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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冲突分析图模型（GMCR）理论引入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决策研究之中，利用冲突

分析图模型方法为政府组织、高等院校和科技人员对改革决策提供分析路径。应用冲突分析理论构建

分析模型，动态模拟改革决策主体冲突的演变过程，通过稳定性求出冲突均衡解并对稳定后路径演化

进行分析，为政府组织和高等院校是否推行改革提供了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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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模型的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决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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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是中国特色创新发展

之路。纵观近年来的改革实践，科技成果转化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占据我国科技成果总量绝大部

分的职务科技成果“束之高阁”的现象没有从根

本上得以解决。鉴于此，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

所有制的改革试点正逐步探索开展，试图以产权

激励职务发明人进行科技成果转化，认为职务科

技成果转化难的症结在于产权所有制 [1]。当前，《赋

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

点实施方案》已经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已成为

一种既定的国策。

对于这一改革实践，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的专家们意见不一，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的观点

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这一改革是一种全新模式，

值得大胆尝试；也有人认为这一改革不合理不合

法，是否推行值得商榷。实践论支持者认为职务

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最有

效手段，它解决了成果定价、股权奖励以及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等问题，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最

有效手段，可谓一制解千愁 [2]；实践论反对者认为

这一改革不符合当前法律规定，利益分配机制不

合情理，不立于调动科技成果利益主体的积极性 [3]。

经验论者从产权理论视角，认为明晰发明人和单

位科技成果权属约定，降低了成果转化的交易费

用，提高发明人从事促进成果转化的动力 [4]；法

学论者从法律视角分析政策执行面临的法律障碍，

以利于科研人员的基准进行立法解释，提出以意

定优先为原则修订相关法律 [5]；也有学者认为赋

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重

在权属管理改革，关键在于制度体系建设 [6]；还

有学者从经济学和法学交叉的法经济学角度，认

为事中产权激励或是产权激励是职务科技成果权

属改革合理的现实选项 [7]。

当前，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尚未形成统一

的认识，这一改革是否要试点并广泛推行，确实

需要明辨改革的逻辑，形成全面的理性认识，把

握其确立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以及价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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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根据目前的形势来判断自己下一步的选择。

决策者的偏好及策略的实施顺序至关重要，依据各

个决策者的偏好，可以预测最终均衡的结果，即稳

定性分析。

Fang 等 [12] 将简单偏好下的稳定性根据不同的

决策风格和背景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 Nash 稳定、

GMR 稳定、SMR 稳定和 SEQ 稳定。在 Nash 稳定

下，决策者认为自己选择的状态就是最终状态；在

GMR 稳定下，决策者认为自己的选择可以引起对

手反击时就是稳定状态；在 SMR 稳定下，决策者

认为自己也有反击机会，自己反击后冲突结束；在

SEQ 稳定下，决策者认为对手的反击不是不惜一切

代价的，要给自身带来好处。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冲突分析图模型

引入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决策研究之中，为相关

改革决策提供新的冲突解决方案。

2.2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共享机制中的冲突识别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属于

单位，比如最常见的高等院校职务专利科技成果，

高等院校为专利权人，享有所有权；而科技人员作

为发明人，享有创造成果后的被奖励权以及成果转

化后的被报酬权。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共享机制的核

心就是将职务科技成果的“单位所有”变为“单位

和科技人员共同所有”或科技人员“独有”，其根

本要义在于以事前产权激发科技人员创造成果、转

化成果的积极性。

根据我国国情，以高校为例，我国的职务科技

成果所有权议题不仅仅是高等院校与科技人员（发

明人或团队）之间两方利益博弈，政府组织如国

有资产管理、科技、教育、财政、知识产权等部门

在试点改革中的政策制定和统筹协调作用也至关重

要。由此，推行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运行过

程是政府组织（泛指科技成果所有制改革所涉及的

职能部门）、高等院校以及科技人员三方的权利冲

突。

3　基于图模型的冲突分析

3.1　决策者及其策略选择

在推行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冲突中，主要有三

个决策者：政府组织（DM1）、高等院校（DM2）和

科技人员（DM3）, 每个决策者可能采取的策略情

理性。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冲突分析

图模型（GMCR），以全新的视角从职务科技成果

所涉及的政府组织、高等院校以及科技人员等参

与主体偏好等层面，提出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

决策冲突分析模型，刻画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决策

的演化路径，研究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属改革的

决策问题，提出了较为理想的冲突解决方案，为

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从行动者（政府机构、

高等院校和科技人员）视角研究职务科技科技成

果权属改革的决策问题，二是利用具有处理少量

信息和多主体优点的冲突分析图模型，丰富了冲

突理论的研究领域。

2　冲突分析图模型构建

2.1　冲突分析图模型

冲突分析图模型 [8] 是分析多人决策和解决多

人竞争的交互式决策工具，是一种对冲突行为进

行系统建模和行为分析的决策分析方法，其优点

在于利用决策者的相对偏好信息灵活丰富地刻画

决策者的行为。随着冲突分析理论的不断发展，

冲突分析图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在医疗纠纷、政

治治理、环境资源管理等领域，近几年也有学者

应用到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9]、科技项目管理 [10] 等

众多领域。

冲突分析图模型可以通过 V={N,S,P,G} 来表示，

主要包含四个基本元素：决策者（N）、可行状态（S）、

偏好（P）和状态转移图（G）[11]。在图模型中，

每一位决策者（Decision Maker，DM）都可以自主决

策，是具有一定决策权的局中人或利益共同体。当

所有决策者都完成了选择时，就形成了一个冲突的

结局，称之为一个状态。其中不违背逻辑推理的状

态被称为可行状态，即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状

态。得到可行状态集后即可分析每个决策者的偏好

选择。决策者面临不同环境和对手的反击时，为

了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状态之间是可以转移的，

用公式表示为                             　　　　，即可达

集合。存在这样一种可达集合，转移后的状态均是

偏优的，称之为改良可达集，即　　　　　　　　

　　　　　　　　  。冲突分析理论假设决策者都

是理性的，并且决策行为都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位

( ) ( ){ }ii GqsSqsR ∈∈= ,:

( ) ( ){ }iii sqGqsSqsR ，∈∈=+ ,:
( ) ( ){ }iii sqGqsSqs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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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1）政府组织的可选策略。是否支持改革，

出台激励措施。作为第三方，政府组织在改革中的

中介作用非常关键，可以通过府间协同制定激励政

策，希望高等院校和科技人员采取合作的态度支持

改革，激励高质量科技成果的创造，从而有效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

（2）高等院校的可选策略。是否支持改革，

修订完善相关政策文件。修订并完善有关职务科技

成果共享机制的政策文件（赋权形式、成果评价、

收益分配等），保障科技人员的利益；相反，不希

望科技人员共享科技成果，现有的相关政策已能够

有效激励科技人员创造成果以及促进成果转化，保

持现有的政策不变。

（3）科技人员的可选策略。一是作为成果权

利人，认为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很有必要，“自己

的孩子自己养”，而且相比于以前“先转后奖”

的方式更加明确，希望与单位共享科技成果，作

为部分权利人或者完全占有科技成果；二是仅作

为发明人，认为高等院校现行相关的政策已经很

完善，不需要与单位共享科技成果，科技成果由

单位完全所有，自己仅作为发明人；三是认为现

行政策还不够完善，放弃科技成果的申请。

3.2　可行状态及其转移

在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冲突中，将三个决

策者的策略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冲突的一个局

势（状态），理论上应该存在 25=32 种状态。我们

假定每一个决策者必须仅能做一个选择，再考虑状

态逻辑可行性，比如科技人员对于科技成果的权属

只能是权利人或者仅作为发明人，以及不申请科技

成果这三种方式的其中一种。如表 1 所示，剔除不

可行状态后最终可得到 9 种可行状态。符号“Y”

表示选择相应的策略，“N”表示不选择。

根据可行状态表，可以绘制出 DM1、DM2、

DM3 的状态转移图模型（见图 1）。图中的圆圈

表示可行状态，箭头表示状态的转移方向（双

箭头可逆），分别用不同的线型表示三个决策者

DM1、DM2、DM3。

表 1　科技成果共享机制冲突的可行状态

决策者 策略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DM1 1. 激励政策 N Y N Y N Y N Y —

DM2 2. 支持改革 N N Y Y N N Y Y —

DM3 3. 成果权利人 Y Y Y Y N N N N —

4. 仅为发明人 N N N N Y Y Y Y —

5. 不申请 N N N N N N N N Y

权排序法、直接排序法和策略权重排序法。本文采

用策略优先权排序法得到政府组织、高等院校以及

科技人员的偏好信息，计算过程可参考文献 [13, 14]。

根据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冲突的实际背景，可以

确定三个决策者的偏好声明，如表 2 所示。

使 用 策 略 优 先 权 排 序 法 根 据 表 2 中 决 策 者

DM1 的偏好声明信息，可以计算各 DM1 每个状

态的分值大小。如果 DM1 选择该策略，状态值为

真，用 T 表示，反之用 F 表示，如表 3 所示，得

出 DM1 的状态偏好排序结果：

DM1：S4 ＞ S8 ＞ S3 ＞ S7 ＞ S2 ＞ S6 ＞ S1 ＞

S5 ＞ S9

图 1　状态转移图

3.3　决策者的偏好信息

决策者各自偏好的排序方法，主要有策略优先

S1 S2 S5 S6

S3 S4 S7 S8

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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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 声明 解释说明

DM1 -5 不希望科技人员不申请职务科技成果

2 在当前新局势下，希望高等院校敢于改革，大胆创新

1 支持高等院校试点改革，出台激励措施

3 支持产权激励，支持赋予科技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

4IF-2 如果高校不支持改革、不修订政策，科技人员仅能作为科技成果的发明人

DM2 2IFF1 当且仅当政府支持改革时，高校会支持改革并修订完善管理办法

3IFF1 当且仅当政府部门支持改革时，才允许科技人员共享科技成果

2IFF3 当且仅当科技人员选择共享科技成果所有权时，才支持改革并修订完善管理办法

4IFF-2 当且仅当高校不支持改革、不修订政策时，科技人员仅作为科技成果的发明人

-5 不希望科技人员不申请职务科技成果

DM3 2 希望高等院校敢于改革，大胆创新，修订完善管理办法

1 希望新形势下，政府部门支持改革，出台激励措施

4IFF-1 当且仅当政府组织支持改革时，科技人员选择占有科技成果所有权

-5 当前自己不申请科技成果

表 2　各决策者的偏好声明及其含义

表 3　可行状态偏好分值及排序结果

同样的方法得出 DM2 和 DM3 的状态偏好排序

结果：

DM2：S4 ＞ S2 ＞ S6 ＞ S8 ＞ S5 ＞ S9 ＞ S7 ＞

S3 ＞ S1

DM3：S4 ＞ S8 ＞ S7 ＞ S3 ＞ S2 ＞ S6 ＞ S5 ＞

S9 ＞ S1

3.4　稳定性分析及路径选择

运用冲突分析图模型 II 软件，通过个体稳定

性分析可得到冲突均衡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

冲突的均衡解（Equilibrium，E）用 “ * ”表示，

稳定解用“√”表示。

3.4.1　全局均衡解分析

如 表 4 所 示， 在 Nash、GMR、SMR 和 SEQ 四

种稳定性定义下的均衡解分别是状态 S4、S6 和 S9。

均衡解 1：状态 S4 为政府组织和高等院校都

认为产权激励很有必要，支持科技成果权属改革，

决策者 声明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DM1

-5 T T T T T T T T F 24

2 F F T T F F T T F 23

1 F T F T F T F T F 22

3 T T T T F F F F F 21

4IF-2 F F F F T T F F F 20

分值 18 22 26 30 17 21 24 28 0

排序 S4 ＞ S8 ＞ S3 ＞ S 7 ＞ S2 ＞ S6 ＞ S1 ＞ S5 ＞ S9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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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定性分析结果

决策者 策略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DM1 1. 激励政策 N Y N Y N Y N Y —

DM2 2. 支持改革 N N Y Y N N Y Y —

DM3

3. 成果权利人 Y Y Y Y N N N N —

4. 仅为发明人 N N N N Y Y Y Y —

5. 不申请 N N N N N N N N Y

均衡结果

Nash √ √ √

GMR √ √ √ √ √ √ √

SMR √ √ √ √ √ √ √

SEQ √ √ √

E * * *

政府组织选择府间协同出台激励措施，高等院校选

择完善现有的管理办法支持科技人员拥有科技成果

所有权，同时，科技人员也希望选择作为科技成果

的权利人。

均衡解 2：状态 S6 为政府组织支持改革，但

高等院校不支持改革，不希望修订现有的管理办法，

鉴于此，科技人员选择仅作为科技成果发明人。

均衡解 3：状态 S9 为不管政府组织和高等院

校是否支持改革，是否出台激励措施，科技人员都

选择不申请科技成果，这个均衡解使冲突各方都陷

入了僵局，是一种“下下策”的解，科技人员创造

科技成果的积极性都没有了，何谈科技成果转化。

3.4.2　冲突转移路径

结合均衡解和状态转移图，可以得出冲突转移

路径。

（1）转移路径 1：描述了从初始状态 1 到 4 的

决策路径，如表 5 所示。首先，在科技人员选择拥

有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情况下，高等院校为解决这一

冲突，采取支持改革并修订完善有关科技成果共享

机制的管理办法（从 S1 过渡到 S3）；此时，鉴于

高等院校和科技人员的内生动力，政府组织也支持

改革出台激励措施（从 S3 过渡到 S4）。

（2）转移路径 2：描述了从初始状态 1 到 6 的

决策路径，如表 6 所示。首先，在科技人员选择拥

有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情况下，政府组织为解决这一

冲突，采取支持改革并出台激励措施（从 S1 过渡

到 S2）；但此时，由于高等院校仍然选择不支持

改革，鉴于此，科技人员选择仅作为科技成果的发

明人（从 S2 过渡到 S6）。

3.4.3　模型分析结果与改革实践比较

以上模型得出的均衡解结果和状态转移路径

与我国现行一些地方和单位改革推进的效果是一致

的。

（1）结合均衡解 1 以及状态转移路径 2 的分

析，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要建立在政府组织、高等

院校、科技人员对产权激励的意义高度一致的基

础上。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实践探索始于 2010 年，

西南交通大学规定一项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由

科技人员与国家大学科技园（代表学校）混合所

有，这一改革实践得到地方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随后，成都市和四川省于 2014 年和 2015 年先后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明确提出了“职务科技成果权

属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从西南交大扩大到四

川省。有了政府层面的支持，西南交通大学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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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并规范管理流程，将职

务科技成果部分“奖励”科技人员，明确了分割

确权比例、定价机制、收益分配和管理流程。截

至 2019 年 12 月，西南交通大学对 222 项职务科技

成果实施权属改革，创办了 20 余家高技术企业，

成果评估作价入股超过 1.6 亿元，吸引社会投资近

10 亿元。参与改革试点的四川大学已有 85 个项目

进行分割确权，作价投资企业数和作价总经费是过

去 10 年总和的 10 倍。四川省改革成效显著，明确

将改革试点单位扩大到创新成果多、基础条件好、

改革积极性高的 45 家单位 [15]。

（2）结合均衡解 2 以及状态转移路径 2 的分

析结果，为改革实践提供了决策参考，科技成果权

属改革需要在科技成果创造与转化机制完善的高校

试点推行，专业机构相对健全，人才队伍相对完善，

建立在科技人员利益诉求与激励兼容的基础上，否

则不能盲目推崇。2017 年 6 月，根据新形势下江

苏省高等学校知识产权工作要求，要求各高等学校

进一步探索高等学校与发明人对知识产权分割确权

和共同申请制度试点，南京邮电大学、江苏大学和

南京工业大学作为全省 3 所知识产权分割确权的试

点单位，探索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共享机制，

但目前该改革实施效果并不显著，有的高校甚至从

改革试点以来尚没有一例与发明人共有产权的科技

成果。

4　结论和建议

职务科技成果权利的配置对提升成果质量、促

进转化运用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冲突分析图模型的

冲突分析，构建了职务科技成果权属配置改革中不

同决策主体的冲突模型，通过冲突求解得出了政府

组织、高等院校和科技人员在不同偏好下的均衡解。

分析均衡解以及演化路径可见，职务科技成果的权

属改革要辩证地把握改革确立的历史必然性、现实

必要性以及价值合理性；要树立整体与重点思维，

构建政府、高校、科技人员三位一体协同体系；要

在把握高等院校和科技人员现实逻辑的基础上，根

据高等院校实际情况适时推行。

（1）政府组织层面：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权属

改革，政府需要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做好顶层

表 5　状态转移路径 1

                                                                                          初始状态                       中间状态                        均衡状态

决策者 策略 S1 S3 S4

DM1 1. 激励政策 N N Y

DM2 2. 支持改革 N Y Y

DM3 3. 部分权利人 Y Y Y

4. 仅为发明人 N N N

5. 不申请 N N N

表 6　状态转移路径 2

                                                                                          初始状态                        中间状态                         均衡状态

决策者 策略 S1 S2 S6

DM1 1. 激励政策 N Y Y

DM2 2. 支持改革 N N N

DM3 3. 部分权利人 Y Y N

4. 仅为发明人 N N Y

5. 不申请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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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不盲从推行，充分做好调研论证；对于有条

件试点推行的高等院校，政府需要发挥自身公共权

力与公共资源优势，从国资处置、税收减免、服务

体系等多个方面配套政策，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在制度出台、制度实施方面形成系统性，发挥联动

作用。比如在各省市层层建立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委

员会、工作小组，代表由科技、教育、财政、审计、

国资管理、知识产权等相关职能部门选派，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构建府间协同机制，在改革实践过程

中加强跟踪研究，收集和反馈具体问题，建立有效

评估机制，从实践出发确保改革实效。

（2）高等院校层面：高等院校要以促进科技

成果创造和转化为根本遵循，把握好科技人员利益

诉求与激励平衡的基础上，健全专业机构和人才团

队建设，构建完善的机制体制。对于职务科技成果

权属改革，既不要盲目地加以推动，也不必无原则

地加以限制。工作重点需要进一步梳理学校科技成

果的发展现状，综合科技成果知识结构和科研人员

特征，加强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高等院校一方面

要发挥自身主体作用，另一方面还要激励科技人员

的主动意识，与科技人员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

机制，探索形成赋权形式、成果评价、收益分配等

方面制度，根据单位实际构建促进科技成果创造与

转化长效激励机制。

（3）科技人员层面：科技人员是创新驱动发

展的关键因素，科技人员又是创新驱动的关键驱动

因素，科技人员理应肩负科技创新的职责和使命，

为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是科技人员矢志不渝的目标

和职责。科技人员一方面要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另一方面要让成果能落地、让成果能转化。要始终

与高等院校一起从科技成果权益保护与价值实现的

角度，充分了解科技成果产权配置不同情形的利弊

进行合理配置，千万不要为了拥有而拥有，盲目地

占有科技成果，要权衡自身科技成果运营和产业化

工作能力，正确处理科技成果的权属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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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Analysis of Ownership Reform of Pos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Based on Grap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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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aph model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GMCR) is first applied to the decision-making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the ownership reform of pos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for the conflict of decision-
makers such as government agenc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An 
analysis graph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the theory of conflict analysis to dynamically simulat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conflict among the decision-makers of reform. The equilibrium 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s obtained 
through stability, as well as the path evolution analysis after stability, which provides a solution for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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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hance the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ch determines the scale and efficiency of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ivities.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world’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ts flexible and 
efficient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mechanism has a lot of valuable experience to learn fro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vestment scale and structure of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his paper 
compared China’s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with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t forward that 
China should increase the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scale and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forward-looking marine technology, optimize the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structure and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ocean basic research,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 and 
improve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scale; investme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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