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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产学研联合的“多重金字塔模型”分析

冯 林等张自尧

（甘肃农业大学，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 在回顾产学研联合模式的相关研究和剖析当前产学研联合主要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产学研联合的“多重

金字塔模型”， 分析主体角色及内在合作动力， 并为完善模式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即：完善产学研联合的外部合作环

境，适时组织产学研各方合作；健全产学研联合的利益分配与风险共担机制；加强中介机构建设，吸引风险投资机构；

改革科研机构的管理体制，建立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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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cale Pyramid Model” Analysis of Production-Education-Research Co-
operation 
Feng Lin, Zhang Ziyao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Production-Education-Research Cooperation mode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chieving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into practical productive forces. To achieve 
the long-term stable operation of Production-Education-Research Cooperation, it requires a stable mode support. 
The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f Production-Education-Research Cooperation model. Then from 
the angle of the status of Production-Education-Research Cooper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cooper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institutions, it analyzes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current Production-Education-Research 
Cooperation model. On this basis, presents and analyzes the “multi-scale pyramid model” of the Production-
Education-Research Cooperation. Analyzes the main roles and the motivation of intrinsic cooperation of the model, 
and eventually puts forward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to perfect the model.
Keywords: production-education-research cooperation, Multi-scale pyramid model, production-education-research 
cooperation model

1 引 言
20世纪70年代，国外开始开展产学研联合，

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产学研联合的实践展开。到了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产学研联合的相关研究更加

细化，理论性更强。Geisler（1995）建立了内部化

关系理论，重点分析了企业和学校为什么倾向于合

作研发以及什么因素影响合作 [1]。Hall等（2000）

提出了从正式合同关系管理到技术转移办公室等一

系列联合模式。但同时指出，契约合作的模式正逐

渐成为美国的发展趋势 [2]。Leydesdorff和Etzkowitz
（2001）提出了三角螺旋模型 [3]。在此模型中，学校

对企业形成和促进技术进步和区域发展有着重要的

作用，政府、学校和企业的关系保证了投入和创新

的持续性。随后Etzkowitz（2003）研究了政府、企

业和学校的三角螺旋关系对创新的作用 [4]。Aza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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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等（2006）研究了地区吸收能力对大学和企业

进行研发合作程度的影响 [5]。苏敬勤（1999）从交易

费用的角度将产学研联合分为3种理论模式（内部

化、外部化和半内部化）[6]。嵇忆虹等（1999）则对

产学研联合的利益分配方式及利益分配冲突问题进

行了研究 [7]。吴树山等（2000）提出了单元型、紧密

型、股份型和跨越型4种产学研联合模式 [8]。张米

尔，武春友（2001）将产学研联合模式分为技术人

股、提成支付、紧密合作、技术接力、自主产业化

等5种 [9]。刘富春、曾宪军（2005）从产学研联合的

紧密程度、时间长短和范围大小等多维视角对其进

行了分类 [10]。

总之，研究者们研究角度、研究目的不同，对

产学研联合模式的划分方法也就大不相同。这些产

学研联合模式的探讨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

没有全面地把握产学研联合模式中各构成主体地位

及其相互关系。由于产学研联合过程中各构成主体

对合作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探讨产学

研联合模式必须考虑这些主体的利益，从而最终寻

找到适合我国产学研联合实践的模式。

2 产学研联合的主要模式

目前，研究者提出了包括一体化模式、高科技

园模式、共用模式、中心模式、工程模式、无形学

院模式、项目组模式、包揽模式、政府计划模式、

战略联盟模式等10种不同的产学研联合模式，但根

据产学研联合各主体在合作中所处的地位、关系，

可以将这些模式分为以下4种类型。

2.1 高校主导型

具体分为高校主导的人才培养型和科学研究型

两种产学研联合模式。有学者将占主导地位的科研

院所作为一种模式进行分析 [11]。尽管高校和科研院

所各自具有的优势不同，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有优

势，而科研院所在应用研究方面优势明显，但高校

主导的科学研究型和科研院所主导型的产学研联合

模式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两者进行产学研联合的

目的有着较高的一致性，都是要把科研成果转化为

市场成果；联合的方式、方法等也存在共同之处。

因此，本文将科研院所主导的产学研联合模式纳入

高校主导的科学研究型产学研联合模式进行探讨。

高校主导的人才培养型产学研联合模式是指

大专院校以强化学生理论知识、提高实践动手能力

为目的，利用企业的实践平台，通过毕业实习、论

文设计、订单培养、定向培养等教学与生产紧密

结合的形式，培养实用型人才的合作模式。大专院

校熟悉教育规律，能够根据学生需要适时调整各种

培养制度和实施方案，达到人才培养的预期效果。

但是，在这种模式下，高校普遍缺乏多渠道经费来

源，使得高校在实践活动中捉襟见肘，制约了学生

实践向纵深发展。此外，高校制定的培养方案往往

利于自身，而忽视了企业发展实际，使企业认为意

义不大，甚至是种负担而不愿接受，即使接受也是

应付了事，使实践流于形式，降低了预期效果。

高校主导的科学研究型产学研联合模式是指

科研机构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目的，利用自身科研优

势，通过技术转让、出售专利、高新科技园区等形

式与企业合作的模式。科研机构人才密集，科研成

果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在竞争力强，是技术创新的

主要源泉。但是，目前科研机构的评价、激励机制

等往往与企业所追求的利益目标不统一，致使科研

机构的研究者不太重视市场实际需求，单纯追求学

术价值，技术与生产相脱节，科研成果的实效性大

打折扣；或遵循“先成果，后推广”的运作思路，

使很多科研成果脱离实际，成果转化效果差，甚至

无法转化。

2.2 企业主导型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联合模式是指企业以经济效

益为目的，主动与科研机构合作，依靠科研机构的

人才技术优势，实现技术创新的合作模式。这种模

式的最大优势是保障了产学研联合以市场为导向，

增强了科研成果的实用性。此外，企业对利润最大

化的不懈追求决定了其追求技术创新的持续热情和

动力，从而会给予合作单位技术创新上充足的资

金保障，同时通过高新科技成果入股等方式加强了

产学研联合的稳定性。迫于市场竞争压力，企业对

成果的要求比“学研”更迫切，使产学研联合的效

率和效益会更高。目前，这种合作常见的是以项目

为纽带的方式，目标明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合

作成效显著。然而，当项目研发完成，通常情况下

合作也就结束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技

术创新和进步。另外，中小企业由于信用、资金不

足，抵抗风险能力较差，难以支撑产学研联合中技

术研发的需要；加之产学研联合各主体之间资源和

成果难以共享，利益分配上亦容易出现争端 [12]，从

而可能导致合作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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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的产学研联合模式是指政府以区域经

济的发展和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为目的，利用自身

在政策、土地、资金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各

种行政手段将产学研各方联合在一起的合作模式。

长期以来产学研联合一直是以项目为合作纽带，缺

乏长效、稳定的合作机制，而产学研联合各方主体

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各自利益不同，仅靠产

学研各方主体自发地形成长效合作机制是非常困难

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而政府有着较强的宏观调控

和协调能力，能够打破传统产学研联合中的体制障

碍，为产学研联合搭建长期的、稳定的平台，引导

产学研联合健康发展。但是，政府可能会过多地介

入到产学研联合的具体事务中，影响产学研联合的

正常发展，甚至会以计划的形式强制合作各方完成

其不愿意参与的项目，导致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

高、工作效率低。

2.4 中介主导型

中介主导的产学研联合模式是指各种中介及

金融机构利用自身信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通过

消除产学研联合各方因信息不对称和资金缺乏等问

题引起的合作障碍，为产学研联合各方快速搭建长

期、稳定合作平台的合作模式。产学研各方经常面

临资金匮乏的问题，由于缺乏资金，技术研发和成

果转化常常被迫中止，而金融机构有效地解决了这

一难题。此外，一方面，科研机构辛苦多年研究出

的成果难以找到合适的成果转化对象；另一方面，

企业不清楚科研机构的具体技术优势而找不到合适

的技术研发人员。这些问题通过各类信息中介机构

可以得到有效解决。但是，目前我国中介机构数量

较少，且整体服务水平和能力有限，提供的信息往

往缺乏及时性和准确性，而中介机构自身的地位和

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在产学研联合中的影响力较

弱。

上述4种产学研联合的主要模式中，总有一个

主体占据主导地位，而主导主体会充分发挥自身的

优势吸引其他主体与其合作，依靠这种优势力量，

产学研联合得以保持一种稳定状态。但正是因为有

一个主导地位的主体，造成主导主体会不自觉地站

在自身利益的角度看待合作。当合作过程中产生巨

大效益或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威胁到各合作主体

时，主导主体极大可能会产生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

或风险规避的行为，从而影响甚至损害了合作方的

利益，导致产学研联合的失败。

3 产学研联合的“多重金字塔模型”

从微观角度看，产学研三方之所以要进行合

作，是因为存在一些自身无法改善的劣势，从而寻

求外部力量帮其完善，即是说产学研联合实质是一

种合作各方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活动。更进一步

说，产学研联合各方的发展是需要彼此的帮助才能

实现的。因此，产学研联合应该是基于平等地位上

的一种合作关系。不可否认，现实中合作各方在实

力上存在大小不同的差距，但这种差距不应该成为

合作中不平等地位的理论依据。只是说，在合作的

不同阶段，各主体的地位会有所不同，并且不断地

图1  多重金字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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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变化，从而形成动态博弈的过程 [13]。基于此

认识，结合产学研联合的动力，本文提出“多重金

字塔模型”的产学研联合模式（图1）。
3.1 多重金字塔模型中的产学研联合动力

产学研联合各方作为独立主体，有着不同的目

标和利益，合作关系的形成是内外部动力共同作用

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动力是基于市场需求的效益

驱动力，同时也存在一些其他力量。具体有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基于市场需求的效益驱动力。效益分

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主要追求经济效益，

它也是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和原动力。通过产

学研联合，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生产率水平

提高，生产成本降低，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

标。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也追求经济效益，但更注

重社会效益。合作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

给“学研”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这点与企业的合作

动力相仿。除此之外，合作也有效地解决了学生理

论知识和实践动手能力不匹配的矛盾，学生综合能

力得以增强，为国家实现持续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智

力保障；同时合作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和成

功率，提升了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实现了科研人

员的自我价值，扩大了科研机构的社会影响力。因

此，这种双向效益维持了产学研长期的合作关系。

此外，只有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才能给合作带

来的效益。技术创新的标准不是由其科学内涵或新

颖性判定的，而取决于市场的认可，这是产学研联

合的立身之本。只有符合市场需求，产学研联合才

可能获得经济效益，产学研进一步的深入合作和发

展才有了物质保证，从而推动产学研联合的长期健

康发展。

第二，政府推动力。产学研各方分属不同的部

门管辖，彼此不同的管理体制、评价体系和价值追

求等方面经常出现冲突，严重影响了合作效率。为

了改善这种状况，就需要政府来推动产学研合作。

政府推动力分为两种：（1）内部力量。政府通过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营造技术创新氛围、颁布相关优

惠政策、制定法律法规等一系列工作保障产学研联

合的顺利进行，同时利用政府的独特优势，解决合

作过程中产学研自身难以处理的问题。（2）外部力

量。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问题常常困扰着产学研联

合，对此政府通过加大投入、高额补贴等方式，弥

补产学研各方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性技术研究上的

不足。政府通过这种内外部力量吸引产学研各方加

入到合作当中，维持了合作的稳定，推动合作长期

健康发展 [14]。

第三，资金保障力。随着科研工作难度、深度

和广度的不断加大，科研面临的失败风险也在不断

加大，对资金的投入需求越来越大，资金缺乏已成

为制约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但中

国的多渠道融资体系、科技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创

业风险投资事业以及社会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等方面

在不断的发展完善。可以预见，科研资金会有更多

的来源渠道，科研工作的成效会更为显著。随着科

技创新效益不断增加，将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进入

这个发展潜力巨大的市场，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推

动产学研联合的进一步蓬勃发展。

第四，中介联合力。科技中介机构是提供涵盖

基金运营、项目招标、成果转化、信息咨询等一系

列各类产学研一体化服务的组织。科技中介比产学

研各方更了解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对政府、企业

和科研机构的技术现状、需求和人才分布有着全面

的了解，同时更加熟悉产学研联合中的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依靠这种优势力量，科技中介机构有效

解决了产学研联合中普遍存在但又难以解决的由信

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各种难题，从而成为促进产学研

三方有效、快速、稳定合作的一个重要辅助力量。

3.2 多重金字塔模型的主体角色

在多重金字塔模型中，政府处于模式中大金

字塔的底部，小金字塔的顶尖。政府既是国家重

大战略的制定、组织和实施者，要服从并为国家

整体利益服务，又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协

调者，要为社会各群体和个体服务。本文在对产学

研联合动力分析中指出，政府实际上扮演两种不同

的角色。在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协调产学研各

方合作时，政府和产学研以及中介金融机构扮演的

角色一样，都是市场的参与者，他们处于一种平等

的地位。政府要做的工作只是制定合理的政策、完

善基础设施、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等。对于技

术创新，尤其是基础研究而言，是一种典型的公共

物品，具有正外部性，完全由市场决定并提供的数

量远远达不到市场的合意数量。而政府拥有产学研

其他角色所不具有的社会公共资源，通过充分利用

这些资源，采用高额补贴的方式吸引产学研各方对

体现国家利益的重大科研项目进行合作、研发，并

在合作过程中沟通协调各方利益，促进产学研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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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利实施，从而使技术创新数量达到市场所需的

合意数量。这里政府扮演了另外一种角色，即组织

者，其在产学研联合中处于一种主导的地位。

在多重金字塔模型中，企业、大专院校和科

研院所均处于小金字塔的底部，属于一种平等的地

位关系。企业是市场最终产品的提供者，他们追求

经济利益。虽然企业也追求社会利益，但其追求的

目的还是为其经济利益服务。为了能够提供更为符

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占领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

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企业需要不断地追求技术革

新来实现这些目标。中小企业进行科学研究的实力

较弱，没有能力独自进行技术革新，因此，他们非

常希望与“学研”进行深入的合作，帮助他们解决

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财力雄厚、人

才储备丰富、实力强大的企业虽然能够自己完成研

发工作，但产学研联合能使大企业的研发工作更快

更好地完成。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作为科学技术的

提供者，通过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

自身的社会价值，给自己带来经济利益。“学研”

产生的科技成果中除去少部分基础性研究，对于占

大多数的应用型科技成果而言，如果不能将其成功

转化，这些成果就失去了现实意义，成为研究者们

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东西。因此，“学研”也非常

希望与企业合作，从而能将自己辛苦多年研究产生

的成果付诸于实践。由此可以看出，产学研三方均

希望能与对方合作，因此形成了一种平等地位的关

系。

科技中介和金融机构虽然和产学研三方同样

处于小金字塔的底部，但是以协调者、中间人、沟

通者的角色出现，是产学研联合中不可或缺的一个

关键环节。科技中介机构通过沟通信息，整合产学

研三方资源，提供活动平台和优质服务，减少交易

成本，成为产学研联合中政府和产学研三方的联系

纽带，从而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各种合作障碍。

今天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牵头

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我国虽然暂时没有达到这种

程度，但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发展，通过努力完善金

融体系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尤其是建立风险投资

机制，充分发挥这种对产学研三方最具有吸引力的

融资方式的作用。

4 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目前产学研联合主要模式及“多重金字

塔模型”的分析表明：（1）产学研各方是在追求经济

效益或社会效益的基础动机上进行合作的，不重视

合作各主体利益追求的产学研联合必定不会长久。

（2）技术创新的评判标准应该是检验其是否符合市

场需求。（3）产学研联合本质是一种优势互补的活

动，各方都希望能与对方合作，合作各方是一种平

等的地位关系。（4）通常情况下政府应该作为产学

研联合的参与者出现，而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应当

扮演组织者角色。（5）科技中介和金融机构在产学

研联合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联系纽带作用。

由此建议：（1）完善产学研联合的外部合作环

境，适时组织产学研各方合作。当市场力量能够自

发形成产学研联合时，政府要大量减少行政审批范

围和直接参与。此时政府的工作就是建立健全产学

研联合的政策法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产学研

联合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当市场失灵时，尤其

是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项目的研发工作供给不足时，

政府必须要介入合作活动，甚至由政府直接组织产

学研各方合作。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

尽量不要采用一些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而是尽可能

采用一些软性的、诱导性的方法来吸引产学研各方

主动参与技术创新活动。（2）健全产学研联合的利

益分配与风险共担机制。利益除了产品利润外，还

包括合作过程中的产权、专利权、商标权、信誉和

著作权等，合作各方要在合作伊始就对这些知识产

权进行科学评估，为利益分配提供依据。此外，由

于研发工作存在较高风险，因此，产学研各方在合

作初期就应该将风险与利益挂钩。例如，如果合作

成果主要归企业，那么企业就应该承担更大的风

险。（3）加强中介机构建设，吸引风险投资机构。

政府要通过扶持性政策来积极培育中介科技服务机

构，引导其向专业化、规模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逐步建立起一套市场中介机构的完整体系。此外，

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风险共担机制等鼓励政策，

大力吸引民间及境外风险投资机构进入产学研联合

市场。（4）改革科研机构的管理体制，建立利于科

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科研机构要鼓励科研工作

者深入生产、市场一线进行调查，解决科研与实际

脱离的问题；在考核制度、分配制度、聘任制度上

对科研成果成功转化的科研工作者给予政策性的优

惠和倾斜，营造促进产学研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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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新绩效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

关于科技园区绩效包括经济绩效、孵化绩效、

科技成果绩效、网络绩效、资源节约绩效等5类。

每类的评价及各指标的计算方法见表1所示。

5 结论

两型社会的建设为科技园区创新效率的评价提

供了新的视角，但其实证研究远未完善。本文依据

两型的理念对科技园区创新绩效进行了新的诠释，

将资源节约绩效、环境友好绩效融入到大学科技园

区创新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中，进一步丰富了创新

绩效评价的研究视角。但需要指出的是，该领域的

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相关理论与方法仍需进一步

的整合，这将是我们今后研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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