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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价研究

杜 栋等胡慧玲

（河海大学信息管理系，江苏常州 213022）

摘  要：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产学研合作的高级形式。在吸收和借鉴目前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要素和过程两个层次分析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的因素，初步构建了包括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投入、协同创

新过程、协同创新产出、协同创新结果等5个一级指标组成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运用网络层次分

析法建立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价模型。研究成果有助于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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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Evaluation about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Industry, Edu-
cation and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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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Industry, Education and Academy (IE&A) is a senior form of the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bout the combination cooperation, from 
the elements and process two levels to analysis the influence factors about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operative innovation was initially built in this paper, which is 
including 5 one class index: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vestm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oces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utpu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sults. At last, the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the network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Research result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Keywords: IE&A , IE&A cooperatio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IE&A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put-output theory, network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1]。有的从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网络组织进行讨论 [2]，有的从产

学研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进行讨论 [3-4]，也有的探

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网络平台 [5]，等等，但目前关

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价尚未见相关报道。这

也许是因为产学研协同创新还是一个新事物，才刚

刚开始研究不久。

目前可见的成果要么是关于产学研合作项目绩

效评价或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研究 [6-8]，

要么是有关企业内部或产业集群或供应链等协同创

新绩效评价研究。但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别于以

前的产学研合作。不过，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开展

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

正如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是产学研合作研究

的重要课题一样，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价问题

也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不可回避和必须面对的研究课

题。总之，从理论指导实践的角度出发，如何对产

学研协同创新的绩效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已成为

第一作者简介：杜栋（1964- ），男，河海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研究领域：协同管理、协同创新。

基金项目：江苏省 2012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协同创新背景下研究生培养中的协同发展问题研究”（JGZZ12_018）。
收稿日期：2012年8月3日。

理论研究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5卷第1期  2013年1月

─74─

推动其发展的重要问题。

1 对最基本概念的认识和观点

在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前，必须明确

一些最基本概念的认识和观点。

第一，协同创新不同于原始创新过程的协调合

作，也有别于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程

的产品技术要素整合，其本质属性是一种重要的管

理创新。

第二，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大学、科研

院所3个基本主体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和能力，在

政府、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共同进

行技术开发的协同创新活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是

简单的产学研合作，它是产学研合作的高级形式。

产学研协同创新，一是要强调各方主体的协同，二

是更强调在协同环境下的创新。

第三，单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绩效包含有

成绩和效果的意思。用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方面，

是指社会经济管理活动的结果。产学研协同创新绩

效评价是针对产学研各方的共同目标与一致计划的

实现程度，各方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影响目标与计划

实现的行为等方面实施的分析与评价。

笔者指出，产学研合作绩效的评价应从协同的

要素、过程等影响因素去分析，而且产学研协同创

新更为重要的是创新，协同创新才是其最终目标。

产学研合作涉及具有不同目标的行为主体，各方在

既定合作协议下参与合作的预期目标也是不一样

的，可能更强调合作各方的满意程度；而产学研协

同创新则强调各方的预期目标的一致性和与创新计

划的实现程度。这正是本文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前提和出发点。

2 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体系

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体系是建立在对产学

研协同创新机理认识和理解基础之上的。评价主要

是对影响目标和计划实现的因素的信息进行获取和

分析。

2.1 影响因素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绩效涉及的因素很多，可以

将其大体划分为协同要素与协同过程两个相关的层

次。协同要素层次的影响因素可划分为两个维度：

协同创新主体、协同创新环境（包括协同创新体制与

政策）。协同过程层次的影响因素也可划分为两个维

度：协同的合作模式、协同的运行机制。协同要素

和协同过程的各因素影响着协同创新的绩效（图1）。

图1  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2.2 指标体系

从宏观上看，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个投入产出

系统。所以，坚持系统观，以投入——产出理论为

依据，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从系统理论看来，绩效的形成应该包括投入、

转换、产出等基本环节。因此，本文通过建立基于

转换过程的输入（投入）与输出（产出）要素的矩阵

来构建绩效评价指标（表1）。
（1）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离不开周围的环

境。政府、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都发挥着影响作用。

（2）协同创新投入。协同创新投入包括产学研

各方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3）协同创新过程。对于产学研各方，应该有

一套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和合作模式，体现各自的

责任和权益。

（4）协同创新产出。协同创新的产出是指协同

联盟整体所取得的。有直接产出，还应包括其他间

接产出。

（5）协同创新结果。协同创新的结果也包括直

接成绩和间接的效果。

可以看出，以上形成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是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结果指

标与过程指标相结合的指标体系。

2.3 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的方法

在建立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后，

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的评价，还要做好指标的赋

值与标准化、指标权重的确定、评价模型的选择以

及评价结果的运用等。在这里选用网络层次分析法

（ANP）方法。

ANP是美国匹兹堡大学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的T1L. Saaty教授在1996年提出来的，是在层次分析

法（AHP）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适用于非独立反馈系统

的决策方法 [9]。在AHP方法中把复杂问题的各种因素

划分为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包括目标层、准则层、

方法层，而且只需要考虑上一层次的元素对下一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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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产学研协同创新ANP结构

表1  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协同创新环境B1

政府对协同创新的支持度C1

协同创新网络的完善程度C2

协同创新融资平台建设C3

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建设C4

协同创新的配套政策支持C5

协同创新投入B2

高校在协同创新活动中的投入经费C6

科研机构在协同创新活动中的投入经费C7

企业在协同创新活动中的投入经费C8

政府、金融机构在协同创新活动中的投入经费C9

协同创新中心人员数量C10

各主体信息网络建设等C11

协同创新过程B3

产学研各方的沟通与协同C12

各方的学习与成长C13

创新激励程度C14

契约与风险投资完善程度C15

协同创新产出B4

创新课题数C16

创新论文数C17

创新专利数C18

创新产品数C19

其他间接产出C20

协同创新结果B5

创新成果转化C21

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C22

协同创新对各方的促进程度C23

元素的支配作用，同一层次结构中的元素是相互独立

的。在许多实际问题中，各层次元素之间并不是相互

独立的，而是存在某种依存关系，低层次对高层次也

存在着支配作用，即反馈作用，这时系统更为复杂，

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类似于网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

中，上述所建立的指标元素集之间相互影响而并非独

立，所以，拟选用网络层次分析法对产学研协同创新

绩效进行评价。

（1）ANP网络模型的建立。本文建立的产学研

ANP网络模型如图2所示。上面为控制层，包括问题

目标及决策准则；下面为网络层，是由所有受控制层

支配的元素组成的，其内部是相互影响的网络结构。

 （2）建立判断矩阵。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

准则下，对于控制层5个一级指标（B1、B2、B3、B4、

B5）进行两两比较，建立判断矩阵，确定权重。表中

的数据是通过专家打分得出的。同理，二级指标对一

级指标的影响，也可根据专家打分法得到判断，然后

计算权重（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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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指标间网络关系。除了二级指标对一级

指标有影响作用外，还需使用ANP方法对元素组之间

元素相互影响的重要度进行比较，例如在整体创新能

力的提升C22准则下，比较产学研各方的沟通与协同

C12、各方的学习与成长C13、创新激励程度C14、契

约与风险投资完善程度C15重要程度，然后建立相

应的判断矩阵，如图3所示。

图3  各元素之间的网络关系

（4）计算初始超矩阵、加权超矩阵、极限超矩

阵的排序以及最后的权重。将指标间的相互依存关

系的影响权重构成矩阵，即得出初始超矩阵、加权

超矩阵，再计算极限超矩阵的排序以及最后的权

重 [10]。指标的综合权重是对指标的独立性和非独立

性关系进行非线性组合而得到的结果，最后对其进

行排序。

（5）计算综合评分值。将无量纲化数值与权重

之积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综合评分值，其区间

在 [0,1]之间。越接近1表示绩效评价越高，越接近

0表示绩效越差。可取1~0.85，0.85~0.6, 0.6以下依

次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4个等级。最后根据

综合评分找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3 结语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新形势下，产学研深度合

作、协同创新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产学研协同创新

既体现产学研合作的发展规律，也是其发展的瓶颈

所在。为了有效地对产学研协同创新进行管理和控

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其绩效评价进

行系统的科学评价。本文吸收和借鉴了产学研合作

绩效评价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产学研协同创新的

内容、性质和特点，初步建立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未来的研究可以沿着这个方向

对所建立的体系进行检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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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A-B判断矩阵

产学研协同创新

绩效评价  A
协同创新环

境B1

协同创新投

入B2

协同创新过

程B3

协同创新产

出B4

协同创新结

果B5

ω
一致性检验

指标值

协同创新环境B1 1 5 4 7 3 0.490514
λMAX=5.1264
C.I. =0.03159

C.R.=0.028206
C.R.<0.1 通过

一致性检验

协同创新投入B2 1/5 1 1/2 3 1/3 0.092470

协同创新过程B3 1/4 2 1 3 1/2 0.138361

协同创新产出B4 1/7 1/3 1/3 1 1/5 0.046381

协同创新结果B5 1/3 3 2 5 1 0.232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