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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演化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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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将资金、知识、技术作为产业化的重要因素，对政府、企业、学校、科研院所之间系统的整体性的

创新发展加以研究。政府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性调控环节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引导市场各部门有序参与到生产运行的

各个环节，不断提高市场经营的环境质量与合作水准，进而有效提高人民生活效率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了更好地促进政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实现，需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重视专利权转化，并加强资金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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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新”一词是涉及到各个行业的发展理念、

模式的改变，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率先对创新进行

了学术性、理论化的界定：创新是指把一种生产要

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 [1] 。在现

代经济发展范围内，“新结合”可以包括技术、资金、

设备、人力、技术、知识等融合到已有过程中或通

过新的组合完成新的目标，创造更大的产出。这种

创新可应用于生产要素的全过程和生产条件的诸方

面，追求新结合的较大产出。Kis 指出，在新兴产

业革命的背景下，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

有效地推动了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 [2]，随着技

术革命的发展以及其带来的巨大效应，“技术创新”

一词日渐成为创新的核心，同时也成为国内外学者

的重点研究对象。进入 21 世纪后，在信息技术的推

动下，知识社会逐步形成，技术创新给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的影响被人们进一步认识，以需求为导向、

以人为本的创新 2.0 模式越来越成为企业谋求发展

的生存法则。本文结合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

学发展理念，探索如何扩大企业有效供给，提高企

业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着力点，在前人

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对“创新”理解为：定位于满足

市场需求、填补市场空缺，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和生

产条件进行更新整合，不断完善生产管理体制，从

而成为一种研发新工艺、推出新产品、开辟新市场、

创设新需求的发展方式。

为使各要素的整合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需要调

动各种社会资源，从高校提供知识到企业推出创新

产品，需要经过政策、知识、专门技术和机会的共

享创造跨越组织边界的契合 [3]，进而创造系统性一

体化的产业链，使生产效能大于各因素的简单叠加。

这种创新是陈劲、阳银娟等人所概括的以大学、企

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机构参与金融组

织介入为辅助的多方面因素共同深入合作和资源整

合，产生系统性条理化有序叠加的螺旋式效用的协

同创新 [4]。以政府资金支持为导向，学校、科研单

位基础知识向专业技术转化为支撑，企业最终实现

技术的市场化。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将资金、知识、

技术作为产业化的重要因素，对政府、企业、学校、

科研院所之间系统的整体性的创新发展加以研究。

政产学研参与的协同创新发展是具有领域性的改良

机制，从满足市场需求到引导市场需求是一种具有

带动性的发展策略，各参与主体已超越仅限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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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两两合作的简单发展方式。

二、文献综述

创新理念的丰富，创新主体的升级，协同创新

应运而生，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实践推广上来

看，协同创新是市场繁荣、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纵观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的理论研究，相关学者

在指导总结这一发展模式上提供了严谨的参考。王

安国（2009）认为产学研模式始于美国硅谷，在笔

者看来产学研这种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可追溯到美国

教育家 John Dewey(2001) 的教育理论“教育为现实

生活服务，教育即生活。”[5]Dewey 将学校教育与

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强调教育应以满足生产生活需

要为目的，这就顺利的将知识引入到了实践环节。

胡钢（2010）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单凭市场

机制是很难消除这种差异带来的差距的。政府部门

特殊的政策性支持与财政性保障是加快科技型企业

数量增长与实力发展的必要条件 [6]。

对有政府、企业、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为参

与主体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其在参与要素、机

制政策、战略导向方面有不少适用性案例与理论

分析。我国学者孔祥浩、徐赞、苏州（2012）在

Leydesdorf“三螺旋”即大学 - 产业 - 政府三方协作

创新模式基础上提出企业、大学（或科研机构）、

政府和产业的“四轮驱动”协同创新结构 [7]。

本文借鉴前人研究的方法以及侧重因素，尝试

从影响协同创新力度的知识、资金、技术三种新组

合要素来分析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为技术创新活动

提供理论支持。

三、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及其协同效应

（一）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在产学研合作、政产学研

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组织更为严谨、管理

更加条理、合作更为密切的系统产业链，是在传统

简单合作方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利用

知识的贯通性促进科技、教育、经济领域对接，从

而产生以点带面、从局部到整体的发展效果。

1、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是通过国家发展规划的引导和整体性

机制安排，鼓励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发挥各自的

能力优势，协调统筹互补性资源，实现整体的优势

互补、协同发展，以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实现创新

支配的知识技术成果产业化 [4]。协同创新各参与主

体定位明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系统性与组织性，

注重过程的多主体有序参与、多要素高效带动，强

调结果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大范围实用性。

我国提出“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以应

对大数据高速运转的产出形式，协同创新发展以科

学理论为指导、以高精准科技研究为依托，融合国

内外传统与时代文化精髓，深入面向挖掘更多行业

更多领域的受众，大力推进政府与高校、企业的市

场化、高产出性合作，在协作的进程中勇于发现问题、

敢于解决问题，不断完善协同创新服务体系，形成

更有利于发展的“人人”环境与“人物”环境。

2、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教育部在提出“2011 计划”倡导协同创新之前

于 1992 年起实施了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自

该规划实施以来，众多学者在产学研合作方面进行

了大量研究，包括刘鑫、王秀丽（2012）以企业、

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政府机构以及第三方中介为

产学研合作主体的研究，他们指出：各参与主体在

合作过程中不仅发挥了自身的作用更扩大的相互间

的系统性效应，很好的阐释了社会资源在高校与社

会间的协同效应 [8]。刘芳（2013）从宏观全局分析

参与主体的集群效应，认为产学研合作是突破组织

界定、多领域的联合创新活动，这其中一方面是学校、

科研院所将知识技术化，另一方面是企业实现了技

术的资本化 [9]。

随着参与主体追求广度的拓宽、追求深度的深

化以及需求的市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产学

研参与主体在政府的引导下开始向协同创新模式转

变，改变过去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单纯的利益合

作，转而强调构建以追求技术研究为核心，以政府、

金融机构、科技中介服务等为辅助，以创新资源共

享及创新优势互补为基础，以联合研发、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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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共担为原则，以有效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为

途径，共同开展知识产业化创新活动，以求达到

“1+1+1>3”的效用 [10]。

（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协同效应分析

政府是统筹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关键，在政策性

调控环节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引导市场各部门有

序参与到生产运行的各个环节，不断提高市场经营

的环境质量与合作水准，进而有效提高人民生活效

率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由产学研合作到政产学

研协同创新，在政府的协调下整个过程表现出参与

主体的创新、知识交流的创新以及技术改革的创新。

1．参与主体多元化。一项活动的顺利完成离不

开一个协调者，政府作为政治管理、经济调节、文

化催生于一体的集成者，能够很好地担负起组织服

务者角色，其参与可以充分调度区域优势、金融资源、

知识力量，以宏观的定位协助产学研细节的完成。

一个企业的成长是每一次知识的集聚、技术的突破、

创新的实现，在发挥区域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更好

地面向知识需，企业能够有效地实现其价值，一个

能及时猎取有效市场空间、填充市场空缺的企业是

所有参与因素的互动平台。知识的传授者和接收者

在学校这个场所进行知识的碰撞，宽视野式的知识

传播与专攻式的知识修炼使得高校里的教育主体成

为多维度知识的提供者。科研机构作为专门的完成

知识技术化的主体，其提供了使知识技术化更为专

业与便捷的途径。

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丰富了协同创新

的参与主体，使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以多元化一体式

的参与主体整合各要素的优势资源，促使整个产业

过程立足于具有更大共性的起点，着眼于具有高追

求的目标。

2．知识交流多样化。协同创新的知识来源不仅

局限于高校、科研院所的学科知识，也需要将企业

文化融入到技术改进的过程中，学科知识的基础性、

专攻性是技术改进的基础也是学校、科研院所的优

势所在，而之所以融入企业文化是因为其所代表企

业价值与自身所具有的凝聚力，这种力量能引导政

策干涉的方向与基础知识的偏向。企业文化是在企

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无形的资产，其在与学校、

科研院所的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有选择性的倾向于他

们认可的、追求的知识表达，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影响。在产学研推进的过程中，不同领域的参与主

体所具有的文化结合后内生出广博多样且有利于推

动创新发展、接受创新成果的知识。

3．技术改革系列化。传统技术创新中忽视文化

在系统中的作用，容易导致技术的知识性创新意识

不足，创新资源匮乏；技术创新战略目光短浅，制

度机制保障不到位，严重制约了创新成果的转换。

本文认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技术

创新，技术创新要做到使技术因素与非技术因素的

结合体系化，即让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使用，要让

一切追求目标做引导，学科知识做铺垫，创新战略

做保障，市场供需做调节，专业指导做规范，后期

服务做延伸，打造一个多层次、全方位同具跨度与

高度的技术创新体系。

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演化与

要素分析

在文献综述中分析了从产学研到政产学研，再

从政产学研合作到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

在前人的论述中这些发展方式的参与主体定位几乎

都是从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出发，始终以

萨伊的生产三要素—劳动、土地、资本为根本，分

析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机制，弥补

协作过程的不足，提出改进发展的规划。本文试从

知识、资金、技术这三大要素在政府的参与下分析

协同创新的发展路径。

（一）知识是政产学研模式取得成功的基础，

在信息时代，用知识搭建的自动化、一体化的操作

系统已经成功取代原始的劳动操作。对知识的认识

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他认为知识是被验证过的、

正确的而且被人们相信的陈述。现代哲学将知识定

义为：客观事物的特征与联系在人脑中能动的反应，

知识是客观事物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表征。Gibbons

（1994）指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从学习的组织方式、

学科规模、人员遴选和质量控制等进行跨学科的过

程，知识在产业协同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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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是知识转化、技术成形、商品流通

的保障，也是萨伊所说的资本的要素。在政产学研

协同创新中政府可以鼓励银行等金融性机构为科技

研发、企业创新提供流动资金支持，同时企业也要

利用好民间资本优势，提高全民协作可能性，实行

捆绑式发展结构，降低协作因资金短缺、流通中断

而失败的风险。在资金介入的政产学研模式中，研

发阶段资金支持研发项目定位选择、中试阶段资金

支持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生产规模化阶段资金支持

产品市场推广 [12]。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资金仍旧

是投资追加、生产发展、产业链延伸必不可少的因素。

（三）技术商品化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最终追求

的成果，是知识转化、资金介入的最后阶段，而技

术是企业获利的关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

生产端入手，强调振兴供给机能，发展新兴行业，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对生产技术、创新能力

的新要求。

五、促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路径

Das 和 Teng Bingsheng 在风险理论中指出，组

织在联盟中存在因合作者不完全合作所导致的关系

风险和除了与合作行为有关的风险意外的所有风险

的绩效风险，这些风险的存在使得双方都已实现了

完全合作，但仍可能不能完全实现合作目标。在政

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受内外原因的制约，使得各

方在参与过程中会面临协作失败的风险，本文试从

参与因素角度分析政产学研风险的防控，从而加强

参与主体在协作中的风险防范意识，促使协同创新

成果成功运用。

一是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世界各国在促

使知识成果保护方面在不断探索与努力。借鉴当

今国际上很多国家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保护措

施——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政产

学研协同创新需要激发各方的创新活力，要营造

协同创新的氛围仍需加强创新主体对知识产权保

护的法律意识，注重对自身创新成果的保护，提

高运用知识产权参与竞争和维权的意识；立法部

门要制定、完善知识产权的法规政策，司法部门

要加强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打击力度，加强法律知

识的科普力度，促使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同时各行各业做好合理监督。

二是重视专利权转化工作。重视对引进知识与

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现状的实际结合，以便于更好更

快的理解、发展与保护。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

企业必须要将自身发展所蕴含的知识涵养与不足理

清楚、弄明白，做好顺利对接外来创新知识。企业

可以在已有专利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发展、延伸专

利的应用，以适合市场需求为切入点，推出满足消

费者新需求的产品，开辟新市场。这种模式的运用，

前提是要尊重与保护已有产权，合理合法的实现改

进与突破，与产权享有者做好沟通交流。

三是加强资金风险防控工作。政产学研协同创

新的实现过程及结果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资

金回报率低，有很多风险是无法由参与主体来承担

的，这就需要政府鼓励更多的金融、保险等行业作

为中介机构承接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风险，给予资

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各参与主体要提高对风险

承担中介机构的信任与报酬，提高资金风险防控工

作。同时金融、保险机构要做好对发展项目的风险

评估、资产抵押工作，通过各方的牵制，提高政产

学研协同创新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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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nergistic innovation of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takes fund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s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akes the innovations of governments, industri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s a system for research. The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policy adjustment for the synergistic innovation of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 leads the market 
of various departments to participate in all aspects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s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cooperation level of market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people's life and social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synergistic 
innovation, we need to do a good job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tent 
rights, and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inanci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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