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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当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科研与市场脱节的问题，提 出了转变科研管理观念、发挥市场对科研的 

指导作用、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科技应用体 系以及调整科研管理宏观调控方向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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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是国家科技创新体 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发挥着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 

素质人才培养的功能。在深化高校科技体制 

改革的背景下 ，如何建立和完善一套行之有 

效的科研管理体制，使高校成为名符其实充 

满创新活力的科学研究基地和创新人才培 

养基地。已是摆在高校领导和科研管理部门 

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九五”期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共有 

702项各 级科研计 划项 目进 入技术市场 ， 

5 844项各类技术经济合同成交 。从技术合 

同登记的统计数据分析，此间工业企业进入 

市场技术计划的项 目数、经费总额大幅增长， 

占所有项目卖方类别的构成比也大幅增大。 

项 目从2．1％上升到25．61％，经费从10．85％上 

升到36．o7％。大中专院校进入技术市场的计 

划有26项计2 390万元，占全区同期项目数的 

7％，经费总额的13％，占所有进入技术市场 

计划项目卖方类别构成比的5％左右。成交技 

术经济合同的发展变化与之类似，工业企业 

成交合同项 目数的构成比从0．85％逐步上升 

到8．86％，成交合同金额的构成比从1．63％上 

升到47．14％，大中专院校上述两项指标依然 

徘徊在 l0％以上 。以上数据 从一 个侧面反映 

出，在边疆地区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作 

用已得到较大程度的体现 ，而作为技术创新 

源头的高等院校 ，其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这种 

状况在全国高校也普遍存在。 

l 高校科研与市场脱节的主要原因 

1．1 高校科研人员的市场经济意识淡薄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高校在 

科 研立项 时 ，大 多以基础理 论研 究为 主 ，形 

成的科技成果多停留在文章 、专著和实验室 

阶段 ，使许多研究成果与市场 、生产相脱节。 

即使产生一些应用型科技成果 ，也因为成果 

转化机制不完善 ，不能够完全转化为产品。 

据资料显示，高校每年产出的科技成果大约 

有2万个，而实施转化的却不到5％，如此低 

的转化率 ，既不是研究者的初衷，也不是生 

产者愿意接受的。其根本问题在于科研面向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主战场的意识淡薄 ，尚 

没有把市场观念、经营观念贯穿于科研活动 

的整个过程，所以形成了高校科研管理人员 

及科技人员重研究 ，轻推广 ；重理论 ，轻应 

用，科研开发与市场相脱节的局面。 

1．2 高校的科研管理缺乏从经济角度去改 

革 

高校 目前还是一个具有浓厚行政色彩 

的事业组织 ，因此高校改革多从行政管理 、 

思想认识上推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逐步建立，需要高校更多地从促进社会 

生产力发展，提高经济效益角度推进改革。 

高校是行政事业单位 ，国家每年按项 目 

拨给一定的科研资金，也没有过分要求实现 

什么利润。高校的科研经费投资是一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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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高校不会“计较”投资的效果与后果，因 

而单纯追求投资数量的扩张和成果数量的多 

少；科技成果含金量、科技进步贡献率与高校 

的生存发展并不构成直接正相关，因而不注 

重追求科技成果含金量、科技成果转化率的 

提高；不存在 自负盈亏的问题，因而也就无风 

险与激励机制促使它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 

而目前在全社会经济发展以市场机制为动力 

的情况下，高校的科研方向、科研结构 、科技 

成果、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都直接或间 

接地关系着高校在社会经济市场中的效应与 

结果。高校要优化 自身在市场活动中的行为 

和结果，就迫切需要以效率 、效益提高为特征 

的内涵增长方式，需要新的科技运行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本身就是在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美国大 

学提 出大 学应具有 教学 、科研 、社会 服务3大 

功能。伴随大学功能的拓展 ，引入和强化市 

场机制是西方大学改革与发展的自然选择。 

大学 和工业界 ，要 在研究 与开发 的各个层 次 

上互 相交流 ，包括大学 的新知 识应 更快 、更 

经济地转化为产品。为做到这一点 ，大学的 

智力成果与企业或风险投资公司合作开发 

时，很 自然地选择了资本运作机制。 

我国高校应具有“教学 、科研 、社会服 

务”3大功 能已被认 同。要 把3项功能 有机整 

合并转化为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的有效力 

量，这是计划不来的，也是任何一个行政管 



理部门做不到的，只有依靠市场才是实现各 

类资源合理转移和优化组合的有效途径。 

2 引入市场机制，促进高校科研管理 

改革 ． 

从高 等院校 的现 实情 况来看 ，通过 院校 

合并 、学科设置改革 ，科研体制改革取得 了 

一 定的成绩。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这一问 

题 ，并 没有 从 根本 上得 到解 决 ，科 研仍 游离 

于企业 和市场之 外 ，即使有所 涉足也 因不懂 

市场规律而退出竞争舞台。因此 ，摆在我们 

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 ：引入市场机制 ，加大 

改革力度，优化升级科技资源，使其成为学 

校发展的不竭动力，努力使高校成为区域科 

技创新的基础和源泉。为此要做好以下几个 

方 面的工作 ： 

2．1 引入市场 理念 。从 观念上改变科研管 理 

方法 

中国联想 集团董 事会主席柳传 志在 

2001年天津市长国际顾问论坛上发表演讲 

时指 出 ，中国 以前是 计划 经济 ，政府 对科 研 

机构投入资金让他们进行研究 ，得到科研成 

果 。然 而如何 让技术变成钱 ，始终无法做 到。 

比如中国科学院下属的l00多个部门 ，他们 

的研究 与市场无关 ，研发 得到 的成果无 法输 

送到企业。因此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道路始终 

很难。目前发展的第一个关口就是观念。中 

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很多旧观念根深蒂固， 

如果不突破 ，高科技产业很难发展。 

科研 管理 改革也是如此 。改革的突破 口 

是观念 ，只有首先从观念上改进 ，使管理者 

具 有市场经济 的意识 ，能够从 市场经 济的 角 

度考虑管理的目的、手段和方法 ，科研管理 

才 可能有本 质的变化 。 

2．2 充分发挥经济杠杆在科研管理中的作 

用，以市场指导科研管理 

(1)充分 了解市 场 ，以市 场定科研 。科 研 

管理人 员要 引导科 技人员建立 市场一产 

品一 产业一技术的逆向研究以及开发 、产业 

化的思维链 ，大力培育 、开拓和完善技术交 

易市场。要求科技人员加强市场参与，了解 

更多的市场信息。在立项之初就考虑市场需 

要 ，通过市场确定科研的效用、价值 ，并从产 

业 的角度进行科研开发 。 

(2)建立 以价值为取 向的新 的人 才激励 

机制。要按照市场竞争的需要 ，建立新的科 

技人才激励机制。改变过去仅从职称、荣誉 

等方面制定激励政策 ，转向从知识价值化方 

向考虑，特别是落实把技术、管理作为生产 

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政策。根据国家相关政 

策和学校实际情况解决好科技人员 的知识 

技术服务定价问题和产权分配问题。与此同 

时，要提高科技人员的专利保护意识和知识 

产权意识，确保科技人员的科研成果在市场 

中为社会和自己带来经济利益。 

2．3 建立 适应 市场经 济 需要 的科技 应用 体 

系 

(1)加强与地方合作 ，形成以市场为 中 

心的研究体系。围绕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 

业，选择与当地实力较强的应用型科研机构 

合作 ，充实高校的应用型高科技人才，引入 

企业管理机制组建行业研究中心。借此，形 

成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研究体系。在研发中 

提升自身的科技竞争平台，在合作中切实提 

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实力。 

(2)发展科技实体或科技园区。依托科 

研机构创建科技型企业或科技园 ，或以科技 

实体的形式在同一规则下与企业联合，从而 

从根本上解决科研游离于企业和市场之外 

的局面。可以根据高校的资本实力、文化环 

境和地理特征等具体情况 ，因地制宜地决定 

科技型企业的性质和与企业合作的形式。采 

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企业 ，处理好企业与高 

校之间产权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 

2．4 调 整科研管理 的宏观调控方 向 

(1)进行从科技立项 、跟踪服务到成果 

评定 、奖励的全过程改革。科研管理部门对 

科研项 目的服务不能够仅局限于科研立项 ， 

而要形 成建议 、评 审 、立 项 、检查 、市 场评估 、 

价值评估等一系列的延伸程序。立项以市场 

为导向，强调 由企业提 出，或有企业的参与 

和承用。组织符合国家、区域经济和社会发 

展需求的重大项目。加强中间过程的评估 ， 

根据市场前景实行滚动管理。改革成果评价 

体制，不但要重视学术水平，更要注重经济 

效益 ，强调为社会创造财富 ，做到基础研究 

有所发现，应用研究能够推广应用。将科技 

成果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作为应用型 

研究评奖的重要依据，并逐步过渡到以市场 

认可程度作为最终的评价依据。 

(2)拓宽科研管理内容。科技与经济一 

体化使得科技事业活动的业务范围扩展到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 

业化的全过程；科技与经济结合决定了科技 

活动更是特殊的经济活动。因此，高校科研 

管理人员要拓宽其管理领域 ，从以项 目为核 

心的管理转向宏观组织管理 ；从 13常行政事 

务管理转向资本运作管理，将人才、知识、技 

术作为资本经营；从单纯的科研管理转向科 

研与市场相结合的综合管理。 

新经济浪潮冲击着高校百年一贯的旧 

体制，不断创新是顺应瞬息变化的社会形势 

的需要。我们要紧扣时代脉搏，引入市场机 

制 ，为科研管理注入新的血液，使科技活动 

产生更大的活力，充分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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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celerate Reform of M anagement of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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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blem 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market being out of joint exiting universally in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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