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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化学化工专业产学研一体化既是一种互动实践,也是一种合作共赢. 吉首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依托大湘西资源,

构建了系列产学研一体化基地、并成功创建了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 在服务 三农 过程中取得了系列成果. 为进一

步提高该院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提升大湘西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 要健全长效机制, 建设创新平台, 以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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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一体化就是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多种不同教学环境和研究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

方面的各自优势,按照市场规律形成合作共同体,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际经

验、实践能力为主的企业生产、科研实践有机结合,从而实现知识传递、知识消化、知识转移、知识生产的教

育形式.这种教育形式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缩小学校和社会对人才培养

与需求之间的差距, 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发挥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 吉首大学化学化工

学院以服务大湘西为己任,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呈现出合作模式多样、合作规模扩大、合作内涵丰富、合作

机制健全的发展趋势.

1 产学研一体化的良性互动
1. 1 产学研一体化是一种互动实践

化学化工专业产学研一体化是化工企业、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通常以化工企

业为技术需求方,以高校化学化工专业或科研院所为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合作,其实质是促进技术创新所需

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产学研是一种以知识能量转化(产业化和人才化)为特征的交易活动. 它从本质上

来说是一种具有生产性或创造性的要素合约组合,包括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特征的技术要素合约和以人力

资源转化为特征的劳动力要素合约.其中技术要素合约又包括一次性技术转让合约和技术资本化(技术入

股)合约; 劳动力合约包括毕业生就业性劳动合约和教科人员兼职性劳动合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高校

已不再是单纯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因此,高校应进一步提高服务社会的意识, 强化市场观念,树立科

学研究与成果转化意识, 推进产学研结合.从理论上说,社会分工与企业的 合约 本质, 赋予产学研一体化

充分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1. 2 产学研一体化是一种合作共赢

化工化学专业产学研一体化是一个强劲的 发动机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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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推动、两促进、两提高 的重要作用, 既能够大力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又能够大力推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高区域经济实

力和综合竞争力.

企业的本质是一系列要素合约的组合,企业越成熟、规模越大,其社会化的成分就越多.要想不断提升

竞争力,最艰难而又最可靠的途径就是不断加强技术要素的比重,走技术创新之路.

高校和化工企业在技术合作的大门打开之际,人才培养合作的大门也随之打开.高校在培养人才和进

行有益于社会的科学研究,提供科技服务的同时,可以促进高等学校自身的全面改革和可持续发展, 使高

等学校的社会服务成为高校的内在需求和可持续发展行为.

2 产学研一体化的成效与困难
2. 1 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实践

( 1) 创建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 吉首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加强实验室队伍建设,积极开展实验教

学改革,革新实验教学内容,凝练实验室特色,开发实验室和仪器设备功能, 挖掘实验室潜力,加强化学化

工产品的中试研究, 服务大湘西的发展,化学实验教学中心被批准为 2007年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单位,成为全国高校化学化工类 26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之一.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师资力量雄厚: 中心有教师 56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人, 硕士生导师25人;教授13

人,副教授 21人,高级实验师 8人;博士 13人,硕士 20人; 入选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6人; 科研设备先进:

建立了各种设施齐全的 基础化学实验室 、综合化学实验室 、分析测试中心 和 林产化工实验室 等

四个实验室,总面积达 5 400 m
2
;仪器设备总值 2 300多万元, 1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达 50台(套) ,设

备完好率达 100% ;教学理念创新:全面实施 开放式实验教学 , 积极推行 实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实验教学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实验教学与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 的教学模式, 搭建以信息发

布机制、申请预约机制、通知确认机制为基础的实验室信息化管理平台;教学效果优异:中心独立开设 现

代化学实验与技术 等 6门课程 219个实验项目, 指导学生获科研课题立项共 59 项, 发表研究论文 30余

篇,获湖南省 挑战杯 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获湖南省 挑战杯 创业计划大

赛银奖 1项;科研成果突出:中心教师近 5年完成教改课题 3项,教改论文 18篇,编写教材和著作 9 本,自

编实验教学指导书 4本, 发表科研论文 500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56篇,主持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10余

项,开发出 20余种新产品或新工艺,转化或推广科技成果 10余项.

( 2) 构建系列产学研一体化基地. 吉首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与大湘西的系列企业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诚信互助、共谋发展的原则,建立系列长期合作关系,现有在孵企业 24家.

与湘泉制药有限公司就杜仲翅果综合开发杜仲亚麻油、桃叶珊瑚甙及以杜仲亚麻油为主体的复方保

健胶囊等项目联合产业化开发,与古丈县茶叶局联合茶叶籽油精深加工技术研究,与湘西州庚鑫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开展石煤综合利用与清洁生产技术成果的中试,与古丈县科技局联合进行湿法提钒中试研究,与

湖南鑫海锌品有限公司联合进行超细氧化锌生产及质量技术攻关, 与凤凰果果三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

合进行以姜系列产品为重点的农产品精加工研究,与保靖县仙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联合进行黄酮素、

葛根素生产工艺研究,与保靖友丰锰业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进行以低品味碳酸锰及软锰矿为原料还原焙烧

电解锰新工艺开发, 与泸溪蓝天冶化责任有限公司进行氧化锌矿制电解锌液除氟氯项目合作. 学院还配合

万企联村专家咨询台 建设工作, 组织科技特派员对各村办化工企业进行对口扶持.地方企业成了吉首大

学的技发研发基地、成果转化基地和教学实习基地.

( 3) 取得产学研一体化系列成果.学院通过创新、创业, 已经成功孵化出湘西州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和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湖南老爹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科研团队完成了猕猴桃精深加工系列

产品 16项, 果王素 和 富硒猕猴桃果汁 分别获国家保健食品证书,国家科技部、农业部等 5部委科技新

产品和绿色食品证书,公司现具有年产 2万 t果汁饮料、1千 t果脯、100 t果王素的生产能力, 年产值 6亿

元,年利税 2亿元,带动 20万农民种植 6 600万 hm2 猕猴桃奔小康.

国家级星火项目 万亩杨梅的深加工,开发出的鲜杨梅果汁饮料通过省级成果鉴定,达到了国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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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平;从名贵中药杜仲翅果中萃取植物精华的研究成果通过鉴定, 并开发出 金雪康 杜仲果软胶囊;开

发的显齿蛇葡萄(秦简茶)系列产品在保靖县秦简茶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产, 已建成 5万亩秦简茶基地,

1万 t秦简茶饮料生产线, 10 t黄酮素、茶多酚提炼生产线.

开发的高氮氮化锰合金、高性能锰铝合金等高新技术产品, 在湖南三鑫锰业科技有限公司投产以来,

年产值 9 000万元,并获得 双高 认证; 采用无机溶剂萃取法分离铜锌镉生产高纯氧化锌, 铜锌镉的回收

率达到 95%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湘西州庚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改造设计日处理 50 t 石煤提取五氧化

二矾中试装置, 综合回收率达 80%以上; 与泸溪蓝天冶化责任有限公司研究的氧化锌矿制电解锌液除氟

技术, 除氯后电解液中氯含量小于 100 m g/ L ,除氟后电解液中氟含量小于 50 m g/ L , 在原有工艺上除氟、

氯物料合计成本小于 200元/ kg ;开发的 钙化焙烧提钒清洁生产工艺 , 复合焙烧提钒清洁生产工艺 和

全湿法提钒清洁生产工艺 , 完全消除了钠法焙烧技术的含氯化氢、氯气等污染, 并且钒的回收率达 80%

以上,比传统工艺高 20%;针对湘西丰富的白云石资源, 运用纯净煤气煅烧新工艺, 成功开发出纳米氧化

镁、高纯氧化镁、活性氧化镁、纳米碳酸钙等系列高新技术产品, 产品纯度和活性度达到 95%以上; 为解决

电解锰过程的铬污染问题,开发出 无钝化电解锰新工艺 , 于 2009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 2 产学研一体化的主要困难

( 1) 化学化工学院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吉首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目

前还不足 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80%的转化率.原因一是部分教师的主要研发方向与地方经济发展的

需求不相一致, 并没有把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作为主要任务, 每年承担的科研项目绝大多数是国家层面和外

省市的项目,绝大多数科研人员从事的科研活动与地方经济发展关联度不大.二是多数科研人员还不具备

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素质与能力. 多数从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科研人员,只具备专家素质,但不具备

企业家的能力. 不会经营管理企业,不懂营销策略和市场运作,也不善于洽谈合作,在创业过程中很难把企

业做大做强.三是研究领域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明显,搞规划设计的多,搞应用开发的少,

原始创新能力低,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配套水平差.

( 2) 大湘西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是科技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成长型

的中小科技企业融资较难.科技企业申请银行贷款十分艰难, 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又有限, 科技风险投资的

引导责任只能由政府承担,而大湘西的引导力度又不够,也严重制约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能力.二是企业与

学院的互信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企业对学院的科研成果能否实现转化,转化后产生的效益分析和市场预

测心存疑虑,学院对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的承载能力以及成果转化后能否履行合同也是顾虑重重.三是科技

成果产业化进程中需要的中试基地和配套加工的产业化集群还没有形成.

3 产学研一体化的思路与措施
3. 1 以长效机制建设为保障

为确保 产学研 合作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必须由政府牵头,企业和高校建立起长效合作机制.

要建立 产学研 组织协调体系,实现企业与高校的无缝对接. 直接发展横向联系或合作,包括建立合

作教育、合作科研、合作开发的联合体等;互通信息, 高校的科研情况应及时向社会各部门发布,社会各部

门的需求也应及时通报给高校. 科学研究要体现办学宗旨, 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实

际,来确立、寻找课题,从而为大湘西发展服务.

要大力推进激励机制改革.建立优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用于高校培育优秀科研成果, 推进成果转化.

改革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利益分配制度, 建立有利于激励高校科技人员积极主动参与产学研一体化的机制.

建立高校产学研一体化重点倾斜机制, 将质量工程建设、重点学科评审、学位点申报、招生计划等与产学研

一体化的成效紧密挂钩. 要建立起促进产学研良性互动的科研工作机制, 用科研成果推动产业突破性、跨

越式发展; 鼓励与企业共建实验室、研究开发机构,重点鼓励和支持产业发展前景较好的科研课题和有助

于学校产业发展的科研项目, 加快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的速度, 充分利用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提供多样化的

社会服务;要建立健全教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益分配制度,提高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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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以创新平台建设为关键

创新平台建设作为 产学研 创新活动的基本支撑单元, 包括建立 产学研 科技园、研究中心、产学

研 合作实验室、科技创新团队以及科技信息服务网络等.

目前,国家科技平台建设的投入形式仍主要以项目为主. 尽管项目合作具有针对性强、时效性强等优

点,但项目合作难以兼顾共性技术的共用性和前瞻性. 同时, 研发项目合同的收入通常不足以涵盖创新平

台为了该项目研发所投入的所有研究成本,前期的基础研究支出需要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通过政府稳定

的实施有效监管的公共资助, 可以确保其研究的前瞻性,同时确保科研方向的持续性和队伍的稳定性;而

通过争取到的科研合同项目, 可以保证其满足政府、公众、企业对某项科研产品或服务的需求. 政府的科研

经费同企业的科研投入就通过创新平台以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的表现形式得以衔接.校企合作平台,学

校将科技技术和成果优先转让给大湘西企业,大湘西企业将科技攻关项目优先安排给学校科技人员.

3. 3 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目标

要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的孵化器,及时将高校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技术创新的成果向社会和

企业推广.同时,经常举办科技博览会、科技成果展览会,展出高校科技成果, 促进高校与企业进行科研成

果的交易,使高校科技成果为企业所用并转化为生产力.

对于投资数量大、见效周期长的项目,应以实施对外专利转让、股份制经营的机制为宜;对于投入成本

低、产品附加值高、见效快的优秀科技成果,可以采取建立校办企业,直接进行产业化经营. 鉴于高校目前

科技成果的特点和实力,要以培育高技术产品群和新兴产业为重要目标,以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基本依

托,以科技产业化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为主要抓手, 以科技政策落实为新的工作切入点, 大力推进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建设,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推进科技兴农, 使科研成果在大湘西的支柱产业和主导行业中发

挥重大作用,为实现大湘西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化学化工专业产学研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化工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学校的

科技主力军作用,以多渠道投入为支撑,以长效机制建设为保障,共同建立科技创新平台、产学研 经济利

益共同体和 产学研 战略联盟,有效集成双方的优势资源,在人才、项目、技术等方面实现深度结合, 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 促进大湘西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Study and Practice of the Professiona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of

Combining Production with Learning and Research
T aking Jishou U 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 of Chemistr y and Chemical Eng ineering for Example

LI H ong-xio ng
1
, YAN W en-bin

2
, SH EN Xu-xiang

1
, L IANG Yan-fen

3
, YAO Wen-lo ng

2

( 1. Part y P ropaganda Depar tment of Jisho u U niversit y, Jishou 416000, H unan China; 2. Co llege o f Chemistr y and

Chemica l Eng ineering of Jishou U niver sity, Jisho u 416000, Hunan China; 3. L iter atur e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 ns disseminat ion institute of Jishou U niver sity, Jisho u 416000, Hunan China)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o f chem ist ry and chemical of co mbining productio n w ith learning and research

is not o nly one kind of interact ive pr act ice, but also is one kind o f cooperation altog ether w ins. College of

Chemist ry and Chem ical Eng ineering of Jisho u U niversity r ely ing on r esources of Western H unan to

build a series of integ rat ion of combining pro duct ion w ith learning and research base, and w hich has suc-

cessfully created a nat ional ex perimental teaching dem onst ratio n centers and has o btained a series of

achiv em ents in the course of servicing " three dimensional rur al " . In o rder to fur ther improve the inst itu-

te s scient ific and technolog ical achievements t ransferring ratio and enhance Western H unan s ability of

undertaking scient ific and technolog ical achievements t ransfer ring , w e sho uld im pro ve the lo ng- term

mechanism, and build an inno vat iv e plat fo rm to prom ote regional econom ic dev elo pm ent .

Key words: pr ofessional of chem ist ry and chem ical; co mbining product ion w ith learning and research; inte-

grat ion (责任编辑 易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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