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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force to help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complete key core technology research. Building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 that combines produc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universities to help lo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o tackle key core technolo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o study the cre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s in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ro-"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re the technical 
support and source of innovation for enterprises, and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ar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universities. School-enterprise alliance builds a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ystem that closely 
integrates produc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carry out key core technolog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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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源，是助力地方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主力军。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

新平台是高校助力地方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举措。从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视域下，研究高校科技创

新平台的创建，必须推行“亲”企业的发展理念，高校是企业创新的技术支持和创新源头，企业的需求是高校技

术创新的原动力，校企联合，构建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研发体系，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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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一个国家综合

实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制造业是推动工

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力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

心技术，则是企业的“命门”所在。制造业企业必须在

关键核心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在关键领域实现自主

可控，才能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这一点在中美贸

易摩擦中最有体现，由于美国政府的制裁，中兴集团

的芯片供应商高通集团中止了对中兴的供货，这一决

定一度使中兴集团陷入困境，不得不停产。这一事件

再次向我们警示了没有关键核心技术的危险。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区域产业系统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持续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已成为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产学研深度融合，吸引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协同创新，

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各主体间“人才、

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有效汇聚创

新资源，从而实现深度合作。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

创新，实际上就是构建科技创新的社会网络化，例如，

企业和地方高校通过组建跨学科学术团队、联合共建

研究平台、培育高新技术研究领域等开展一些协同创

新活动，针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展科技攻关等。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源，是助力地方制

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主力军。开展产学研合作，

在高校、科研院所与产业之间建立互动链，制造业企

业为技术需求方，高校或科研院所为技术供给方，企

业、高校与科研院所等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以技术合约为基础相

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强大的研究、开发、生

产一体化的平台，并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综合优势。

高校是知识创新和传播的主要基地，但对国家科技方

针导向的反应不够敏捷，对生产企业科技需求缺乏及

时响应，通过与生产企业建立科技合作联盟，高校能

够直接参与科技知识和科技创新成果的创造。因此，

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平台是高校助力地方

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举措。 

2. 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研究现状 

当前，关于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研究大多集

中在以下几方面，比如，在开展科技创新过程中，高

校与高校之间、高校内部的院系之间、重点实验室之

间、甚至科研人员之间相对分散，科学研究是个体进

行的独立研究，科技资源和成果相互封锁。但是科技

创新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群体劳动，人们逐步认识到

了科研协作的重要性，开始探讨如何实现高校内部科

技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有效整合。如徐剑波等人在《论

高校科技创新平台的工作机制》（《科学管理研究》，

2009（2））一文中指出高校学科门类比较全面，但

是没有实现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导致科研力量分

散，不能有效共享学校的实验设备等，因此，应将高

校科技创新平台组建成一支融合多学科人才优势力

量的创新实体[1]。王立剑等在《高校科技创新平台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

管理》，2010（2））一文中认为高校科技创新平台

包括设在学校的国家和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

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以及学校自建的研究开发基

地等[2]。曹蓓等在《构建高校科技创新平台的探索与

思考——以南方医科大学为例》（《中国高校科技》，

2016（9））一文中提出构建起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

台，以适应科技工作链条式发展需求[3]。 

实际上，高校科技创新平台有效运行需要多主体

支撑，包括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相关服务

行业等，由政府倡导，高校主导，企业、科研院所紧

密合作，金融机构和科技中介组织积极参与，是高校

与社会资源合作开展科技创新，组建科技研发战略联

盟。在有关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研究工作中，不

能仅限于探讨高校内部资源的优化组合，而应该拓宽

思路，从产学研合作的视角，创建科技创新平台。目

前，高等教育的功能已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延伸到

社会服务，通过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将高校创造的科

技创新成果尽快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力地方制造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已经成为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对产学研合作

展开研究 [4]。1986 年，原国家经贸委员会、国家教育

委员会及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产学研”联合的主张。

1992 年，由原国家经贸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共同

组织实施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其宗旨是：在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通过产学研联合，

建立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密切而稳定的合

作关系，逐步形成产、学、研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道

路。从提出“产学研联合”思想至今，历经近 40 年的

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我国在产学研合作研究上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在中国知网总库以“产学研合作”为关

键词进行“精确”检索（不限文献年份），共得到期刊

论文 4542 篇，其中涉及社会科学领域和经济与管理

科学领域研究论文较多，前者共计 2027 篇，占 44.6%，

后者共计 2515 篇，占 55.4%。在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

研究论文中，根据主题类别大致又分为宏观经济管理

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经济、工业经济、

科技管理研究等，其文献主题的分布情况如下图 1 所

示，整体来看，“产学研合作”在科技管理研究和企业

经济中被较多关注，在科技管理研究中占 26%，在企

业经济中占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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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献主题的分布情况图 

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产学研”合作的研

究还存在较大差距，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深化。在国外，

产学研合作开始较早、发展较好的国家是美国。威斯

康星州立大学在20世纪初就率先实施走出校门与社

会结合，进行了历时十年的卓有成效的改革，从而产

生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威斯康星

思想”。“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建立于20世纪

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通过产学研合作对该园区的建

设起到了摇篮的作用。斯坦福大学在1951年兴建了

“ 斯坦福研究园”，该研究园的建立为全球最大的电子

工业基地“硅谷”奇迹般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日本也是

产学研合作开始较早的国家。日本经营团体联盟在

1956年发表了《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技术教育的意

见》，提出“要使理工系统的大学和产业界紧密地联

系起来，大学方面要确切地把握产业界的要求” [5]。

此后，日本政府便把产学研合作作为科技振兴和人才

培养的重大举措列入国家计划，迈出了高校与企业的

产学研合作步伐。韩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是官、产、学、

研联合研究体制，即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相

互合作。此外，欧盟各国也非常重视产学研合作的开

展[6]。 

由此可见，国外较早开始探索通过产学研合作推

动科技创新，注重对现有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与国

外相比，我国的科技创新资源更加有限和紧缺，应当

采取措施优化现有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通过产学研

合作，建立科技创新平台，实现高校与企业科技创新

资源有效整合，提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3. 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视域下的高校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 

高校集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于一体，是新

知识、新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离

不开高校的技术支持，而企业的技术需求又是高校开

展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没有企业的有效需求，高校的

技术创新活动就会缺乏基础[7]。产学研合作，协同创

新，共建高校科技创新平台，既解决了企业研发能力

不足问题，也解决了科研和生产相脱节问题，加快高

校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的进程，充分发挥高校在地方

区域行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3.1. 产学研合作创建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必须
推行“亲”企业的发展理念 

我们从产学研合作视角出发，创建高校科技创新

平台，必须推行“亲”企业的发展理念，一方面使高校

能够根据需要制定相关的规划和政策，认真整合学校

的人才资源与科技资源，确定具体的科学研究和成果

转化项目，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产生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和高校合作，集聚大量

的优秀科技人才，提升自身科技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

为自身发展夯实基础；此外，通过高校与企业的共同

努力，整合双方优势资源，为高校和企业提供一个公

共、有效的发展空间，高校整合企业研究力量，以企

业不断更新的技术要求和强大的资金支持为后盾，提

高高校的研发能力和创新效率，企业将高校的人才、

科技优势和自身需求结合起来，进而提升自身的科技

创新能力。 

高校通过产学研合作创建科技创新平台，走“亲”
企业的发展路线，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高

校及时掌握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及行业发展的

最新动向，积极捕捉企业的技术需求，使企业的需求

与高校的科学研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使高校科研工

作更好地为企业生产服务；另一方面，高校发挥多学

科优势，进行知识创新活动，开展前瞻性的技术研究，

攻克核心技术，占领科学制高点，努力为企业十年、

二十年之后的产品升级换代提供技术支撑。这样才能

从根本上发挥好高校的作用，使高校和企业建立稳定

的合作关系。而企业是市场需求和动向的风向标，应

及时向高校提出技术需求，发起创建科技创新平台，

与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把高校的科研创新成果及

时进行市场转化，使高校科研成果尽早为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 

3.2. 产学研合作创建高校科技创新平台，有利
于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研发体系 

我们从产学研合作视角出发，创建高校科技创新

平台，形成产学研联盟，高校在广泛参与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过程中，积极参与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开发，

有利于逐步形成以推动各行各业技术进步为主要目

标的技术转移和服务体系。 

目前，高校面向企业和社会需求，建立大学技术

转移中心和科技服务中心，形成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

术研发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种典型的形式。 

3.2.1. 依托大学科技园 

大学科技园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构成主要是依托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校，把高校

的综合智力资源优势与其它社会优势资源相结合，搭

建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大学科技园可以充分利用高校

的人才智力优势，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

宏观经济

管理与可

持续发展, 
343, 16%

经济体制

改革, 341, 
16%

企业经济, 
620, 29%

工业经济, 
265, 13%

科技管理

研究, 56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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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产学研用结合提供支撑

平台和服务机构。 

3.2.2. 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 

高校与企业共同组建联合实验室、教学实验示范

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等研究机构，借助共建研究机构

这样一个平台，企业可以有针对性的对高校相关技术

领域的科研创新进行持续投入，储备技术和人才；同

时，有企业提供的科研基金和技术需求做支撑，高校

可以持续开展针对某一专业领域核心关键技术的攻

关，保证科研工作的连续性，实现科研工作的实用性

与实效性。 

3.2.3. 在中心城市建研究院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高校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动力，高校和地方的科技经济发展已融为

一体，借助研究院，高校捕捉地方经济发展的热点问

题，针对地方主导产业中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开展

研究，解决产业和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从而推

动产业升级。 

3.2.4. 组建学科性公司 

高校整合自身的科研成果和人才优势，创办具有

“知识创造”能力的集科研、生产、创新人才培养于一

体的经济实体，主要任务是尽快将科研成果孵化为成

熟的技术并形成产品，投入应用或生产，实现科技成

果向现实生产力的快速转化，实现人才培养、科研发

展与经营效益并举。 

3.2.5. 与企业共建经济实体 

鉴于校内组建公司资产薄弱，高校可以尝试与校

外企业合作，建立优势互补的产学研用长效合作机制， 
利用经济杠杆把双方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经济

利益共同体。在具体实践中，可成立股份制企业（集

团），学校以所开发的产品或技术（个别投入一定的

资金）占有股份，以董事会的形式参与管理；也可以

是高校与企业联合承担工程研制任务，以协议的方式

明确联合体领导成员、办事机构及合作内容，具体合

作以合同方式约定。 

从产学研合作的视角出发，创建高校科技创新平

台，在人、财、物上充分整合校企双方资源，不仅有

助于高校改善科研条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更有利

于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

生产力，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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