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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省部级产学研平台是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领域的一项战略性创新，是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社会资

源的创新模式，但其研究并未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目前，直接以“省部级产学研平台”为主题进行的理论探讨极为

匮乏，省部级产学研平台尚属新的研究议题。对省部级产学研平台及其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包括省部级产学研平台

研究现状、省部产学研合作研究现状、政府与产学研关系理论 3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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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vince and ministry platform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is a strategic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S&T policy and management and an innovative model of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in China. Unfortunately, enough attention to its study has not been paid by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is topic are extremely scarce at the present time. Therefore, 
“province and ministry platform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is a new research topic in China.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the study and related research on province and ministry platform of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i.e., research status of province and ministry platform of industry-
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research status of province and ministry coope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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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省部级产学研平台的含义及缘起
省部级产学研平台是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

有关部委联合为企业、大学、研究院所构建的，

用于展示、交流与互动的公益性服务体系，具体

形式表现为囊括产、学、研合作主体以及金融、

中介等相关机构参与的各类科技交易会、博览会

以及科技成果对接会。由政府主导构建的省部级

产学研平台，将产学研结合视野拓展至政府间合

作，促进全社会资源综合集成与高效配置，依托

平台建立科技与经济结合长效机制，从而有效解

决产学研合作中寻求合作伙伴及识别风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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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层面合作少、缺乏长期稳定合作机制等

问题，在推动我国省部科技合作、增强科技自主

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日益凸显

其重要作用。

尽管省部级产学研平台是新时期我国科技政

策与管理领域中的一项战略性创新，但实际上我

国的产学研合作实践可追溯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由于缺乏相应的科

技、教育体制支持，这种“工学结合”的模式一

直未落实，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产学研合作体系的

形成与发展始于 1992 年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教

委和中科院组织实施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以 1995 年和 2006 年两次全国科

学技术大会为标志，中国特色产学研合作在政府

推动下，经历“产学研联合”、“产学研结合”、

“产学研用紧密结合”3 个发展阶段 [1]。产学研合

作促进了经济与科技的紧密结合，加速实现科技

成果产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创新

驱动发展，并有力推动了经济体制、教育体制与

科技体制的改革，出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数十年的产学研合作实践表明，在产学研合

作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

题，范围涵盖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诸如：管理

体制（科技、经济、教育体制）方面问题、政策法

规问题、政府职能问题 [2-5]；投融资、信用建设、

风险投资机制、中介体系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学

界亦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诸多完善对

策及建议 [6-9]。然而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大多

着力解决产学研合作进行中的问题，其中隐含了

预设前提，即产学研合作各方寻找合作伙伴的渠

道顺畅、合作与交易信息透明、合作基本能够建

立，研究对合作创新进程中技术、市场的不确定

性以及产学研合作中的诸多偶然因素未予以充分

重视，而现实中的产学研合作仍不乏分散的、单

打独斗式的合作格局，往往出现合作信息不畅带

来的合作瓶颈。因此，如何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整合社会资源，为产学研各方提供交流、合作的

平台，成为产学研合作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省部级产学研平台作为整合资源的有效方

式与载体得以迅速发展。近年来，省部合作框架

的迅速建立为省部产学研平台建设提供了现实基

础。仅 2007 年，新达成的省部合作协议超过 15
个，多个部委与地方联合成立省部合作委员会，

建立工作会商制度，在科技、经济等诸多领域展

开战略性合作 [10]。以福建省为例，省部合作模式

初具规模，目前已有 41 个国家部委和中央企业，

与福建省签署合作协议，或者以会议纪要形式支

持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在此大背景下，中央

政府与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省部级产学研平台建

设，平台建设发展迅猛，在促进产学研合作、加

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省部级

产学研平台的建设过程中，省级政府注重将国家

意志与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加强同国家部委沟

通，寻求中央政府的理解与支持，加强区域间科

技合作，采取“一部多省”、“多部一省”和“多

部多省”的网络模式，汇集技术、资金、人才、

中介等要素，引导产学研各方开展全方位合作。

2  省部级产学研合作现状
省部级产学研合作（结合），是在 2005 年广

东省、教育部、科技部联合提出“两部一省产学

研结合”之后方纳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据对中

国学术期刊网的搜索，1992 年 1 月至 2009 年 10
月 25 日，以“产学研”为题名的期刊论文为 4419
篇，而涉及“省部产学研合作”的文献仅为 28
篇。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浏览概括，可以发现大多

属于广东省实践的总结与探讨，学理意义上的研

究仅有曾婧婧、钟书华的一篇文章，明确将省部

产学研视为我国省部科技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并指出省部产学研合作呈现主体多元化、合作跨

领域与跨地域、合作模式多样化等特征 [11]。其他

文献的研究主题集中在从政府、高校视角出发，

阐释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的具体内容、运作模式

与机制。广东省部产学研结合是省级政府与中央

部委联手推进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目前的研究主

要侧重于实践的总结与探讨。

一是政府层面。重点关注如何在省部合作框

架机制下，建立健全省部产学研结合的机制与体

制，创新产学研模式，建立长效机制，提升产学

研合作水平与层次。黄华华认为这种模式“不是

简单延续过去的产学研合作，而是新时期、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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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根据国家自主创新战略部署和广东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需求，推动形成高层次、全方位、可持

续的产学研结合的有益尝试”[12]。

政府的职能是统筹规划、协调指导和组织实

施，但并不干预具体产学研组合成员及形式 [13]。

在统筹规划上，由省部产学研结合职能部门对高

校、企业及科研院所进行调查研究，建立技术需

求与供给对接库，确定产学研合作目标和发展重

点，省市级政府分别制定产学研结合发展规划[14]。 

如佛山市根据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发展状况，由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有计划、全方位推进产

学研合作 [15]。在协调指导方面，努力构建科技资

源进入无障碍通道，建立省部科技资源和重点项

目双向开放通道 [12]。如东莞市科技部门以“科技

合作专线”方式，主动组织企业开展科技考察和

登门对接活动，举办各种形式成果推介会、合作

对接会等 [16]。

为履行政府职能，保证省部产学研结合的

顺利实施，广东省政府采取了各项措施并取得初

步成效。黄华华、宋海和刘炜 3 人的阐述较为全

面。黄华华认为省部产学研结合工作趋于规范

化、制度化，建立了初步健全的组织机构；建立

两部一省协商机制以及部属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全

面合作机制，定期编制工作计划、发布项目申报

指南，指定具体配套措施；创建省部产学研结合

产业投资基金，形成多元化、多渠道投资格局[12]。

宋海指出省部产学研结合的“两大机制”、

“三大体系”基本建立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两大

机制”是指与部属高校的对接协商机制和省部产

学研项目合作机制；“三大体系”，即政策支持体

系、组织保障体系、财政支持体系 [17]。

刘 炜 认 为 广 东 已 形 成 省 部 产 学 研 合 作 的

“三四五”格局。即三大推进机制，省部高层会

商机制、省市联动机制以及校地、校企合作机

制；四大支撑体系，组织保障体系、政策支撑体

系、多元化投入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五大创新

模式，组建创新联盟、共建创新平台、专业镇对

接、建示范基地、派驻科技特派员 [18]。

二是高校层面。高校在省部产学研合作中

的着力点是发挥自身科技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不断创新与完善校地、校企合作模式与机

制。为保证校地、校企合作顺利展开，雷朝滋剖

析了高校在省部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诸如思想认

识、功能协调、政策导向等问题，指出高校应创

新管理和激励机制，如调整高校考核评估指标体

系、建立动态科技管理模式及校企交流合作机制

等；在省部合作中高校的工作重点包括承担科技

攻关计划、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及科技成果转化基

地、联合培养人才等 [19]。在校地、校企合作的实

证分析中，李培根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在省部产

学研合作中“以平台为突破，以项目为带动，构

建开放式合作网络”的校地合作思路和举措，如

与地方政府共建研究院，与企业共建技术中心、

共同申报科技项目等 [20]。尹激、蓝宏认为北京交

通大学构建了学校与佛山市人民政府及企事业单

位的合作交流平台，在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

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起互动交流的校地、

校企合作机制 [21]。

3  政府与产学研关系
3.1 政府与产学研关系定位

随着产学研合作的深入开展，国内学者普遍

认识到政府对于产学研合作的重要作用，将政府

与产学研纳入一个研究整体的趋势愈加明显。

有学者以系统论的观点，在创新体系建设视

角下，定位政府与产学研三方关系。如刘志迎、

赵晓丹以复杂性理论为基础，认为产、学、研以

及政府作为技术创新的不同层次主体，均有自己

的目标、经营策略、内部结构和生存动力，通过

主体间的集聚与相互作用形成并无集中控制中心

的技术创新系统 [22]。苏敬勤、王延章持相同观

点，认为政府与产学研各方均为合作技术创新体

系的要素主体，但政府“具有特殊作用：它是创

新要素连接政策的制定者，它制定创新体系规

则”[23]。陈士俊、柳洲从合作动力角度提出产学

研“钻石琥珀模型”，认为政府因其特殊角色——

国家整体利益和综合社会利益的代表者，且在国

家创新系统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故对产学研

合作起调控、引导与激励作用 [24]。

部分学者在重新审视“产学研”内涵的前提

下，将政府明确纳入产学研概念中。如王成军、

王沛民注意到“产学研”理念与我国实践严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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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产学研”“不能生成一些与实践需要所切合

的复式组合型，无法使我们凭借其启迪或工具意

义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从而失去存在依

据”。 在产学合作的双边关系向大学——产业——

政府三边关系变迁转移过程中，国家政府的功能

仍是中心化，“这种转变需要政治涉入和不断立法

来保障”，然而走向官产学所整合的三重螺旋协同

模式是一种必然 [25]。有研究认为，官产学（研）

机制“代表一种对市场经济初期政府的全能角色

的清醒的意识”，它区别于产学研机制的要点就在

于政府部门的示范、导向作用在相当长时期内会

有所加强，官是官产学研机制的灵魂 [26]。

3.2 政府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理论基础

政府参与产学研合作有其理论基础，而国内

学者关于产学研合作中的政府研究大多是政府角

色的合理界定以及政策措施的提出，理论基础研

究并不多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理论。

一是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弗里曼等人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核心内容是

科学技术知识在一国内部的循环流动，在国家创

新系统中，政府与产学研三方同为国家创新系统

的构成要素。刘力将产学研纳入国家创新系统的

分析框架，认为可将产学研合作本质拓展为国家

创新过程，产学研是以创新为核心，由企业、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与中介机构共同构成的

网络系统，政府政策引导是产学研合作的实施保

证 [27]。连燕华、马晓光认为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

究框架下，“应将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和

行为主体引入创新系统，而不仅仅通过创新环境

间接的时隐时现的存在”[28]。

二是三重螺旋理论。三重螺旋理论是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创新理论，该理论认为大学、

产业与政府是相对平等并相互依赖的主体，通过

组织结构性的安排、制度性的设计等机制，达到

整合资源、互通信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实

现三方共同发展与收益。国内学者充分借鉴这一

理论，对我国产学研合作中政府职能进行探讨。

如涂俊、吴贵生注意到我国官产学的理论研究中

较少学者采用三重螺旋模型分析框架，建议引入

该模型时进行选择性的调整与改进。由于在我国

“官产学”合作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政

府本身无法成为一个先知的系统控制者，政府的

工作应该是通过制定和调整新的‘游戏规则’，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推动与财政支持，鼓励各

方开展合作”[29]。刘力认为，我国产学研合作的

战略选择必然是三重螺旋的整体发展，认为三重

螺旋是国家创新系统旨在推动产学研合作的一种

有效机制，政府的挑战在于将具有不同价值观念

与功能的产学研三方力量进行有效匹配 [30]。与刘

力的观点有所不同，方卫华认为，政府在国家创

新系统与三重螺旋模型中的角色是有所区别的，

国家创新系统中的政府是创新条件的提供者，而

三重螺旋中的政府是积极的行动者，在以自由放

任与国家社会主义这一连续体的中间某点上，因

此“公共政策的关键在于政府和市场某种程度的

结合上” [31]。

三是交易费用理论。张米尔、武春友认为，

产学研合作中的交易费用包括沟通成本、谈判成

本、履约成本 [32]。吴文华认为产学研合作本质是

一种交易，又是一种旨在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

排，为保证合作顺利进行，引入作为第三方的政

府进行规制是必要的 [33]。张米尔、武春友同时指

出，选择适宜的合作伙伴是降低交易费用对策之

一，这一观点为唐乐、段异兵以及刘和东所设计

的产学研合作机会主义治理机制——重复博弈提

供了现实基础。这些学者认为随着产学研重复交

易，地方政府应转变成为一个信息中介组织，搜

集并向市场传递交易者的声誉信息，促使合作各

方重复博弈，抑制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34-35] 。

四是信息不对称理论。政府的干预能够减少

产学研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黄上国发现目

前的产学研理论研究并不重视信息在处理政府与

市场关系中的作用，产学研合作中包括信息不对

称在内的各种信息难题的存在导致市场失灵及政

府失灵，因此应通过转换政府职能、完善产学研

合作的市场体系和专家评审制度来进一步规范地

方政府的行为 [36]。

3.3 产学研合作中的政府职能

李和平认为，在产学研合作中政府是调控主

体，发挥决定性作用，产学研合作必须在政府宏

观调控政策引导下，实现国家目标，但政府绝不

“主宰和包办”，政府职能主要是宏观指导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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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协调职能、政策和法规的导向职能 [37]。刘志

迎、赵晓丹从较为独特的双螺旋视角出发，认为

政府应当发挥科研链与产业链之间的多项反馈平

台的作用，建立多项反馈机制，促进技术创新体

系的收敛性演进 [22]。翟向阳等从高职教育角度

出发，认为政府必须通过统筹规划、政策指导、

行政手段等，促进高职院校走产学研结合道路，

政府在产学研合作教育中的行政职能包括舆论导

向、组织协调、投入保障、信息服务、评估监督

功能 [38]。

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产学研合作不同阶段

的政府职能并不相同。孙福全等借用化学名词形

象地剖析政府职能。如政府作为引发剂，在产学

研合作初期阶段，旨在提高产学研各方积极性，

提高科技中介服务质量，促进科技成果创造与转

化；作为催化剂，在合作初期阶段，提供公共设

施、中试基地等；作为阻化剂，在合作中后期，

政府功能在于规范产学研合作行为，使之在完善

的法律、法规框架下有序进行 [39]。朱强等认为，

在产学研合作搭台阶段，政府职能在于提出规划

与政策引导，通过组织、协调等手段整合资源；

在具体合作阶段，政府主要功能为协调服务职

能，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

结果阶段，政府发挥其化解风险功能和推进产学

研合作向产业集群发展功能 [40]。还有学者认为不

同层级的政府主体在产学研合作中发挥的职能不

同。胡继妹、黄祖辉指出目前的研究仅限于笼统

界定产学研合作中的政府职能，而对各级政府究

竟发挥怎样的作用并无更多探讨。强调“高层地

方政府（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主要限定在

制度供给（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计划等正式

制度约束）”，中间层级的市县级地方政府应改变

偏重“供给角度”发挥作用的路径依赖，针对产

学研实践突出问题，从“需求角度”发挥作用[41]。

4 结语
笔者将省部级产学研平台定义为，“中央政府

某一部门与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共同发起、

共同推动产学研合作的一种组织活动载体。”这是

国内学界对“省部级产学研平台”这一概念的首

次表述，认为省部级产学研平台是中央政府与地

方政府通过协同合作所搭建的实现科技、教育和

产业资源高度整合的有效载体，具有地域性、政

府主导性、省部协同性、综合服务性以及建设导

向性等特征 [42]。此外，笔者还建议可采取构建多

元供给模式、加强政府间合作、整合创新资源向

平台集聚、增强政府网络化治理能力等措施发展

并完善省部级产学研平台建设 [43]。

省部级产学研平台将处于分散、封闭甚至垄

断状态的创新资源汇集整合，形成政府、企业、

大学、科研院所之间的资源联动网络，是推动产

学研合作的最佳服务体系，但国内学者并未对省

部级产学研平台进行深入研究，极少的国内文献

仅仅是实践总结，未从学理上系统解读。本文对

省部级产学研平台及其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

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对省部级产学研平台进行系

统的理论探讨，为省级政府建设省部级产学研平

台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构建完善的产学研合作服

务体系，引导优势创新资源向重点领域汇集，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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