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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衍生企业的概念入手 ,参考衍生企业与母体互动发展理论 ,重点研究了大学衍生企业在初

创与成长过程中母体大学为其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大学衍生企业对母体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分析 ,

建立了大学衍生企业与母体互动发展模型 ,得出了母体大学在技术知识、人力资源、资金、社会网络以及基

础设施方面为衍生企业提供了支持 ,同时也得到了衍生企业各方面的回馈的结论。最后 ,以中地数码集团

为例 ,对上述模型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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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衍生企业理论研究背景

111 　衍生企业的概念

近年来 ,国际上关于科技企业的衍生及其成长

问题的研究日渐增多。但衍生企业概念的界定 ,学

术界迄今尚无明确统一的认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

对衍生企业及其成长问题进行了研究。Lindholm

认为可以根据企业衍生于什么样的法律实体或组织

和创业者在哪里获得背景经验等条件来对衍生企业

进行分类 ,并把衍生企业细分为大学衍生、公司衍生

和制度衍生三种类型[1 ] 。Smilor 等认为大学衍生

企业应满足两个条件 : ①由大学中的学生、教师或研

究人员创办 ; ②其核心技术来源于大学的科研成果

或利用大学中的设施和资源开发成功科研成果[2 ] 。

本文所研究的衍生企业 ,主要是上面提到的大

学衍生企业 ,即主要从大学或科研所等类似的机构

衍生发展起来的企业。对于衍生企业 ,虽然不同的

学者有不同的定义 ,但其核心意思都是一致的。笔

者认为 :衍生企业是在大学或科研所等类似的母体

依托下 ,利用母体现有的资源 ,包括技术知识、人力

资源、管理理念、社会网络关系、基础设施等 ,结合市

场机会 ,逐步衍生与成长起来的企业。在衍生企业

的成长道路上 ,其母体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不容忽

视 ,但在衍生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 ,其作用与侧重面

有所不同。

112 　衍生企业与母体互动发展理论

衍生企业与母体实际上是互动发展的 ,不少学

者对此进行了研究。Shane 以 MIT 为例探讨了大

学与衍生科技企业间的技术转移模式[2 ] 。Ndon2
zuau 等剖析了衍生科技企业的“黑箱”,提出了衍生

科技企业的四阶段模型 :从研究中产生商业创意 ,把

创意转变为创业计划 ,创办衍生企业 ,通过新创企业

创造经济价值[ 3 ] 。Ajoy 等提出了大学衍生企业发

展的非线性动态五阶段模型 ,把衍生过程分为研发

阶段、寻找创业机会阶段、企业萌芽阶段、企业成长

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 ,并特别强调不同阶段间的转

折过渡[ 3 ] 。

国内学者结合中国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实践 ,

近年来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许多富于启发意义的研

究成果。如 :王小平、高亮华结合 Robert s 和 Malo2
net 对衍生企业的分析 ,根据衍生企业中参与主体

的不同 ,归纳出 5 种衍生企业的衍生模型[4 ] ;高亮华

和章琰以清华同方为例 ,阐释了创新孵化器的理念 ,

即清华同方因为依托清华大学而享有一个充足的

“蛋源”,同时也就获得了其他企业望尘莫及的技术

和人才等资源优势 ,同时对比分析了大学科技成果

转化的三种孵化模式[ 5 ] ;杨德林在调研的基础上对

我国研究型大学科技企业的衍生模式进行了归类 ,

比较分析了专利许可型、知识产权入股型、带土移植

型、改制型、嫁接型和学生创业型 6 种衍生模式的

优、劣势[6 ] ;乔俊杰和闫科基于衍生企业的发展阶段

模型 ,从资源的视角分析了不同衍生阶段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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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资源 ,并根据大学对衍生过程的资源支持

类型 ,分析了大学对企业资源支持的组织依托 ,提出

了大学和衍生企业互动发展关系的理论模型[3 ] 。

2 　大学衍生企业的竞争优势

人才和技术优势的积累使大学蕴藏着哺育科技

型企业的巨大潜力。与其他企业相比 ,衍生企业的

竞争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由其母体支持所带来

的竞争优势是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下面 ,本文以

武汉中地数码集团为例 ,分析母体究竟为衍生企业

提供了哪些支持。

211 　技术知识

衍生企业的母体主要为大学或科研所 ,原本就

是理论研究的聚合地 ,主要包括相关理论知识的研

究和应用 ,因此有很深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底蕴。这

为衍生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软环境 ,便于衍生企

业充分利用母体现有的技术知识进行科研攻关或项

目研发。大学衍生企业的创业者多数为掌握相关技

术的科研领军人物 ,他们对相关技术已经有了一定

深度和广度的研究 ,对该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也有

自己独到的见解 ,故大学衍生企业拥有得天独厚的

技术资源。

大学衍生企业大部分是科技型企业 ,其实际上

就是建立在大学的技术力量之上的 ,其工作是对大

学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实际应用及产业化。这也自

然成为科技衍生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大学的

学术研究氛围、连续的理论研究体制、专业的科研研

究学者等不仅为拓展衍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供了

良好的平台 ,还源源不断地为科技型衍生企业带来

理论与技术的创新。

212 　人力资源

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企业间的竞争更多

表现为人才的竞争 ,因此科研人才的素质对科技型

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大学每个学科都有科研教师

和技术骨干 ,衍生企业可以聘任大学中该学科的专

家 ,邀请这些专家参与技术攻关与产品研发 ,以保证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 ,使产业化顺利进行。

213 　资金

资金在企业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

其是在企业初创阶段 ,很多很好的创意往往因为资

金筹集不足而夭折。对于科技型企业而言 ,科研经

费占据着 50 %以上的资金比例 ,大学的科研经费为

衍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研发资金。根据

Ajay 的研究 ,大多数衍生企业在初期的资金都是来

自学校拨款或者风险投资[3 ] 。杨德林、汪青云等在

其研究中 ,通过大学科研经费总量和衍生企业总年

收入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得出两者之间的

相关系数为 015373 [7 ] ,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联系。或者大学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帮助衍生

企业寻找风险投资公司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衍生

企业筹资的难度。

214 　社会关系网络

作为既有的资源 ,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绩效

有重要的影响。创业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重

要的社会资本 ,同经济资本一样属于创业的生产要

素 ,对于创业企业具有重要影响。如何开拓和建立

高效的创业企业社会关系网络 ,成为创业管理的重

要内容之一。成功的创业企业懂得如何创造和构建

有效的创业企业社会关系网络 ,如通过开发创业企

业与政府部门、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

者网络中的隐性资源来寻找创业商机、减少机会成

本 ,从而扩大创业企业财富。在创业历程中 ,建立和

运用社会关系网络已经成为创业企业以及创业企业

家的基本技能。创业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

构筑和运用社会关系网络能力的竞争。

大学衍生企业在其创业和成长过程中 ,都会在

不同程度上受益于大学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大学

尤其是一流的研究院校 ,往往拥有丰富的社会关系

网络资源 ,因此大学可以充分调动自己的社会资本

优势 ,加强与相关产业界和政府部门的沟通与联系 ,

为衍生企业的创立与成长带来更多的机会 ,并使其

受益。

3 　大学衍生企业对母体的促进作用

衍生企业在享受其母体带来优势的同时 ,无形

中也对母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首先 ,实际上 ,衍生企业是一种大学科技成果的

转化形式 ,它们对于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具有重要

的促进作用。大学往往更注重理论知识的研究与创

新 ,但在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方

面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体系 ,导致很多理

论研究成果最后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而大学衍生

企业则是科技理论成果与市场机会的有机结合。通

过创立衍生企业实现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 ,这已经

成为大学技术转移的一种普遍模式。特别是在发展

高科技产业方面 ,大学作为高技术人才的生长点和

创新的策源地 ,具有作为“高科技辐射源”与“高科技

企业孵化器”这两种基本的功能[5 ] 。成功的衍生企

业更是具有示范和激励作用 ,会带动更多的科研人

员推动其科技理论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其次 ,衍生企业在发展壮大后 ,也能为大学提供

利益回报。企业衍生的模式不同 ,对大学的利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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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方式也不同 ,如专利许可型 (大学采用技术专利许

可的形式将科研成果转让给企业) 衍生企业[6 ] 给大

学的利益回报主要是为技术专利作价。

再次 ,衍生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的社

会声誉。衍生企业的创立与发展 ,带动了大学在该

技术方面的学科建设 ,加强了大学科研能力 ,提高了

大学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最后 ,衍生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实现其

社会功能。衍生企业的创立不仅能够提供很多就业

机会 ,而且能够为母体大学的学生提供很多学以致

用的实习岗位 ,有助于这些学生毕业后更快地走上

工作岗位。因此 ,衍生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

学的社会功能 ,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4 　大学衍生企业与母体的互动发展模型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大学衍生企业

与母体的互动发展模型 ,如图 1 所示。

图 1 　大学衍生企业与母体的互动发展模型

5 　模型验证

中地数码是以中国地质大学为依托 ,以我国著

名 GIS 专家吴信才教授为技术人员核心 ,走“自主

创新”和“产学研”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具有一定代表

性的大学衍生企业。下面以中地数码为例 ,对大学

衍生企业与母体互动发展模型进行验证。

中地数码集团是专业从事 GIS 研究、开发、应

用和服务的大型软件集团 ,其核心企业包括武汉中

地、北京中地、深圳中地、新疆中地等全资公司以及

济南、昆明等分公司。其中 ,武汉中地是国家重点软

件企业、国家自主创新百强软件企业。中地数码秉

承“创建数字化生存新环境”的企业宗旨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涉及 GIS 的研发和应用 ,到目前为

止 ,实现了我国 GIS 发展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跨

越。

中地数码凭借 20 多年从事地理空间信息研究、

开发、应用和服务经验 ,在国内累计已有 3 万多用

户 ,装机量超过 10 万套 ,占领了中国 80 %以上的数

字国土、数字市政、数字通信、数字地矿等市场 ,完成

了 1000 多项地理空间信息项目。目前 ,中地数码已

成功研发和顺利应用的软件产品超过 100 种 ,这些

软件产品在国民经济、社会建设和国防军事等领域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在 ,中地数码已开始全面进

军国际市场。

在中地数码的创立与成长过程中 ,其母体中国

地质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支持和帮助。该集团

创始人吴信才是中国地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是信息工程学院学科带头人。多

年来 ,吴信才教授一直从事数字制图及地理信息系

统的研究工作。近几年 ,由他主持研制开发的科研

成果很多 ,其中多项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 ,一项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一项获得地矿部科技成

果一等奖 ,一项获得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两项获

得地矿部科技成果三等奖。在中地数码集团的科研

团队中 ,成员基本上是中国地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的教师 ,其中谢忠、周顺平、刘修国三位老师负责

MA P GIS 三个大的发展方向 ,其余成员也都拥有自

己的“一技之长”。在吴信才教授的带领下 ,团队逐

渐形成了一支年轻的科研开发骨干队伍 ———教授 5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10 多人 ,平均年龄仅为 30 岁。

中国地质大学的专业技术力量、学术研究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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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现有的科研研究学者等为培育和拓展中地数码

核心竞争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软环境 ,有力地支撑

了中地数码的理论与技术创新。这些信息工程学院

的教师 ,实际上也成为中地数码集团优秀的技术骨

干 ,即中国地质大学为中地数码集团提供了高素质

的科研人员。同时 ,中国地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

学生 (主要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也构成了中

地数码集团人才储备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信息工程

学院 ,90 %以上的地理信息系统相关专业的学生在

完成其专业课程学习之后 ,在中地数码集团进行实

习。实习生的数量占中地数码人员的比重较大。学

生利用实习机会 ,不仅加深了对所学专业的理解和

运用 ,而且这些学生也为中地数码带来了高质量、低

成本的人力资源。

中地数码集团在国内地矿和国土行业的市场占

有率分别为 98 %和 77 % ,它所从事的行业和经营的

领域决定了它对特殊创业资源如政府的政策扶持、

政府资助的项目等的偏好 ,而中国地质大学所擅长

的领域又恰巧满足了中地数码的这一需求 ,加上中

国地质大学原来一直是地矿部的直属大学 ,其与地

矿部有着很深的关系 ,中地数码正是在这个深厚的

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地质大学丰富的社会

关系网络资源为中地数码提供了宝贵的成长契机和

广阔的发展空间。

此外 ,中地数码的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中国地质大学的发展。中地数码集团是专业从事地

理信息系统 ( GIS)研究、开发、应用和服务的大型软

件集团 ,是国内 GIS 领域的领军者 ,在行业中处于

领先地位。它的成功衍生无疑推动了中国地质大学

信息工程知识领域科技成果的转化 ,提高了中国地

质大学在 GIS 领域的影响力。吴信才教授向教育

部所属重点高校捐赠了价值 200 万元的 MA P GIS

基础软件 ;此后又投入几千万 ,与中国农业大学、天

津大学等近百所高校合作共建“MA P GIS 实验室”,

极大地满足了我国教育系统教学和科研对 GIS 软

件的需求。中地数码集团在回馈社会的同时 ,无形

中也提高了中国地质大学的社会声誉。

在初创阶段 ,中地数码集团更倾向于知识产权

入股型 (大学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参与创办企业)衍生

企业 ,相应股份的企业收益就是对学校主要利益的

回报。

在中国地质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地理信息系统

专业的研究生在半年内学完所有专业课 ,在剩下的

两年半时间中 ,在中地数码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学生们学习的同时得到了很好的实习机会 ,不仅打

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得到

了锻炼和提高 ,这为今后的就业奠定了良好的理论

和实践基础。也正因如此 ,中国地质大学地理信息

系统专业的学生就业时在同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 ,这在事实上就是促进大学实现了自己的社会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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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Spin2off Company and Its Parent University

Zhou Yijie ,Wang Baixua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 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t heory of spin2off company and it s parent university ,t his paper start s f rom t he concept of spin2
off company , and studies t he support s and helps which t he parent university offers to t he spin2off company and t he benefit s which t he spin2off

company brings to it s parent university during t 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 he spin2off company1 Then ,it establishes an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spin2off company and it s parent university1 Finally ,it takes Zondy Cyber as t he example to verify t he above model1

Key words : spin2off company ;mat rix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mode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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