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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知识创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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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在进行知识生产的同时还要开展知识创业。大学跨学科研

究组织进行知识创业需要5类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组织领导能力、项目申请与履约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知

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当5类能力得到满足时，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走向知识创业需要合适的创新路径：明确组织目

标，规划知识创业愿景；优化组织结构，构建知识创业团队；有效配置资源，加强资源整合；发挥集成与转化功能，

实现知识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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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a new 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rganization in 
universities conducts not only knowledge production but also knowledge entrepreneur. It requires a capacity of 
five categories to knowledge-based entrepreneurship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rganization: problem-solving 
capabilities,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capabilities, project application and performance capabilities,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configuration capabilities, Knowledge into productivity capabilities. It needs appropriate path of 
innovation to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based entrepreneurship when 5-class capabilities meet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rganization: clear organizational goals, planning knowledge entrepreneurial vision; optimiz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o build a knowledge-based entrepreneurship tea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 play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ies, Achieve knowledge-base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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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知识生产到应用，是“科学-技术-生

产”同一条转化链上的变革过程，是一个连续动态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变

革，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不但要进行知识生产，还

要进行知识创业。这在国外非常普遍。“知识创业

是指以知识创新、生产为主要特征，依靠知识、技

术开创新事业，创办新企业，实现其潜在价值的过

程。知识创业包含创办知识企业（或开展新业务）-

知识创新-知识生产-知识营销-知识资本化-再

次知识创新等一系列知识创业活动过程。知识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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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在于利用知识、技术和智慧创办新企业或

开创新的行业、新的市场，关键在于一个‘创’

字。[1]”然而，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在知识创业过程

中，需要各类能力的支持，需要合适的创新路径。

本文将从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知识创业的角度，研

究探讨知识创业型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知识创业

能力以及知识创业路径。

1 知识生产的模式

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是建立在院系之上的，由

某一学科带头人为核心与多学科领域学者组成的研

究教学团队。它打破了学科和院系的组织界限，承

担综合性的、复杂性的跨学科研究任务和教学，形

成了多种知识生产模式。

英国著名知识社会学家吉本斯从学术研究与

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两种知识的生产模式。

模式一是指启蒙以来的知识生产模式，其特点是在

学术团体控制的环境中来设置完成，强调研究基于

学科内，具有严格质量控制，注重个人创造力；模

式二是在应用知识的背景下生产知识，是以解决现

实社会问题为导向，具有跨学科性、异质性、多样

性以及社会责任性 [2]。模式二是一种知识生产的新

模式。传统知识生产是在专业学术背景下进行的，

新知识生产却是在应用语境下进行的。而跨学科研

究本身就蕴涵着“解决问题”的诉求，将相关学科

的学术研究与具体的现实重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达到充分的相互促进与结合，实现创新诉求。

知识创业是将创业看作是知识溢出的一种形

式。专家认为知识聚集环境更容易制造出创业机

会 [3]。知识创业作为知识溢出的一种形式和结果，

在将知识付诸商业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创新的扩散。

同时，知识创业过程也是创新能力吸引和凝聚的一

个过程 [4]。面对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在这种跨学科

研究组织中，不管是进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

开发研究，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都要适应知识生产

新模式的要求，都是以合乎学科特性的方式进行研

究合作，共同解决同一重大课题。在应用的语境下

进行新的知识生产，主要标志是新的知识生产组织

的出现 [5]。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知识创业的趋势越

来越明显，正一步一步地向知识创业型组织发展。

2 知识创业的能力

在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中，每一个成员都是某

一学科领域的精英，而领导者是组织的领军人物，

是组织的灵魂。因此，构成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

知识创业能力是多方面的，应包括成员本身具有的

能力以及在解决具体问题中逐步形成的集体能力。

研究者的能力是内嵌于每个研究人员自身的一种隐

性知识和素质结构，要在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

总体说来，能力生成总是作用于组织内部的知识活

动。所以，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内部能力存在个

体能力、团队能力和组织能力3个层次。个体知识

主要表现为个人的经验和技能，个人知识经过语言

的沟通和交流合作等整合机制，形成团队的活动方

式和技能。当团队在集体进行项目研究解决问题生

产“新知识”时，通过知识转移、资源配置等创新

机制，各个团队能力就生成组织能力。个体、团

体、组织3个方面的能力直接决定了组织知识创业

的竞争优势。因此，跨学科研究项目将需要一种大

的集体努力，包括更周密的社会安排：安排多学科

研究队伍、协调他们的努力、综合他们的发现 [6]。

对于知识创业的能力本文将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阐

述。

第一，问题解决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是知识创

业的前提，主要指研究者运用学科知识解决科研项

目中的复杂问题的能力，一般表现为单个研究者所

具有的能力，具体包括科学研究能力、沟通能力、

合作能力和学习能力等。科学研究能力是一个研究

者最基本的能力，是进行知识创新的基础。只有具

备科学研究能力，才能够针对所研究的问题，寻

找和获取解决具体问题所需的各种知识和信息。沟

通能力主要指的是语言交流能力，也就是彼得·盖

里森在描述参与雷达研制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如何

合作建立复杂的粒子探测器的过程中，为了交流思

想，相互启发，他们不得不制定一个“克里奥耳

语”，或减少日常语言，使他们沟通达成共识。合

作能力是在相互关联的问题链中，需要多种领域的

专家进行合作。如，在美国，由加州大学代管的劳

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开展的“全

球气候变化对于地区水资源供应的影响”重大课题

中，气象学家建立全球气候模型，计算机专家分析

运行模式，统计学家对降水量结果进行分析，地表

水文学家研究地面水流，地下水文学家研究地下水

运动，大气物理学家研究云层结构等。正如该研究

项目经理Norm Burhard 所指出的一样，如果没有跨

学科研究合作，我们就无法启动这项研究。甚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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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某些专家对一个特定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时，

通常只有通过与周围的人就研究工作进行讨论后才

能取得成功 [7]。学习能力是研究者必备的能力，只

有不断具有学习力，才能形成创新力，否则，在知

识经济时代，如果不能进行知识更新，那么以前所

学的知识就处于老化之中，研究者就会失去创新的

根本。大学是进行基础研究的主力军，现代型知识

生产方式的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主要强调基于合约

的问题解决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但并不排除以学

科为界的知识生产和多学科相结合的知识生产的有

机整合。在组织中，无论单个研究者和各个项目团

队，开展跨学科研究具有很强的优势，有力地促进

了多学科交叉研究，从而增强了解决问题能力，促

进新知识生产。

第二，组织领导能力。组织领导能力是知识创

业的一个基础，主要是对组织领导者的能力要求。

跨学科研究组织的领导和管理的好坏对组织最终是

否成功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国际上一些著名大学

的国家实验室的领导者或者大学自设的著名研究机

构的领导者都是该研究领域的精英人物，具有超凡

的个人领导魅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如美国加州大学

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的早期领

导者劳伦斯、斯坦福大学的跨学科研究组织“BIO-

X计画”的创始人之一朱棣文都是典型的例子。由

于跨学科研究项目的复杂性、难度和某种不确定

性，因此需要组织领导者在研究开展的过程中根据

实际情况不断地调整计划和安排，进行正确的决

策，这就需要具有战略发展眼光和协调管理能力。

在跨学科研究组织中，组织领导者要成为一个创业

型领导，应该是某个学科或者多学科领域的专家或

者学术权威。能够正确判断和把握该学科领域的发

展方向，能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或者满足社会需要

积极有效地培育和组织申报重大科研项目，并能够

根据需要组建和发展合适的学术团队，有效地促进

学术团队成员间的交流，在跨学科研究中能够及时

有效地作出决策，从而确保跨学科研究项目的顺利

开展。另外，组织领导者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学术品

质和创业家精神，具有与政府部门和产业界沟通的

经验和技巧，能够积极进行知识转移，使科技成果

能够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第三，项目申请与履约能力。在申请与产业界

合作的项目研究时，团队成员还必须具备某些产业

界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建立具有持续申请项目能力

的高绩效研究团队。为了设计一份项目申请书，需

要具有一些有关产业界的组织目标、结构和工作方

式方面的经验，以理解产业界的研究需要，从而成

功地完成与产业界有关的项目申请。而为了保证研

发合约成功，组织必须要对单个研究者或者团队研

究成员进行专用性投资，以提高跨学科研究组织的

问题解决能力。同时，为了提高组织的履约能力，

还应确定团队的适度规模和稳定性。适度的团队规

模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团队的稳定性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加强团队成员的工作努力程度，提高团队成员

的研发效率。组织领导者还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激

励措施和正确公平的评价体系，积极引导组织成员

积极合作，从而不断解决复杂问题，增强其自我履

约能力。

第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在一定程度上，

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运行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能否有效地获取资源和配置资源，因此，资

源获取能力与资源配置能力就成为跨学科研究组织

的重要能力。资源获取能力首先表现为物质资源的

获取能力，如组织是否拥有为开展跨学科研究所需

的物质能力，主要包括高质量的跨学科研究设施

和实验仪器设备。其次为项目经费的获取能力。离

开项目研发经费的支持，跨学科研究就成为一句空

话。跨学科研究组织要提升资源获取能力，需要在

信任和合作基础上努力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资

源配置能力提升。组织领导者应该根据组织发展目

标和研发项目情况，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为教育与

科研的集成和解决重点科技问题而作出相应决策的

能力。

第五，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知识转化

能力是知识创业的关键。知识转化能力指的是将研

发创新的新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这主要表现为组织的一种特有能力，包括产学合

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等。其中，产学合作能力主

要表现为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在与产业界打交道时

能较好地与产业界进行交流，有兴趣并有能力与产

业界建立联系，处理与产业界相关的问题。沟通协

调能力主要表现为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与当地政府

部门在实现大学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时所

需要的协调和沟通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总则也明确界定，科技成果转化是

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

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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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

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可以看出，知识转化最终

是将知识、技术等研发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直接

推向市场进行销售的转移。这种转移具有明确的跨

层次性。其实，知识转化能力也是大学跨学科研究

组织的一种延伸能力，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跨学科

研究组织走向知识创业所必需的一种能力满足。

3 走向知识创业的路径

（1）明确组织目标，规划知识创业愿景。大学

跨学科研究组织的组织目标处于组织管理的战略顶

层，可以总结为：开展跨学科研究，实现国家利

益，满足社会需求，同时为大学获取更多的研发经

费，赢得学术声誉。要使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转变

为知识创业，除了要达成以上目标外，还需要达成

明确的最终目标，即知识创业。实际上，知识创业

目标也是基于服务国家利益和满足产业界对知识应

用的要求。知识创业这个终极目标在大学跨学科研

究组织转变成大学知识创业中起着主导作用，决定

着组织运行方向与发展战略的制定。大学跨学科研

究组织在实现知识创业的过程中，成功实现了大学

的社会服务使命，也促进自身向知识创业的转变。

（2）优化组织结构，构建知识创业团队。从大

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内部结构来看，一般都是将学科

与研究项目交叉组织起来，属于矩阵式组织结构。

这种矩阵结构在降低交易成本、加快反应速度、提

升创新能力和加强团队协作等方面有着很强的优

势。在整个技术系统中，形成了新的沟通方式和控

制程序。功能层次让位给围绕最终产品而组织的

更为灵活的“团队”和“矩阵”组织形式 [8]。 在美

国，杜克大学尝试创建一种新的跨学科组织创新，

将跨学科与传统的学科单位有效整合为一种学术组

织，这种学术组织以传统学院和院系为“横向网

络”，以跨学科机构为“纵向网络”，将教学和科研

有效融合在一起的矩阵结构。而且，完善的矩阵组

织结构还可以实现成员知识最大程度的流动和共享

网络结构，形成合理完善的组织学习和信息回路反

馈系统，这也是跨学科研究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所

在。要想有效进行知识转化，不但要将二维矩阵结

构转变为多维矩阵结构，还应该成立相应配套的促

进知识转化机构，围绕一个大项目构建知识创业团

队，这个知识创业团队工作主要与外部（如政府、

企业等）打交道，集中于知识转化和技术转移，以

保证知识创业有效开展。

（3）有效配置资源，加强资源整合。要确保大

学跨学科研究组织持续不断的可支配的稳定的经费

来源。如果由大学教师自发组织成立的跨学科研究

组织，那么在成立申请时就必须明确研发经费来源

和持续支持的理由。如果由大学领导层决策后成立

的跨学科研究组织，那么大学就应该对成立的跨学

科研究组织的研发经费来源给予明确。至于由政府

倡导的与工业界进行合作的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

那么大学、政府和参与的工业企业在合作前制订一

个详细的合作方案，以确保研发经费到位。在有效

配置资源时，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仅仅依靠自身的

研发资源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以实现资源整合为

核心目标，吸收政府、企业和大学的各种有用的资

源并进行整合，形成科技成果库、人才库、技术需

求库等资源库，加速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知识转

化，提升大学的知识创业能力。

（4）发挥集成与转化功能，实现知识创业。集

成与转化功能，是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功能发挥的

主要表征。集成主要是指学科集成，是以服务国家

重大需求和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整合优化基础相

关、紧密联系、资源共享的多学科资源，以跨学科

研究合作为纽带，以综合性高科技研发为载体，充

分发挥核心学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效促使学科

集成。这种学科集成不是简单的集成，而是多学科

会聚在一起，起到“化学反应”，促进学科间有机

融合，以交叉集成引领学科整体达到高水平，从而

加强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在承担国家重大战略科研

项目和满足区域及行业重大需求的能力。要成功进

行学科研究，必须真正将多个学科集成起来，而多

学科的综合集成则需要以综合性高科技为载体，否

则所谓“集成”将是一句空话[9]。而对于转化，在

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中，从新知识的生产来看，不

是单纯地由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最后到开发研究，

而是一个跨层次、多主体的过程。如，在基础研究

和开发研究之间，也有可能是在应用研究和开发研

究之间，是一个跨层次的过程。另外，在研究参与

主体方面，不仅仅是大学自身，还包括政府和工业

企业等组织。这样，在进行知识转化时，确保高效

的执行能力和良好的过程控制，其转化过程将直接

关系到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目标的实现。如果转化

链运行良好，那么从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向知识创

业的转变就会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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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走向知识创业，使得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在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中，除了关心新知识

生产外，更需要关心知识应用的“质量”和学术声

誉。学科内在的知识属性在解决重大问题时被“激

活”和“强化”，不再是单一地从事“知识传递”，

在一定程度上，大学跨学科研究不仅看重扩大“知

识生产”、“知识创新”，更看重“知识产业化”，使

大学研究真正作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使大学跨学

科研究组织成为知识创业的典范，成为人类社会进

步的“经济动力引擎”。而且，大学跨学科研究组

织走向知识创业的路径，便是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的路径，能够实现知识产业化，满足工

业界对于知识的有效需求，便于学术界与产业界进

行合作，实现知识共享，将教育、科研和知识转移

有效结合，培养科技转化型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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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识别步骤进行了研究，构建出信息资产识别

表，并明确了信息资产需要再识别。但本研究还存

在一些不足，比如对信息资产识别表的全面性考察

和对识别表中各项指标赋值准确度的验证不够。无

论何时，信息资产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有待

进一步的关注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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