要源于企业对利润的不懈追求导致对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的迫切希

望。在这一模式中,企业除了自身所具有的一定的研发能力外,主要通过政府、中介机构等各

种途经,吸引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参与自身的产品开发和科研新成果产业化。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在合作对象的选择、科研项目的确定、利益分配等方面有更大的自主

性,同时也承担了更大的投资风险。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这一模式中,处于被动、配合的地

位,根据企业的要求,投入相关的科研力量,进行科研开发和技术创新工作,或以技术参股的形

式,或以技术(项目) 买断的形式,获取相应的回报。 

    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和作用:企业通过筑巢引凤,充分吸收和利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

研发能力和科研成果,从而达到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更新换代,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的目的,同时企业利用自身较为健全的市场营销网络能够及时获取市场的需求和市场变化的信

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能迅速完成产业化和商品化的过程提供一个重要的途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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