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2017年6月号总第253期 

以企业为核心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产学研合作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多年来，产学研合作一直是

形成我国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的核心问题，也是多次科技体制改革的核

心内容，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实，产学研结合的关键是要强

化和突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文 / 袁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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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多年来，产学研合作一直是形成我国

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的核心问题，

也是多次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但长

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实，产

学研结合的关键是要强化和突出企业的技

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

目前，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谈产学研

合作较多，相比之下，企业普遍重视不够。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绝大多数还

不具有产学研合作的主导地位和能力，企

业还没有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术创

新活动、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缺乏产学

研合作的内在动力和主动权。

要从根本上解决好产学研合作问题，

需要从外部因素（改善市场环境、改进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评价机制等）和内部因素（增

强企业自身技术研发能力）两个方面着手。

从外部因素来看，首先政府须下大力

气改善市场环境。必须严格调控虚拟经济

和垄断行业的盈利空间，引导更多的资本

和人才资源进入到实体经济中来。同时加

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导向应该是只有科

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才能赚取大幅利润，

这样才会引导大量资本到天使投资、风险

投资和成长性投资，才会出现科技创新蓬

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同时，必须改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评

价机制。必须建立健全由企业牵头实施应

用性重大科技项目的机制，重点支持和引

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建立有利于自主

创新的政绩评价体系和科研项目评审体系。

企业是市场活动最直接的参与者，“春江水

暖鸭先知”，对市场信息反应最灵敏，能够

从市场需求变化中产生创新灵感和创新意

愿。鼓励和支持企业把创造和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作为战略导向。对于符合国家战略

方向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在政策和投入

上给予优先和重点支持。建立有利于自主

创新的政绩评价体系和科研项目评审体系，

在政绩考评和科研项目评审中，加大对创

新、质量和效益等方面的权重，改变目前

通行的政绩和项目考核的价值导向。

从内部因素来看，企业必须拥有自己

的研发机构（如企业技术中心）和研发人员，

并能自主地提出研发要求和具有市场开发

能力。

在产学研合作中，突出企业为主体的

技术创新地位，并不等于创新链的所有环

节都要在企业进行，而是指由企业来主导

创新过程，在技术创新课题提出、技术研

发投入、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

一般来说，科研院所里的科技专家与企业

里的专家的目标是不同的。科研院所的科

技专家一定要做到技术完美，企业里面的

专家则认为只要市场能接受，就可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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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强调技术的先进性，后者强调技术的

适用性和投入产出比。同时，高校和科研

院所距离市场较远，单靠他们的科技开发

能力显然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企业必须

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和水平。企业的研发

主要是解决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问题。这

就需要科研院所的科技专家和企业的技术

人员都要转变观念，各自相向往前走一步 ：

科研院所的科技专家往“下”走一步，将

实验室技术发展为工业技术 ；企业技术人

员往“上”走一步，理解并帮助解决转化

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只有这样，双方才能

形成有效对接的互补协作关系。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的某种能力

和资源缺口是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解决的 ：

一是市场购买 ；二是自主开发 ；三是合作

开发，如产学研合作，或者建立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技术作为企业的重要核心能力

和战略资源，其缺口同样可以通过这三种

方式加以解决。据 OECD 专家的研究，在

1992 － 2001 年十年间，美国、日本和欧

洲跨国公司中，外部技术资源占有重要地

位的企业，已经从平均不到 20% 迅速上升

到 80% 以上。就是说，即使是跨国公司这

样的企业研发也并非什么都要自己来做，

偏重基础研究的部分可以由高校和科研院

所来做，产业共性技术部分可以委托专业

机构（如工业技术研究院、公共技术研发

平台等）来做，甚至部分技术研发业务完

全可以外包出去，但自己需要提出技术需

求，自己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进行

产品开发（即使是市场购买的技术也需要

消化吸收的“二次开发”），这里的关键是

具备技术集成的自主整合能力。目前政府

有一些专项资金支持企业研发，但目前主

要还是针对项目来进行，建议今后应主要

调整为支持企业研发能力建设（具体可以

结合各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进行）。

企业为核心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产学研合作的模式有很多，分类方法

也很多。多数分类是以科研院所为核心，

本文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以企业

为核心，产学研合作模式按照与企业合作

的紧密程度进行梳理和分类，从大到小依

次是 ：①企业拥有自主独立的研发机构 ；

②联合多方在企业共建研发平台 ；③组建

产学研战略联盟 ；④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和

孵化公共服务平台 ；⑤在科研院所设立产

业技术研究院。

模式一 ：企业拥有自主独立的研发机

构。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企业具有独立的研

发能力，产学研合作多是从市场需求出发，

以产业化重大项目为牵引，和科研院所合

作，聚焦突破关键技术。如以重大项目为

依托，以企业为主导，利用企业在产品工

程化、市场化方面的经验和高校、科研院

所在学科、人才、试验平台等方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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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围绕关键技术组织联合攻关。如上

汽集团与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单位合作，

开展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究，在燃料电

池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电机、电池、电

控等关键零部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推出了面向市场的产品。上海石化和复旦

大学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合作攻关双轴拉

伸聚丙烯（BOPP）等高档专用料，不仅取

得了一系列基础理论突破，并开发出性能

达到甚至超过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的专用料，

部分替代了同类进口产品，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从效果来看，这一模式

是比较成熟和理想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但

现实情况是，多数企业并不具有独立的研

发机构，更不要说自主独立的研发能力了。

企业自主的研发能力建设将是当前和未来

相当长时期的发展重点。

模式二 ：联合多方在企业共建研发平

台。由企业与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在企业共

建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或研究院等研发平

台，为产学研各方提供一个相对固定的交流

平台，促进产学研各方人才、技术、信息的

交流和融合。如宝钢集团先后与上海交大、

东北大学、钢铁研究总院等 8 所院校开展了

战略合作。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在企业设立多

方合作的研发平台，企业具有主导权，但科

研院所有了一定的决策参与权。

模式三 ：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以提

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积极鼓励企

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用户组建产学

研用战略联盟，使产学研合作更具有战略

性、长期性和稳定性。例如，2009 年起，

由上海市核电办公室牵头组织，依托上海

发电设备成套设计院、上海核工院等 10 多

家单位，以突破核级焊材国产化瓶颈为目

标，组建了“上海核电设备焊接材料国产

化及创新平台”，是一种“官 + 产学研 + 用”

战略联盟的新尝试，该平台已经完成国家

能源局 10 多个标准的制定，先后承接了

10 多项国家级和市级重大科研项目。这一

模式的特点是政府或行业协会围绕产业的

瓶颈问题而搭建产学研合作的平台。企业

和科研院所具有相对平等的参与地位，但

相对来说比较松散，需要有明确的合作任

务或坚强有力的政府或协会支持。如果缺

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这一模式

长远来看并非十分有效。

模式四 ：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和孵化公

共服务平台。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专业学科优势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优势，

建立和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实现专业

人才、市场、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共享。如

上海市杨浦区围绕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

区目标，将区内 7 个大学科学园、2 个区

属高科技园和 6 个专业科技园区有机整合，

推进风险投资机构、科技型中小企业集聚，

打造创新成果孵化转化基地。这一模式往

往在科研院所内部或附近设立公共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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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企业为核心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及其紧密度

产学研合作模式 企业拥有自主独
立的研发机构

联合多方在企业
共建研发平台

组建产学研
战略联盟

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和
孵化公共服务平台

科研院所设立产
业技术研究院

与企业合作的紧
密度 5 4 3 2 1

颜色 蓝 黄 黑 绿 红

台，距离科研院所较近，是目前各地广受

科研院所欢迎的模式。

模式五 ：科研院所设立产业技术研究

院。这一模式主要以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

为主旨，针对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创新成

果进行重点培育，使技术优势与金融资本、

产业基础更紧密结合，最终实现创新成果

的市场化和规模化。目前，上海已有中科

院与上海市合作建设的上海高等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与闵行区合作共建的上海紫

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中科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和嘉定区共建的上海嘉定先进

技术与育成中心等多种形式的产业技术研

究院，这些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正在不断

结出硕果。这一模式主要提供产业关键共

性技术，一般由科研院所来主导，更像科

研机构的一部分。企业有技术需求，可以

到这来采购或定制。

未来发展方向

这五种模式按照与企业的紧密程度从

紧密到疏远形成一个连续谱带。如果紧密

的程度简单以数量来标定（五分制），可以

分别以 5（企业拥有自主独立的研发机构）、

4（联合多方在企业共建研发平台）、3（组

建产学研战略联盟）、2（搭建科技成果转

化和孵化公共服务平台）、1（在科研院所

设立产业技术研究院）来表示。如果借用

奥运五环的颜色及其排序，从左至右依次

为蓝、黄、黑、绿、红五色（详见表 1）。

从市场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企

业拥有独立的研发机构，自主组织开展项

目攻关最好，这是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理想形式。即使如此，企业也不可能全部

自己来研发，仍有部分非核心技术通过其

他形式来实现。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尽管

近年来我国一直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

体，但事实是科研能力仍主要集中在科研

院所（包括研究型高校）。目前各地比较热

心建立产业技术研究院，搭建科技成果转

化和孵化公共服务平台。因此多种形式的

模式共存，可能是当前和今后我国产学研

合作的现实局面。但我们必须清醒的是，

中长期发挥产学研战略联盟和在企业设立

联合研发平台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