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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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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

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 : 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科技、教

育 的 支 出 分 别 为774亿 元 、536亿 元 , 比2005年 分 别 增 长

29.2%、39.4%。 这有利于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 , 实施相关专项规划和配套政策措施 , 有力推

进我国科技创新。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 引导和支持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 ,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1]。因

此, 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提高我国自

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十一五”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科

技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然而, 研究型大学作为创新型国

家建设中自主创新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如何更好地服务于

创新型国家的创新实践 , 促进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一直是政

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2, 3]。研究型大学技

术转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 被不少专家学

者看成研究型大学服务国家自主创新的有效途径 , 但其隐

含的前提假设是 , 作为技术受让方的企业具备了技术消

化、吸收与创新能力。如果缺少了这一前提, 大学技术转移

的效果如何还很难说 , 因为从研究型大学的知识创新到企

业运用知识并实现商业化运作的技术创新, 涉及体制、机

制、人才、技术、资源等诸多方面 ,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的机理分析

孟 浩1, 王艳慧2

( 1.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战略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8; 2.首都师范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北京 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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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新能力的转移过程,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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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要更好地服务国家自主创新 , 必须对研究型大

学创新能力转移的机理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下面就利用创新能力桶的原理, 具体分析研究型大学创新

能力转移的机理 , 为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及自主创新能力的

提高奠定基础。

1 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

国外研究型大学服务国家创新体系 , 主要是通过技术

转移来实现的 , 而它们能实现有效的技术转移 , 事实上隐

含两个基本的前提假设: 其一是完善的技术市场 , 技术、人

才、信息及资本等资源能够在各主体间共享和流动 ; 其二

是技术转让方及技术受让方各取所需 , 各尽其能 , 关键是

技术受让方必须具有技术消化、吸收及再创新能力 [4～6]。因

此 , 研究型大学传统的技术转移 , 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机

制与信息对称条件下的成熟技术基础上, 在政府有效的制

度安排前提下 , 大学技术满足企业需求的交易过程。另外 ,

国外虽然也有人提出“能力转移型创新”, 其目的是获得重

塑竞争游戏规则的战略优势 [7] , 但主要是从企业技术创新

的角度进行定义的 , 把能力转移型创新作为技术创新的一

种类型。事实上 , 这种归类在国外有其合理之处 , 但对于我

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来说显然不尽合理 , 因为我国当前

研究型大学的技术转移具有如下特色: 我国大学的技术转

移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 , 机制还不够健全 , 技术市场有待

完善; 研究型大学与企业存在创新资源与信息的不对称 ;

研究型大学聚集了较多的科技资源 , 且具有较强的创新能

力 , 拥有大量的技术及科研成果 , 而这恰恰正是企业所普

遍缺少的 , 又是其发展所必需的 ; 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技

术创新的主体 [8]。在我国目前这种具体国情下 , 通过研究

型大学技术转移 , 只能部分解决研究型大学的技术、科研

成果的闲置问题及企业发展所急需的技术问题 , 并未从根

本上解决科技资源有效配置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因此, 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如果单纯向企业转移技术 , 则

只能对具有消化、吸收与创新能力的企业起作用 , 而对于

尚不具备消化、吸收与创新能力的企业 , 就会出现技术转

移“失灵”的问题。所以 , 单纯向企业转移技术只能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这种失衡 , 其作用是有限的 , 并未从根本上解

决失衡问题。而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 , 不仅可以使已

经具有消化、吸收与创新能力的企业更进一步提升自己的

创新能力 , 而且对于尚不具备消化、吸收与创新能力的企

业 , 则通过从创新文化、创新人才、创新机制与创新方法等

方面 , 把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到企业 , 并与企业一道

顺利实现创新能力在企业的培育、再造 , 直至企业完全具

有自主创新能力 , 帮助企业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 增强竞争

优势, 从而较好地解决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的 “失灵”问

题 , 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与功能性失衡 , 增强国家自主创

新能力。因此 , 用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替代技术转移

符合我国国情及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要求。

所谓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 , 就是利用研究型大学

人才、技术及其资源优势 , 借助其创新平台体系 , 系统地优

化配置创新资源 ,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 实现

产学研有机互动 , 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动态过程。

因此 , 在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过程中 , 充分发挥

各个创新主体优势的基础上 , 真正建立起研究型大学、企

业与政府良性互动的创新格局 , 把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

移到企业 , 并与企业一道顺利实现创新能力在企业的培

育、再造 , 直至企业完全具有自主创新能力 , 促使企业成为

自主创新的主体 , 从而构筑完善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 , 是

我国目前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

系及创新型国家的首要战略选择。

2 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的机理分析

管理学中的木桶原理告诉我们 : 在组成事物的诸因素

中最为薄弱的因素就是瓶颈因素, 事物的发展最终要受到

该因素的制约。木桶原理曾引起我们对企业创新集成的机

理进行探讨。下面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型大学、企

业、政府等参与主体 “创新能力桶”的分析视角入手 , 进一

步研究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问题。

( 1) 运用木桶原理来分析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研究

型大学创新能力可以看成是由代表研究型大学优势的“长

板”与代表研究型大学劣势的“短板”组成的“创新能力桶”

( 见图1) 。其中 , 研究型大学的创新文化、创新型人才、创新

平台、原创性的科研成果等方面是研究型大学的优势所

在 , 构成了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桶”的“长板”; 而研究型

大学资金的缺乏、产业化合作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

健全 , 是研究型大学的劣势所在 , 构成了研究型大学“创新

能力桶”的“短板”。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的强弱不仅受制

于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桶”“短板”的长度 , 而且取决于

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桶”的“短板”与“长板”之间的联系

与结合的程度。

图1 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桶”

图2 企业“创新能力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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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政府“创新能力桶”

( 2) 运用木桶原理来分析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

力可以看成是由代表企业优势的“长板”与代表企业劣势

的“短板”组成的“创新能力桶”( 见图2 ) 。其中 , 企业的创

新资金、生产工艺、产业化等方面是企业的优势所在 , 构成

了企业“创新能力桶”的“长 板 ”; 而 企 业 创 新 型 人才 的 匮

乏、消化、吸收及创新能力的缺失、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完

善 , 是企业的劣势所在 , 构成了企业“创新 能 力 桶 ”的 “短

板”。企业创新能力的强弱不仅受制于企业“创新能力桶”

“短板”的长度 , 而且取决于企业“创新能力桶”的“短板”与

“长板”之间的联系与结合的程度。

( 3) 运用木桶原理来分析政府的创新能力。政府的创

新能力也可以看成是由代表政府优势的“长板”与代表政

府劣势的“短板”组成的“创新能力桶”( 见图3) 。其中 , 政府

的创新政策、公共财政、创新环境、科技政策等方面是政府

的优势所在 , 构成了政府“创新能力桶”的“长板”; 而政府

的管理体制滞后、具体运作经验缺乏、评价机制的不完善

等 , 则是政府的劣势所在 , 构成了政府“创新能力桶”的“短

板”。政府创新能力的强弱不仅受制于政府“创新能力桶”

“短板”的长度 , 而且取决于政府“创新能力桶”的“短板”与

“长板”之间的联系与结合的程度。

( 4) 在分析研究型大学、企业、政府等创新能力转移参

与主体的“创新能力桶”基础上 , 借助研究型大学传统“技

术转移桶”及“创新能力转移桶”来分析研究型大学创新能

力转移的机理。受研究型大学本身的人才、技术、成果与企

业的技术、知识、人才、激励机制影响以及国家管理体制、

发展战略与科技政策等因素的制约, 研究型大学传统技术

转移就是研究型大学、企业、政府等各个参与主体及其相

关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形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 , 我

们把它形象地比喻为“传统技术转移桶”(见图4)。研究型

大学传统技术转移的最终效果不是仅仅取决于其中的某

一方面的成功, 而是取决于传统技术转移各方各种影响因

素组成的“传统技术转移桶”的最薄弱的因素( 或环节) 。为

了克服研究型大学“传统技术转移桶”的最薄弱因素( 或环

节) , 提高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的效率与效果 , 有必要

详细剖析研究型大学从传统的“技术转移桶”到理想的“创

新能力转移桶”( 见图5) 的形成过程。

所谓研究型大学传统的“技术转移桶”是各个技术转

移参与主体“创新能力桶”相关“木板”要素的简单组合 , 这

是一种静态的机械式组合 , 其中的“短板”主要是研究型大

学、企业、政府各自的缺陷与不足 , 而“长板”则是其各自的

图4 传统的“技术转移桶” 图5 理想的“创新能力转移桶”

优势。这种传统的“技术转移桶”效益不好主要有3方面原

因 : 一是各个参与主体本身的“短板”问题 , 如企业缺乏消

化、吸收与创新能力等 , 造成技术转移效益的 “短板流

失”; 二是组成传统“技术转移桶”的“长板”与“短板”之间 ,

由于制度缺少或不健全而出现严重的裂缝 , 如政府、大学

与企业之间缺乏相互协调与配合的制度安排 , 造成研究型

大学传统技术转移效益的“裂缝流失”, 直至最后“滴水不

剩”; 三是由于政府、大学与企业之间缺乏合作与共享机

制 , 造成研究型大学传统“技术转移桶”“长 板 ”变 短 , “短

板”更短 , 形成研究型大学传统 技 术 转 移 效 益 的 “内耗 损

失”。而且由于研究型大学传统技术转移系统内部正反馈

发生作用 , 造成研究型大学传统的“技术转移桶”的3种损

失愈演愈烈, 技术转移效果每况愈下。

分析研究型大学理想的“创新能力转移桶”的形成过

程 , 一般可归纳为以下3种方式 : 其一 , 研究型大学创新能

力转移参与主体“创新能力桶”中“长板”之间的直接动态

组合及长长相接组合 , 如研究型大学的创新能力、政府的

政策优势及企业的资金、生产工艺与产业化优势 , 通过合

作共享、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形成有机结合的创新能力转

移共赢模式 , 这是平常大家谈论较多的产学研“强强联合”

方式; 其二 , 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参与主体“创新能力

桶”中“长板”与“短板”之间的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式的动

态组合 , 如研究型大学的创新能力弥补企业创新能力的缺

乏, 政府的公共财政资助弥补研究型大学研究经费不足及

企业创新资金不足等 , 这是平常谈论较多的产学研“以强

扶弱”方式 ; 其三 , 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参与主体“创

新能力桶”中 “短板”之间的短短相接、以短变长的动态组

合 , 如研究型大学高新技术产业化不足与企业产业化刚起

步 , 有可能通过彼此交流与合作 , 发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化的新途径等 , 这是平常大家谈论较少的产学研“弱弱促

强”方式。总之 , 3种方式各有优缺点 , 明确各种方式的优势

与不足 , 有利于把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推向新的发展

阶段。

总之 , 克服研究型大学传统的“技术转移桶”的不足 ,

减少“短板流失”、“裂缝流失”及“内耗损失”的过程 , 也是

从图4到图5的不断优化组合的动态过程。通过研究型大学

“技术转移桶”中“长板”与“短板”之间的取长补短 , 短板变

长 , 长短协调 , 优化组合 , 配合默契 , 趋于一致 , 达到“最大

盛水量”, 最后形成如图5所示的理想的 “创新能力转移

桶”。这是一种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参与主体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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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的有机组合 , 也是由于创新能力转移系统内负反馈

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3 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的对策

结合以上分析及国内外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的

成功实践 , 笔者认为在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过程中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1) 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观点武装各个创新参与主体,

明确自身创新能力转移过程中的“长板”与“短板”, 正确认

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扬长避短 , 在发展中求和谐 , 以和谐

促发展 , 树立辩证和谐发展的系统观。

( 2) 不断加强各个创新参与主体之间的沟通 , 减少各

主体之间的摩擦与冲突 , 建立有利于创新能力转移的文化

氛围与环境 , 逐步形成“宽容失败、鼓励创新、加快转移、促

进发展”的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文化 , 并使之成为国

家自主创新文化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 3) 通过创新能力转移使各个参与主体的内部网( In-

tranet) 和 互 联 网 ( Internet) , 积 极 利 用 与 开 拓 技 术 成 果 资

源 , 建立知识、技术、信息、管理等方面均能实时共享的创

新能力转移资源系统及创新能力转移平台 , 加速研究型大

学创新能力转移。

( 4) 培养与广泛引进具有深入的专业知识的“T”型创

新能力转移人才及“T”型基础上具有良好的社会学和市场

知识的 “ ”型知识结构的创新能力转移人才 , 积极打造

为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转移服务的专家人才库 , 抢占有利

于转移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的人才高地。

( 5) 根据各个创新能力转移主体的实际情况 , 建立以

市场需求与政策激励为导向的动态的创新能力转移评价

体系 , 采用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股权激励与期权

激励相结合等灵活多样的激励方式 , 建立多层次、全方位

的创新能力转移互动激励机制, 确保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

转移顺利有序进行。

综 上 所 述 , 借 助 研 究 型 大 学 “创 新 能 力 转 移 桶 ”, 可

以帮助分析创新能力转 移 过程 中 的 一 系 列 问 题 , 找 出 解

决问题的对策与措施 , 这样 就 能 不 断 缩 小 创 新 能力 转 移

过程中的“盲区”, 不断减少 创 新 能 力 转 移 中 的冲 突 和 无

谓的消耗 , 不断共享技术、信息等资源 , 从而促使创新能

力转移系统中尽量减小正 反 馈 的 作用 , 加 大 负 反 馈 的 作

用 , 统筹安排与协调 创 新 能 力转 移 中 各 种 影 响 因 素 , 逐

步解决“创新能力转移桶”中的“短板流 失 ”、“裂 缝 流 失 ”

及“内耗损失”等问题 , 真正 实 现创 新 能 力 转 移 的 动 态 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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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Competence Transfer of
Research University

Abstract: How to serve national stratagem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effectively at present is a hot issue paid attention widely

by government, experts, and scholars. The innovation competence of research university ,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is analyzed

respectively by using of innovation competence barrel.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competence transfer of

research university is made research by using of innovation competence transfer barrel and the policy suggestion for innovative

competence transfer of research university is given. The theory foundation is established for the further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innovation competence transfer of research university.

Key Words: Research University; Innovative Competence Transfer; Innovation Competence Barrel; Innovation Competence

Transfer Bar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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