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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企业自主创新是我国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 ,但是企业自主创新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 ,而

且还涉及到高校、科研机构等等不同的组织。本文正是从自主创新中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存在的关系出发 ,

阐述了不同自主创新模式下 ,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同时进一步分析了产学研之间的联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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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主创新是相对于依赖进口、过度引进而言的

概念 ,自主创新有多种形式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

划归纳为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集成创新、原始创新

三种形式。显然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但是企业

自主创新既不等于独立开展创新活动 ,更不等于封

闭创新。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必然涉及方方面

面的机构、组织。其中 ,企业与科研机构、大学的合

作是自主创新的重要环节。本文从自主创新的角度

分析企业与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的模式和过程。

2 　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的角色互补

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需要解决市场问题 ,技术

源问题 ,技术与市场的交互等问题 ,然而 ,科研机构、

大学、企业三者在功能上都有各自的特点 ,因此 ,作

为一个创新型区域 ,三个角色应该是互补。这种互

补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技术创新价值链上的互补关系。自主创

新应包含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大部分[ 1 ] 。大学与

科研单位是知识创新的主体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

体。所以两者在技术创新链上的定位不同 ,但另一

方面他们之间相互补充组成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所

以 ,产学研合作是技术创新上、中、下的对接与耦

合[2 ] 。

其次 ,三者的组织目标和目的存在互补。大学

的使命是推进自由的研究与科技教育 ,并提供基于

研究的高等教育 ,保证教育与研究的强劲发展势头 ,

维持人才的动态性和持续更新的能力 ,确保其实际

供应的不断发展[3 ] 。也就是说高校主要是知识创新

和培养人才的作用。而科研机构主要是解决技术创

新中的“前沿研究成果的可获性”问题。企业存在的

目的是通过生产产品来获得利润。培养人才、获得

技术、赢得利润这三个目标之间就存在一种互补关

系。人才与技术是企业获得利润的基础 ,而利润反

过来又可以支持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的研发。所以三

者的目标之间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第三 ,三者的优势互补。高校的优势主要体现

在 :首先 ,高校有优秀的研究生 ,他们能源源不断地

补充科研队伍 ,增加高校的科研活力。其次 ,高校的

教授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 ,还从事教学工作 ,这种

教研相结合的模式能够促进教授的科研工作 ,激发

灵感和创新思维。再者 ,高校的学科门类较为齐全 ,

不同学科的交流有利于产生交叉性学科和学术成

果[4 ] 。与高校相比 ,研究所也存在自身独特的优势。

一是研究所较少担负培养人才的职能 ,因而可以集

中精力进行科学研究 ,因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一

般拥有较高的科研素质 ,这一点是企业和高校都不

可及的。二是研究机构的定位和工作性质决定了其

解决技术、中试、开发的能力较强。而企业的优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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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拥有自己的市场、营销渠道和处于市场第一线的

营销人员。所以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无论在人才

优势还是在研发优势上都组成了一条从基础研究到

市场开拓的互补链。

3 　不同自主创新模式下产学研合作互
补关系

311 　原始创新的互补关系

原始创新是源创新 ,就是创造新的原理、方法并

实现商业化应用的过程。它包含两个意思 :一是创

新性 ,即该成果以前不存在 ;二是突破性 ,即创新成

果具有突破性的意义[5 ] 。企业要源创新并不意味着

创新中所有的活动都得由企业完成 ,事实上 ,科研机

构和高校等等组织在这一模式中也担当了相当大的

任务。

整个源创新的流程或过程非常长 ,从新概念的

提出开始 ,要经过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产业技

术开发直到企业的新产品的推出等过程 ,这些过程

往往需要不同的机构分担 ,一般大学承担基础研究

的角色 ,科研院所承担产业共性技术研究的角色。

新概念的提出是源创新的起点 ,它可以来自企业 ,通

过了解市场需求 ,提出创新概念 ,表现为需求拉动型

创新。例如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电子管的发展和应

用已经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 ,它体积大、耗电多而且

性能不稳定。所以企业需要一种新型的电子器件加

以取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 &T) 所属的贝尔实

验室承担了这一研发项目。这一项目是大学理论发

展与企业实验室的完美结合。当然新概念也可以来

自高等学校、科研院所 ,表现为技术推动型的创新。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属于技术推动型的

源创新。它是由英国剑桥大学所属的卡文迪什实验

室发现的。它的发现是基于大学基础学科理论研究

的发展而建立的。例如 ,美国加州大学森格尔教授

发现了蛋白质分子的螺旋结构 , X 射线衍射理论等

等都为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奠定了基础。

312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互补关系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创

新 ,是指创新主体吸收和消化国外率先创新的产品

或工艺基础上实现二次创新 ,进而开发出更优、更富

于竞争力的产品或工艺的创新行为。这种自主创新

模式是以企业为主导的、科研机构辅助、大学参与的

模式。企业是引进技术的主体 ,再创新主体 ,但是 ,

企业在吸收消化国外技术的过程中需要科研机构、

大学等的支持。企业的主体性体现在 :引进何种技

术、技术来源、引进的资金、引进方式等等都需要企

业自身决策。在引进时期 ,企业是决策的主角色 ,企

业根据市场需求状况 ,生产能力和投资能力决定引

进技术对象。但是 ,在吸收消化阶段 ,凭借引进企业

的力量是不够的 ,需要联合大学、科研院所和其它企

业的力量共同攻关。利用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和仪

器设备资源 ,大学的基础科研平台条件解决企业吸

收消化、设计、人才培养、中试、开发等过程中的问

题 ,实现技术互补 ,产学研合作。

313 　集成创新的互补关系

集成创新就是通过整合现成技术和组织力量实

现合成新技术。集成创新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技术

集成创新 ,二是组织集成创新。集成创新也许是机

遇成熟的技术 ,没有新原理发现 ,但是 ,合成以后的

技术应该有质的飞跃 ,体现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可

以是满足市场新需求 ,形成新技术。

正因为集成创新是一种整合过程 ,所以 ,需要不

同性质、能力的互补机构共同参与 ,大学、科研机构

和企业三者正是功能互补关系、相得益彰。企业的

优势在于已有的营销渠道 ,面向市场需求 ,了解市场

变化趋势 ,寻找和响应市场需求是企业的任务 ,在了

解了市场需求之后 ,就要寻求高校的帮助建立产品

的概念 ,同时在了解产品所需特性的基础上完成技

术的剖析。企业在自有技术的基础上 ,引进外来技

术。此时高校、科研机构就要充分发挥技术研发的

功能 ,通过提供新产品、设备等等向企业提供技术

源。

在这个集成创新中 ,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不仅

仅在技术上是处于上下游的关系 ,而且在技术集成

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知识和人才等等的集成。所以在

知识、人才等等方面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也存在一

种互补的关系。

4 　产学研自主创新中的衔接问题

在产学研这个自主创新模式中 ,虽然企业为了

自身的发展会主动联合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进行创

新 ,但是 ,这种主动性会受到外界信息不对称等等的

制约。所以 ,产学研之间信息搜索、合作交易、利益

互补等还是存在一定的间隙 ,这时政府和中介机构

等就要充分发挥桥梁作用 ,为产学研合作搭桥牵线。

411 　政府的桥梁作用

美国、英国等国外的产学研合作经验告诉我们 ,

政府在产学研中扮演了一个首要的桥梁作用。政府

通过专门服务机构 ,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 ,设立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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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推动产学研联合。尤其是日本 ,产学研的联合

被称为“官产学研”,可见政府在产学研中的作用。

政府的桥梁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第一 ,通过重大科技项目联合高校、企业和科研

机构。政府设计、组织重大科技项目是为了集中力

量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关键问题。单

凭一所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技实力有时都不

足以承担科研大项目 ,所以产学研结合立项一直是

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的有效方式。政府通过科研经费

的投入引导大学、科研机构、企业联合。所以 ,政府

的作用是有效地衔接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产业化的

过程。

第二 ,由政府出面引进大院名校 ,联合共建共性

技术试验室 ,促进区域内产学研的结合。浙江省有

很多产业集群、块状经济 ,例如 ,绍兴轻纺城、永康五

金、乐清低压电器等等。在这些产业集群内 ,大量同

业生产企业相对集中 ,生产相关联的产品 ,形成了紧

密的技术创新链。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 ,企业碰

到的技术问题、关键技术、试验条件都非常类似 ,每

个企业都建立一个研发试验室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利用效率降低。所以 ,地方政府引进大院名校 ,出资

或出土地联合成立共性技术试验室 ,在结合高校的

同时也为产业发展提供许多的共性技术。例如 ,

2004 年 ,杭州余杭区人民政府以提供土地的形式 ,

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共同组建“浙江香港科技大学

先进制造研究所”。该研究所以香港大学的人力、技

术为依托 ,主要进行大规模定制技术及网络制造方

面的研究 ,为余杭乃至浙江省区域内的企业提供了

重要的制造技术源。

第三 ,搭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建立技术信

息网站。由于科技与生产往往容易存在“两张皮现

象”,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与企业所需要的

技术之间存在脱节现象。所以 ,政府可以通过搭建

公共的服务平台 ,建立技术信息网站 ,由企业出课

题、出经费 ,提出科技需求 ;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人

员承接课题 ,针对需求开展研究 ,提供科技供给 ,从

而有效地解决了企业找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人员

难 ,高校、科研院所找科研项目、科研经费难的问

题[6 ] 。通过建立技术交易网站能够以网络化、信息

化的手段 ,最有效地、最大范围地把企业与高校、科

研院所、中介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连接起来 ,优化

配置各类科技资源。

第四 ,通过政策、计划、法规引导产学研联合。

政策主要包括产业、财政、税收、信贷、价格、奖励等

方面 ,使产学研联合项目能得到较大的财政支持、优

惠的税收、低息的贷款、灵活的价格 ;其次政府根据

产业政策制订“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计划”,引导产

学研的结合方向 ;再者加强法制建设 ,制订《产学研

合作法》等相关法规 ,把产学研纳入法制化管理 ,用

法律法规来限制产学研合作中的不良行为 ,保障各

方的合法权益 ,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从而保护创

新者的创新利益[ 7 ] 。通过以上三项措施 ,政府引导

产学研合作方向的同时也切实地保障了产学研合作

各方的利益 ,有利于产学研的持久合作。

第五 ,除了制订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外 ,政

府的经济调节和引导也为产学研合作提供了许多的

机会。经济手段主要体现在设立各种基金。如“风

险基金”即对可能产生重大技术突破 ,但风险大、投

资多 ,企业又不敢冒此风险投资的研究项目 ,由政府

用“风险基金”给予阶段性资助[ 8 ] 。这种基金既有助

于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又可以发挥高校、科研

院所和企业各自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优势 ,促

使项目得以顺利完成。此外 ,设立各种激励单位或

个人参与产学研结合的奖金 ,也是政府促进产学研

结合的经济手段之一。

412 　科技中介机构的桥梁作用

科技中介机构主要有以政府或事业单位有关的

非盈利性中介机构和盈利性机构两种类型。这些中

介机构在产学研合作中 ,通过搜集科技信息、技术等

等 ,在企业进行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整合

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和中介桥梁的作用。

一是政府资助设立的非盈利性科技中介机构。

这一类中介机构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一般是事业单

位编制或挂靠在事业单位 ,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特

点[9 ] 。这些机构主要负责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

间的信息沟通和技术交流。一方面为高校和科研机

构提供更多的技术转让机会 ,另一方面也为企业部

门的技术引进开发和消化等等提供更多的支持。

二是依托于大学、研究所的科技中介机构。它

主要体现为科技园、孵化器、技术转移中心等形式。

这些科技中介机构充当了技术与经济、校内与校外、

市场与科研、校园文化和市场文化之间的桥梁 ,为企

业和大学之间的联系、交流、合作提供了一系列的方

便服务。这种跨行业、跨体制、跨学科、跨文化的交

流与沟通 ,丰富和完善了高等院校对社会的服务功

能 ,有序开发和整合了高校多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存

量资源。

三是民间性质的盈利性科技机构。这一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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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技术经纪、咨询服务等方式实现信息在整

个创新链上组织之间的流动 ,包括实现信息的传递、

扩散、共享等等。这些机构在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

信息 ,创造交流信息的机会的同时也帮助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决策 ,推动技术成果转移和扩散。由于一

般情况下 , 技术创新的信息并不是直接在提供方与

采用方之间发生 , 而是通过第三者发起并促进的。

因此 ,技术创新的信息和资源能否得到扩散和充分

利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介渠道是否畅通和完善。

413 　其他桥梁作用

除了政府和科技中介机构以外 ,还有其他许多

活动也为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合作搭线 ,例

如 ,技术招标会、项目交易会等等。它们吸引了产学

研各方参与合作 ,为产学研的潜在合作者提供了机

会 ;此外 ,公开拍卖会等形式的活动也以交易的方式

促使技术、设备和资金等资源在产学研各方之间转

让与合作 ;座谈会、高峰会、论坛、年会等形式集合产

学研的各方在一起 ,为产学研各方提供一个加强相

互理解与交流的机会 ,达成合作。所以 ,以上所述的

这些也都可以认为是产学研合作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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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ndogenous innovation. Finally , it studies t he linkages in t he Indust ry , University and Institut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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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virtue of real options approach based on“two - dimension t hink”, t his paper studied how to optimize decision of technology inno2
vation invest ment under uncertainty1 The result suggest s : aiming at uncertain environmen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vest ment , enterprises can

utilize t he relative advantage of real options approach , includes“managing flexibility”into t he category of considering , which t raditional ap2
praisal met hod neglected , distinguish f rom opportunity and t hreaten in uncertainty , and makes t he decision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vest ment

effectivel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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