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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摘 要：我国高校经历了一个技术创新宏观界面的扩展过程：1985年之前政府是高校参与技术创新合作的唯一界 

面；到1990年代初，高校技术创新界面开始多样化，初步形成了以技术市场交易为纽带、以863计划、火炬计划等项目 

为纽带的新型界面；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多元化的高校技术创新宏观界面体系 高校技术创新的界面状况直接影 

响高校技术创新的绩效，技术创新界面的扩展对区域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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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技术创新界面及其在区域技 

术创新中的作用 

界面是指系统各要素赖以实现交互作 

用的接触面(接触区域)，界面的状况对系统 

的功能有重要的影响。 

在区域创新系统中，高校技术创新界面 

是指高校在参与技术创新各阶段的活动中， 

与其它相关主体之间以及创新过程各环节 

之间发生交互作用的接触面。 

高校技术创新有两种交互影响的基本 

活动，一种是发生在高校内部的研究开发和 

产业化过程；一个是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相 

互作用的外部活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 

把高校技术创新界面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1．1 宏观界面 

这是高校在参与区域技术创新过程中 

与政府、企业之间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接触 

面。该界面的状况主要取决于区域的经济、 

教育、科技体制及相关政策，以及当地经济、 

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等宏观因素。在 

特定的区域环境中，三方以某些特定的形式 

相互链接，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特定的互 

动效果和功能，这种互动效果对高校技术创 

新的成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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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微观界面 

这是高校在参与特定的技术创新项目 

过程中项 同各方面及研发及产业化各环节 

之间的链接方式和交互作用的接触面。这一 

层次的界面问题是高校对技术创新项目实 

现有效管理必须解决的、．可以说是甚于技术 

创新项目的高校的界面管理。在这个层次上 

地方高校面I 两个方向的界面问题： 

(1)高校技术创新项日与学校各方之问 

的界面，也就是在高校技术创新项目中项目 

组与高校内各方之间的交互作用和行为冲 

突。 

(2)高校技术创新项目各环节之间的界 

面。即研发各环节之问，尤其是项目上游研 

发阶段和下游产业化阶段的衔接和冲突。 

高校是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高校是知识创新的主体，在基础性研 

究中起到主导作用。随着高校的功能由教 

学、科研扩展到教学、科研和社会}j艮务三位 

一 体，以及知识创新向技术创新转化的频率 

加大、周期缩短，高校在技术创新- 的作用 

也日益加强。区域创新系统运行是区域内高 

校 政府、企业 研究机构等创新主体的互动 

过程，高校在参与区域技术创新活动中，以 

各种形式与有关各方实现有效链按，并通过 

各种链接方式实现各 与各环节之问的交 

互作用，从而实现技术创新。高校技术创新 

的界面状况直接影响高校技术创新的绩效， 

从而对区域创新系统产生重要影响。 

2 我国高校技术创新界面的演变 

我国高校经历了 一个技术创新宏观界 

面的扩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与政府一高校一 

产业界的链接形式的演变和发展密切相关 

的。我们把该演变过程化分为以下3个阶 

段 

附图 我国高校技术创新界面演变过程 

(1)1985年以前，这一时期我国创新系 

统呈现以政府为核心的计划模式。 

在这～模式中，政府是链接高校、企业、 

研究机构的唯一结点 高校、企业、研究机构 

之间的分工明确，企业是生产单位，基本上 

不承担创新职能，高校承担少量的研究工 

作，企业与高校之问几乎没有自主的直接联 

系。地方政府是高校的所有者 ，也是其科研 

活动的唯一支持者，直接管理着各种创新资 

源的配置，高校与产业界之问的合作均由政 

府直接组织，因此，政府是该时期高校参与 

个 
三 



技术创新合作的唯一界面，该界面直接控制 

着高校创新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的输入 

与输出，并直接控制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一切 

协作活动。 

(2)1985 1992年。这一时期我国实施了 

一 系列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措施，主要目 

的就是打破原来科技、教育、经济系统相互 

隔离的状况，使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这一时期出台和实施了与高校技术创新有 

关的重大政策和事件。 

这一时期我国技术创新系统格局发生 

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高校与其它主体之 

间的隔离状态开始打破，高校参与技术创新 

活动的界面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具体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市场的建立，使大学得以以 

成果转让、技术咨询等形式直接与产业界接 

触，这就形成了高校与其它主体在技术创新 

下游阶段的接触界面。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 

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了“开拓 

技术市场”的改革内容，同年举办了首届全 

国技术成果交易会，会上交易额为80亿元， 

之后又颁布了《技术合同法》等一系列涉及 

技术交易合同管理、知识产权等的配套政 

策，使我国技术交易数额在这一时期有很大 

增长。高校通过技术市场这一界面，以市场 

交易的形式实现了技术成果的转让，在这其 

中，政府由直接的资源交换者转变成界面构 

建者，可以说高校与其它创新主体之间的界 

面开始有了市场因素的作用。 

第二，863计划、火炬计划的实施与衔 

接，使高校参与技术创新活动的上游界面得 

以完善和扩展。 

863计划即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选择 

了对我国经济和国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7 

个高技术领域作为我国高技术研究与开发 

的重点，集中有优势的单位和专家来承担该 

计划项目，而高校是实施 863计划项目的最 

活跃主体。据统计，目前高校获得863计划 

经费占863总经费的45％，投入计划的人员 

占25％，均位居各部门的首位，而且在 863 

计划的组织下，许多高校与其他单位组成r 

柔性研究机构或联合研究开发中心，促进 

知识的流动和创新，也形成了合作创新的新 

型格局。 

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成立，促 

进了高校的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直接参与 

市场运作，成 高饺与外部市场各主f4 实现 

结合的又一 蜃界面．．存 1980年，中科院研 

究员陈春先 中天村率先创办我国第一个 

民办科研机掏，之唇几年问，中关村地区的 

科技企业山 I983年的 ll家迅速发展到 

l987年的 l48家，这0I起_r巾央的高度重 

视，1988年 5月国家正式批准成立 “北京市 

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目的在=F鼓励 

和引导科研院昕 高校柯实力的企业科技人 

员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刨办符种科技企业， 

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和 、 化 到 l991年， 

国家批准r 2】个陶家级岛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都建、 在当 

地有实力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周围，日|内在于 

依托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创新资源，吸引大学 

和研究fJ【构的科研人员以其科研成果进行创 

业，推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 

综合以 f 3方面，我们认为从 1985— 

1992年这段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 

上，旨在促进科技面向 济建设主战场的科 

技体制改革的实施，使1 校有r更宽的界面 

空间参与技术创新活动，高校与企业等创新 

主体的链接形式由原来- 一的以政府为唯一 

结点的间接链接扩展为以F 3种模式并存： 

一 是以技术市场交易为纽带的链接模 

式。二是以863汁划、火炬汁划等项目为纽 

带的链接模式 三是高新技术开发区推动 

的，以高校f{i生的民营科技企业为j 要形式 

的，以产权为纽带的链接 

(3)1992年至今 这段时期是我国市场 

经济体制建立的时期，也是高校获僻大发展 

和进行较大的调整的时期。由于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以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所发生的 

变革，使这一时期高校的技术创新功能越来 

越受到关注许得以发展 

从 l992年至今的 l0年间，可以说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我国高校技术创 

新功能受到了来自政府、企业和高校自身的 

更广泛的重视，这一时期我国原有『内高校技 

术创新宏观界面性能 市场机制旧逐步完 

善的基础 f：得以提高 该时期高校技术创新 

宏观界面的扩展表现 以下几个方面： 

第 ，l992年开始实施的 “产学研联合 

开发工程”使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昕之间形 

成丁多层次的链接，离校 其它创新主体的 

接触与合作由零散的自发的经济行为，逐步 

向由政府推动的有组织的战略行为转变。 

第 二，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椎广汁划 、科 

技型中小企业创

的设立，构成了链接高校技术创新上游研发 

阶段和下游商业化阶段的更宽的纽带 

在 1993年前后，我阔已有部分大学开 

始澡划建设大学科技园，至今又批准成立22 

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创办大学科技园是高校 

为自身科研和教学 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紧 

密结合所采取的主动行为 

我国各大学科技团大都从以下两个方 

面来进行功能定位： 

第一，定位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器， 

鼓励和支持师生和校外的科技人员带着科技 

成果和创新项目到园区内办企业，依靠大学 

的技术和智力支持，在园区的全方位服务和 

帮助下，把科技成果或创新项目变成成熟的 

商品，从而使大学衍生的企业得以发展壮大 

第二，定位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 

基地，依靠科技园中形成的独特的创新网络， 

吸引企业在科技园中设证科技开发中心和技 

术开发公司，对科技成果尤其是大学的科技 

成果进行二次开发或与大学合作进行开发， 

这一功能定位是目前我国大学科技园区与高 

新技术开发区之间的主要的区别之一。 

口1见我国大学科技园区的建设，是大学 

通过自身主动的行为积极参与区域技术创 

新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大学主动面向大学以 

外的各种社会经济主体的一种尝试。从界面 

的角度来说，科技园是大学主动伸向市场系 

统的一种更宽的技术创新界面。 

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基本 

形成了多元化的高校技术创新宏观界面体 

系。综合上面3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不难看 

出该系统是在政府计划和市场两大要素的 

共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目前这一宏观界面 

体系基本上包括了 L艾所概括的政府一高 

校一企业之间的各种链接模式，即以外部市 

场交易为纽带的链结，以产权为纽带的链 

结、以政府计划为纽带的链结、以大学和企 

业之间自发产生的合作项目为纽带的链结、 

以及大学科学园区等5种形式。可以说，改 

革开放至今，我国高校与其它创新主体之间 

的接触面在不断地扩大，接触与相互作用的 

形式也不断增加，高校与其它主体之间在技 

术创新上的合作越来越多，高校技术创新宏 

观层次的界面呈现显著的扩展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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