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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力异质性的产学研合作创新对象选择

顾兴燕,银 � 路
(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成都 610054)

摘 � 要:通过文献研究, 本文发现,企业方和学研方具有不同的能力系统, 即双方拥有的能力是异质性的,
而这种异质性正是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基础。双方通过合作不仅可实现优势能力的共享,而且还能有效够

弥补对方的能力缺陷,因而产学研合作创新能够实现技术的快速研发和商业化。最后, 从产学研合作过程

中所需的能力出发,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创新对象选择的能力耦合图 ,藉此提高产学研合作的成功率以及合

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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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学研合作创新是指学研方与企业利用各自的
要素占有优势, 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一项技术创新的

行为
[ 1]
。目前国内外关于产学研合作创新已有大量

的研究 [ 2] ,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交易成本理论、价值

链理论、博弈论、社会关系资本理论等, 从企业资源

和能力的角度来研究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文献相对较

少,还有不少学者将企业资源理论等同于企业能力

理论来研究产学研合作创新行为。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企业能力理论的有关内容, 并把

它作为分析工具来分析产学研合作创新行为。从能

力的角度来看, 能力异质性是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基

础,也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动机之一。正是能力异质

性的存在,使得合作双方通过能力的互学、互补, 从

而实现知识和技术的转移, 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

然而目前国内外专门从能力的异质性出发来研究产

学研合作创新的文献却十分少见,本文希望为产学

研合作创新对象的选择、合作成功率的提高提供参

考,从而推动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化。

1 � 研究综述

从物质的角度看,企业是由各种各样的资源组

成的,但是静态的资源并不等于能力,只有将这些不

同的资源进行有效的组合, 并在竞争中发挥重要作

用时,才能称之为能力。20世纪 80 年代以来, 企业

能力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和实业家的关注。

许多学者认为, 从本质上讲, 企业就是一个能力系

统
[ 3 ]
。企业能力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能够较好解释

市场关系的战略特征, 尤其是认识到企业核心能力

的异质性,并把这种异质性的能力看作竞争优势差

别的根源,组织可以通过识别这些相互补充的能力

来确定战略伙伴, 并通过这种相互补充的能力的结

合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本文将企业能力理论作为

分析工具,是因为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企业方与学

研方的能力是异质的, 它们之间的分工是以能力为

基础的,正是这种异质性的能力使得产学研各方的

能力能够相互补充, 从而实现技术的快速研发以及

商业化。关于企业能力的一些主要观点可以归结为

整合观、网络观、协调观、组合观、知识载体观、元件

- 构架观、平台观和技术能力观等八大观点[ 4]。总

的来说,企业能力由某些要素组成,并以某种结构存

在于企业中。由于企业能力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

营活动中通过积累而形成的,因此每个企业表现出

来的能力各有不同。正是这些异质性的能力决定了

现代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 企业可以通

过获取并运用这些关键能力在一定经营环境中保持

竞争优势[ 5]。

鲍尔等依据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

的源泉在于其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异质性的特征决

定了现代组织之间互学、互补和发展核心能力的需

要。罗炜、唐元虎通过一个两阶段寡头博弈模型指

出合作伙伴能力的差异对合作动机有着重要的影

响[ 6 ]。这些文献都对本文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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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Sakakibara 在研究合作创新动机时指出,企业之

间的能力差异决定了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动机: 当

合作双方具有同质性的能力, 即双方的资源与能力

可以相互替代时,企业趋向于共同投资,以减少研发

投入成本,因而企业趋向于成本共享;而当合作双方

具有异质性的能力,即双方的资源与能力有很大的

互补性时,企业趋向于知识与技术的共享,即通过合

作获得对方的知识与技术
[ 7]
。此结论同样可以用于

产学研合作创新中,通过合作的方式企业方获得学

研方的知识以及技术, 并利用自身快速商业化的能

力将技术转换为市场需要的产品,从而在竞争中获

取比较优势。

2 � 企业方与学研方的能力差异

从能力的角度来看, 企业方与学研方具有不同

的能力系统。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企业能力系统的划

分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而本文又涉及企业方和学研

方两个主体,因而笔者借鉴波特的价值链思想,认为

在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各种活动中都蕴含着企业用于

创造用户价值的某种能力, 而这些能力正是竞争优

势的来源。

2� 1 � 企业方的能力系统
目前学术界已经有很多关于企业能力系统的研

究,如 Prahalad、Coombs等认为企业能力系统应该

划分为战略管理能力、制造能力、技术能力、营销能

力、组织/接口管理能力[ 8�9] 。许庆瑞等则认为,企业

能力系统可以划分为战略管理整合能力、组织整合

能力和技术整合能力[ 10]。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企业

能力系统的划分不一致, 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同的,

即企业各种能力之间是相互作用, 相互协调的。借

鉴波特内部价值链思想, 本文认为可以将企业能力

分为基本能力与辅助能力, 其中基本能力是指企业

完成基本活动的能力,包括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中

试能力、规模生产能力、营销能力和服务能力等, 辅

助能力包括资金能力、人员能力、设备能力、组织管

理能力等。

20世纪 80年代特别是 90年代以来,随着外部

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 顾客越来越重视产品的个性

化,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顾客、变化和竞

争的三重压力下,企业期望通过全面发展能力以获

取竞争优势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背景下, 1990

年 Prahalad在 哈佛商业评论!上呼吁企业应培育
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即从以前的∀全面能力#向∀核心

能力#转变[ 11]
。换句话说, 也就是企业不一定要具

备上述能力的每一个方面,而只需要具备其中的一

个或几个能力即可, 企业通过获取并运用这些关键

能力也能在一定经营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 5] ,这些

关键能力即是核心竞争力。企业要生存和发展, 首

先要具备的是对市场敏锐的洞察能力, 找准市场进

入的切入点;要获得高额的利润和市场份额必定要

求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营销能力, 因而市场洞察能

力和营销能力是企业必不可少的能力。

从新产品或新技术的价值链环节来看, 我国绝

大部分企业拥有的优势能力主要是新技术或新产品

的试验开发及其以后环节所需要的能力, 虽然也有

不少企业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能力比较强, 但

是总体较弱。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方

面,我国和前苏联的科技体制一样,科研院所承担着

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高校的科技创新实力和整体科研实力都不

断增强,所以大部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都流

向了科研院所和高校, 导致大部分的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成果都集中在高校。另一方面, 由于基础研

究具有∀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的特
点,应用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获得新的知识∃ , 而企业

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因此我国企业对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不大重视, 投入也就相对较

少,自然研究成果较少,企业方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应

用研究能力较弱。随着市场环境的复杂化,顾客对

产品的需求也千变万化, 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

颖而出,企业必须缩短产品或技术的生命周期, 不断

开发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或技术。值得注意的是, 虽

然目前企业方在试验开发环节占据优势, 但是由于

试验开发环节的成本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因而试验开发能力主要集中在那些实力强

大且具备创新基本条件的大企业里面, 而绝大多数

中小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能力都很弱。

2� 2 �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能力系统
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所具备的能力具有较大的

共性,因此本文将其统称为学研方。下面将分别介

绍两者的能力系统,并探索其共性能力。

2002年,赖德胜、武向荣发表的 论大学的核心
竞争力![ 12]和郁义鸿发表的 知识管理与高校竞争
力![ 13]等将能力理论引入我国高校领域。由于能力
的大小、结构和整合程度不同,因此各大高校之间也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关于高校核心能力的内

涵,目前学术界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能力

观#、∀知识观#和∀资源观# 3种。 ∃ 能力观。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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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武向荣认为, ∀大学核心能力就是大学以技术能
力为核心,通过对战略决策、学科研究及其成果转

化、课程设置与讲授、人力资源开发、组织管理等的

整合或通过其中某一要素的效用凸现而使学校获得

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 成长春、陈洪转认为, ∀高校
核心竞争力由硬核心能力(学术和人才)和软核心能

力(管理和文化)构成#[ 14] 。 % 知识观。郁义鸿认
为,高等学校作为高度知识密集型的经济个体,其核

心竞争力突出表现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
[ 13]
。 &

资源观。成长春认为,高校核心竞争力表现为∀深植
于竞争主体的各种资源之中, 以自身独有的核心能

力为支撑点,在履行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

中运作自身资源所形成的整体# [ 15]。从这些关于核
心能力的定义中不难发现,高校是一种∀人才生产#、

∀知识创新#的组织。如果将高校看成一种特殊的投
入产出的∀企业#的话,它投入的是教学资源、科研资
源,而产出的则是人才、科研成果,因而高校内部存

在人才培养价值链和科研价值链两条价值链。本文

重点讨论科研价值链。衡量一个学校的科研能力,

最主要的是看其是否具有强大的研究与开发能力,

因而研究与开发能力在科研价值链中是必不可少的

能力。此外,一项新技术的发明还离不开辅助能力

的配合,这些辅助能力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能力、财务

管理能力和战略管理能力等。

我国科研院所数量众多, 长期以来承担着国家

研究与开发的主要任务。自 1997年 7月 1日以来,

大部分科研院都完成了企业化转变,因而现在的科

研院所拥有的能力系统跟一般企业能力系统相差不

大,但是优势能力却与企业方不一样,反而与高校有

很大的相似之处。这是因为科研院所只拥有一条科

研价值链,科而研院所是推动我国自主研发、攻克技

术难关的主要载体,因而其研究与开发能力相对较

强。

综上所述, 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具有较为完整的

科研价值链,拥有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和精良的试验

设备,且双方的研究与开发能力都较强,特别是基础

研究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遥遥领先于企业方。值得

注意的是,学研方拥有的优势能力恰好是新产品和

新技术开发的前期所需要的能力。然而, 正如前文

所说,高校和科研院所也是不完备的能力系统,因而

也具有一定的劣势。如学研方缺乏对市场的把握,

研发成果与市场需求具有较大差距;资金能力和市

场能力较弱;技术商业化经验不足等。这些都直接

导致了学研方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不能快速商业化。

因而,可得出结论:学研方的劣势能力主要集中在新

产品和新技术开发后期和商业化阶段。

2� 3 � 能力差异与产学研合作创新
前文分别从企业方与学研方的内部价值链来分

解各自能力,并分别分析了企业方与学研方的优势

能力和劣势能力。不难发现,企业方的优势能力刚

好是学研方的劣势能力, 而学研方的优势能力恰好

是企业方的劣势能力, 二者进行合作刚好可以弥补

对方的劣势能力、共享优势能力,比如企业方的优势

能力如对市场的洞察力以及技术或产品的商业化能

力刚好弥补学研方在这方面的劣势, 而学研方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能力正好弥补了企业方在这

方面的劣势,因而通过产学研合作创新既克服了企

业核心能力的刚性问题, 又有效地培育了企业的动

态能力。如果将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看成是一个外

部价值链,即产业链,可以看出由于学研方所具备的

能力集中在新技术或新产品开发的前期阶段,因而

学研方处于价值链的上游,而企业方拥有的优势能

力集中在产品的商业化及其以后阶段, 因而企业方

处于价值链的下游。因此,从外部价值链的角度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 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实际上就是

能力的传递、转移和增值过程。产学研各成员之间

的分工是建立在优势互补能力基础上的, 通过合作,

双方的优势能力得到互补,往往会创造出更加稀缺

的资源,从而达到∀ 1+ 1> 2#的有机叠加效果。

3 � 基于能力理论的产学研合作创新
对象选择

� � 事实上, 企业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通常
企业会根据自身条件以及外部环境来制定一定的目

标或战略,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或战略,企业必须具备

一定的能力。但实际情况是,企业实际拥有的能力

与实现这一目标或战略的能力往往不一致,即会出

现能力缺口,企业能力理论将这个缺口称为企业能

力缺陷[ 16] 。一般而言,通过产学研合作创新可以有

效弥补企业能力缺陷: 一方面是因为企业方与学研

方的能力互补程度较高, 因此二者合作后的协同效

应最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灵活性相对较高,二者形成

的合作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且由于

企业方与学研方不存在竞争关系, 因此完全通过自

己的意愿来选择是否合作、与谁合作以及合作的方

式,并可以根据自身能力的缺陷选择多个合作伙伴

来获得自身所需的能力。正是这种开放的、动态的

特点,使得产学研合作创新为广大企业、高校和科研

院所所用。产学研合作创新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合作

对象的选择问题, 为了快速实现技术或产品的研发

以及商业化这一目标, 企业方和学研方要具备什么

样的能力,双方合作是否能实现能力的最大化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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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合作对象的关键。

3� 1 � 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所需能力
为了更好地论述在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合作对象

所需的能力,本文将从产学研合作创新的过程出发,

逐步分解从技术研发到最后实现技术商业化的全过

程,并在此基础上找出各个阶段所需要的能力。根

据刘和东对产学研的定义,归根到底,产学研合作创

新行为最终落脚点是∀一项技术创新行为#。因而本
文对产学研合作创新全过程阶段的划分借鉴国内外

学者对技术创新全过程的划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

技术创新过程的划分层出不穷,如聂祖荣在 高校成
果转化模式!一文中提出技术创新过程一般要经过
4个阶段,即理论研究及试验、雏形开发、试点生产

和产业化 (规模化生产 ) [ 17]。瑞士学者 Vijay

K� Jo lly则将技术创新过程分为 5个环节和 4 个衔

接
[ 18]
。根据需要, 我们将采用比较典型的阶段划

分,即研究与开发阶段、中间试验阶段、商业化阶段。

事实上,在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中所需要的能力依

据具体合作项目略有不同,为讨论方便,本文着重讨

论一般意义上产学研合作对能力的需求。由于研究

与开发阶段包括基础研究阶段、应用研究阶段和试

验发展阶段 3个阶段, 因而对应的基本能力为基础

研究能力、应用研究能力以及试验发展能力; 中间试

验阶段包括对市场的洞察能力和中试能力; 商业化

阶段包括规模生产能力、市场开发能力、销售能力和

服务能力。除了上述 3个阶段所具备的基本能力之

外,技术从创新到商业化还需具备资金能力、人员能

力、设备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辅助能力, 这些辅助

能力不仅在各个阶段对基本能力的实施起支撑作

用,而且是各个阶段链接的纽带,是整个产学研合作

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根据上述对产学研各阶段的

划分以及对能力的要求, 可将产学研合作过程所需

能力用图 1来表示。

图 1 � 产学研合作过程所需能力

3� 2 � 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所需能力评价
由于产学研涉及企业方与学研方的合作,因而

仅仅讨论合作过程所需能力还远远不够, 只有将这

些能力进行量化评价, 找出各方的优势能力和劣势

能力,才能选择出最佳合作伙伴,达到整体能力的最

大化。为了能够更好地量化这些能力, 本文将继续

对这些能力进行分解, 用更细致、更容易评价的指标

来衡量其对应的能力。综观现有文献, 国内外学者

对研究与开发能力的研究较多, 而将其分为 3个阶

段来考虑的较少; 对商业化阶段所需能力的研究较

多,而对中试阶段所需能力的研究较少。因而本文

将借鉴中国国家科技部网站上有关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试验发展和中试的定义来确定指标,商业化阶

段所需能力则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确定,

具体评价指标如表 1所示。

表 1� 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所需能力评价指标

所需能力 指标选择 指标说明

基础研究能力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率( % ) 基础研究经费占R&D 经费比重

基础研究成果数 包括科学论文、专著

应用研究能力
应用研究经费投入率( % ) 应用研究经费占R&D 经费比重

应用研究成果数 科学论文、专著、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

试验发展能力

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率( % ) 试验发展经费占R&D 经费比重

应用研究成果数
新产品、新材料和装置, 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 以及对已产生和建

立的上述各项作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

产品研制成功率( % ) 正式投入生产项目数/ R&D 总项目数

产品研制周期(年) 从产品研制开发到投入市场所需要的时间

市场洞察能力 市场前景预测准确率( % ) 预测有市场前景的产品数/商业化成功数

中试能力
中试成功率( % ) 中试成功数/中试产品数

测试设备利用率( % ) 年度设备实际使用时间占计划用时的百分比

规模生产能力

样机生产周期 从图纸到样机投入使用的生产时间

模具生产周期 从设计到模具投入使用的生产时间

工艺准备周期 从设计到完成工艺所需的生产时间

市场开发能力
市场策划能力 年均市场策划创意数

市场推广能力 年度推广投入额/年度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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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 表

所需能力 指标选择 指标说明

销售能力

市场占有率( % ) 企业该年度产品销售量/该年度市场总销售量

销售网点数 商品在市场中的销售终端数

专职销售人员 从事该产品销售的人数

服务能力 服务水平 用顾客服务满意度来计算

资金能力 项目资金投入强度 平均每个项目投入资金额度

人员能力

科技人员的比例( % ) 科技人员总数/员工总数

学术带头人比例( % ) 学术带头人总数/科技人员总数

科技队伍的结构( % ) 高、中、初级科技人员数比例

高级技工的比例( % ) 高级技工/生产工人总数

设备能力

不同水平的设备比例( % ) 不同年份生产设备的比例

每年设备投资额 每年用于改进设备的投入额

实验室设备水平 按实验室设备价值统计

组织管理能力
组织协调和执行能力 组织项目的效率

管理水平 管理层的重视度

3� 3 � 基于能力异质性的产学研合作对象选择应用
举例

将指标进行细化后,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按照这

些指标分别对企业方与学研方的能力进行评价。目

前国内外关于评价的方法有很多,如 AHP 法、因子

分析法等,本文采用专家打分法,且以 10分为满分。

根据这些指标体系,企业方与学研方可以评估自身

的能力,并由此建构出自己的能力结构图,根据这些

能力结构图可很直观地区分优势能力和劣势能力。

因而,当其选择合作伙伴时,就会选择那些跟自身能

力最为互补的合作伙伴, 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发挥双

方的优势能力。

假定有一家企业需要进行产学研合作, 那么首

先要做的就是按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自身的能力

系统进行评价, 并按照各自的分值大小用柱状图表

示出来,从而得到自身的能力结构图(见图 2)。从

这个企业的能力结构图可以看出,该企业的优势能

力为规模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 而劣势能力为研究

与开发阶段所需要的能力, 同时中试能力以及辅助

能力如人员能力和设备能力等都在中等水平, 因而

该企业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要选那些研究与开发能力

较强、中试能力与辅助能力中等、商业化能力较弱的

备选合作对象。根据这一要求, 该企业寻找到潜在

合作对象学研方 a和 b。为了从 a、b 中选择出最佳

合作伙伴,可先按照上文中的能力评价指标分别对

学研方 a、b的能力系统进行评价,并做出能力结构

图。在此基础上,分别将学研方 a、b与企业方的能

力结构图进行对接, 分别得到图 3 和图 4。从图 3

可以看出:试验发展能力、服务能力、人员能力、组织

管理能力在对接之后都存在有着较大的空隙; 而市

场洞察力、市场开发能力以及资金能力在对接之后

出现能力重复。图 4中学研方 b与企业方仅在资金

能力上有重复,其余能力的耦合度较高,因而学研方

b与企业方的耦合度好于学研方 a,所以 b是该企业

的最佳合作伙伴。

图 2 � 某企业能力结构图

图 3 � 学研方 a与该企业的能力耦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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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学研方 b与该企业的能力耦合图

4 � 结论

本文将企业能力引入到产学研合作创新, 将产

学研合作而形成的新联合体看作一组能力的集合

体,并通过阶段的划分,识别出要进行产学研合作需

要具备哪些能力,最后将这些能力细化为可量化的

指标。当双方有意愿进行合作时,可以按照该指标

体系分别对自身和备选合作伙伴的能力系统进行评

价,最后将两者的能力进行耦合,当与耦合度最高的

备选合作伙伴合作时,产学研能力达到最大, 二者的

合作最为有效。本文的探讨不仅仅为产学研合作对

象的选择提供了依据, 而且有助于提高产学研合作

的成功率以及合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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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 Selection o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University�Institute

Based on Heterogeneity of Capability

Gu Xingyan, Yin Lu
( S 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University of Elect ronic Science &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Th rough reviewin g the lit eratu res, thi s paper f inds that the ab ilit ies of enterpri se side are diff erent from those of un iversity�inst itute

side, namely th e heterogen eity w h ich is the basis of cooperat ion inn ovat ion in en terpris e�university�in st itu te. T he cooperat ion helps to not only

share the advantage capab ilit ies but al so compen sate th e inferiorit y capabil iti es ef fect ively. Th erefore, through the cooperat ion innovation in en�

t erprise�univers ity�ins titute, the R& D and comm ercializat ion of tech nology can be carried ou t faster. Fin ally, it const ruct s the couplin g model ac�

cording to the capab ilit ies requ ired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 ive in novat ion of enterpri se�university� inst itute in order to f ind the best partner an d

enhance the succes s rate and improve the cooperat ion ef f iciency.

Key words: en terpris e�university�in st itute; cooperat ive inn ovat ion; heterogen eity of capabil ity; partner; couplin 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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