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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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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国内外学者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方面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探究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

的内涵，梳理了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的研究现状，并结合教育部建设“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

务，总结出产学研协同创新区别于传统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特点，然后据此提出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的评价内容应

更丰富、更有侧重点的观点，并给出适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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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cooperative 

innovation, which is made by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this article explore roundly the connotation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nd then combed the status quo of the research of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target and key tasks of “201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sum up the characteristic about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After all, on the basis of 

thos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idea that the content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hould be more rich and having emphasis principle and give some relevant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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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十分重视。教育

部自2012年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

划”（简称“2011计划”），建立了一批“2011协

同创新中心”；于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更是强调要坚持走中

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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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调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产学研结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1]。然而，目前产学研协同创

新实践急切需要提供科学、全面和有效的理论指

导。产学研协同是继产学研战略联盟后的又一种

产学研深度合作，因此，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学者

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的内涵以及未来的研究

方向。

1 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的内涵

1.1 产学研合作的内涵

对于产学研合作的概念，由于研究背景、主

体、目的及理解角度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尚未形

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本文从不同学科、不同主体

主导的视角对产学研合作的内涵进行了归纳。

（1）不同学科视角

经济学视角：通过经济学视角认知产学研

合作内涵的学者认为，产学研合作是一种经济行

为，通过产学研合作，企业可以实现更高的生产

力，学校、科研机构可以提高其科技成果转化

率，支持经济发展；其本质是促进技术创新，从

而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5]。

战略管理视角：通过战略管理视角认知产学

研合作内涵的学者认为，产学研的深度合作需要

合作各方主体战略层面的协同，它需要企业等经

济型主体与大学等科技型主体在合作过程中建立

共同的发展目标，甚至建立相交融的组织文化和

行为准则 [6-8]。

系统科学视角：通过系统科学视角认知产

学研合作内涵的学者认为，产学研合作是一个系

统的过程，它是通过产学研合作各主体的相互合

作，在内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达到各主体既

定目标的一种行为 [9-10]。

（2）不同主体视角

政府主导视角：政府主导视角下的学者 [11-12]

认为，产学研合作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一个子系

统，政府应当在产学研合作中起到引导作用，将

学术界和产业界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各方合作

共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从中获得巨大的社会效

益。

企业主导视角：企业主导视角下的学者认

为，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只要负责营造有利于创

新的环境，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企业才

是产学研合作的真正启动者，大学及科研院所只

是辅助企业去完成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活动 [13-16]。

高校主导视角：高校主导视角下的学者认

为，产学研合作应以高校为主，从高校的长远目

标出发，结合高校的自身优势形成科研、生产联

合体 [17]。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产学研合作的概念尚未

形成统一的认知，但并非无迹可寻，例如，早期

学者多从经济学角度对产学研合作的概念进行界

定，这多是由于合作早期各方目的多是追求短期

利益，而现阶段的学者则更注重追求长远利益、

侧重从战略、系统角度对其进行定义。

1.2 创新绩效评价的内涵

由于学科层次的不同或对绩效内涵理解的不

同，学界、业界对于绩效概念的界定一直没有统

一的意见，但主要有3种不同的观点：结果论、

过程论、结果和过程论。

国内外学者对创新绩效概念的界定也和绩

效概念的界定一样，对其看法不尽相同。其中，

国内学者普遍基于投入产出理论将创新绩效理

解为创新的效率和效果，即创新投入转化为成

果的效率和成果实现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即效

果）[18-21]。国外学者Poti试图从不同的研究视角

去界定创新绩效的概念，认为基于不同的管理主

体创新绩效就有不同的含义：宏观视角下，即从

整个国家的层面上讲，创新绩效是指国民经济的

增长和全民福利的提高；中观视角下，即从区域

层面上讲，创新绩效就是地区经济的增长；微观

视角下，即从企业层面上讲，则为企业产出的增

加 [22]。但实际上仍然是从创新效果方面只是基于

不同的主体定义了创新绩效的概念。

1.3 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的内涵

对于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的内涵，总体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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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基于投入产出理论从创新绩效的定义入手考核

创新的效率和效果两方面 [23-24]，但考虑到产学研

合作主体的多样性等问题，国内外学者又对其内

涵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

Bonaccorsi和Piccaluga认为，参与产学研合

作创新的各个主体具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因此他

们对合作所产生的效果就会有不同的预期 [25-26]；

Neely等学者认为，创新主体对合作所产生的效

果是否达到他们的预期，即各主体对合作的满意

度，可以直接影响产学研合作的内部协调性，从

而影响之后产学研各方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间接

影响产学研合作的结果，因此应当将参与产学研

合作的各主体对合作的满意程度有机地融入到评

价内容中 [27-29]；李成龙等学者将产学研合作创新

绩效分为两部分内容：创新任务绩效和学习成长

绩效，创新任务绩效即产学研合作最直接的产出

成果，是可衡量的、有形的、可证实的产出和结

果，而学习成长绩效则是产学研各合作方获得成

长的情况和对合作的满意情况 [30]；夏凤等学者基

于平衡计分卡原理认为，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应

该包括4部分的内容：对创新效益的评价、对合

作流程的评价、对学习和创新的评价以及对“客

户”满意度的评价 [31]。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

评价就是对产学研合作的创新绩效进行评价的过

程，而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对产学研合作创

新绩效的评价主要包括对产学研合作创新投入转

化为成果的效率的评价、对创新成果产生的经济

效益的评价和对产学研合作各方满意度的评价等

3个方面。

2 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的研究现状

绩效管理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管理实践经验，

并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现代管

理工具，成为经济管理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

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也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

思考和讨论，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1 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理论基础

由于不同的学者进行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研

究时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构建了不同的绩效评

价模型，按其理论基础的不同主要可以归纳为以

下几种。

（1）系统理论

Philbin Simon基于系统视角通过建立输入与

输出要素矩阵来构建评价产学研合作的指标体

系，其中输入又分为技术、管理和社会影响3个

方面，输出分为知识共享与创新和合作持续性两

个方面 [29]。曹静等学者认为可以将产学研结合技

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划分为要素和过程两个相

关的层次，产学研各方在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

之后，经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后，在产学研合

作创新的环境中达到一定的创新效果，并最终转

化为创新绩效 [32]。

（2）资源依附和交易成本理论

张万宽在构建产学研技术联盟绩效分析框

架时，认为产学研技术联盟的绩效不仅取决于合

作各方获取资源的多少，也受交易成本的影响，

并以此分析框架对鲁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东

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建立的产学研技术联盟进

行绩效评价，认为该联盟资源获取少而交易成本

高，则技术联盟的绩效必然差 [33]。

（3）动机—期望理论

Bonaccorsi和Piccaluga是最早提出产学研合

作绩效模型的学者，他们认为产学研合作是以企

业对产学研合作的动机为基础的，因此可以通过

对比企业对产学研合作所抱有的期望与实际产生

的效果来评价产学研合作的绩效 [25-26]。

（4）群落生态学

冯庆斌等学者基于群落生态学等理论构建了

产学研合作创新群落分析框架，并通过计算合作

创新群落的投入产出比率来评价该群落的整体创

新能力 [34]。

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产学研合

作创新绩效评价的实践中，更多学者是基于系统

理论建立评价模型，通过构建投入—产出评价体

系对产学研合作的创新绩效进行评价。

2.2 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实践研究

对于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实践的文献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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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于评价对象的角度从宏观（区域）、中观（行

业 /企业）、微观（项目）3方面展开。

（1）宏观视角。主要指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

的创新绩效评价。对于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国内

外学者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过基本内涵都包

括：①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②由企业、高校、

研发机构、地方政府和服务机构等成员构成；③

不同主体成员之间通过互动，构成创新系统的组

织和空间结构，从而形成一个社会系统；④强调

制度因素以及治理安排的作用 [35]。区域创新绩效

评价的实践较多，比如欧洲创新记分卡、日本的

科技指标体系以及我国的科学技术白皮书：中国

科学技术政策指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

价指标体系，还有国内学者针对我国各省市、园

区进行的创新绩效评价 [36]。

（2）中观视角。主要是针对行业 /企业的产

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进行评价。例如，马莹莹等学

者在收集了珠江三角地区各行业中参与产学研合

作的399家企业的客观数据的基础上，从行业的

角度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进行评价，认为企业

规模小、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其产

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较为明显 [37]；赵莉楠等学者基

于平衡记分卡原理设置了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

新管理、技术创新效果、财务状况4个指标评价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并以已上市的中小企

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技术创新投

入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最大，技

术创新管理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最为

广泛 [38]。

（3）微观视角。主要是针对产学研合作项目

的创新绩效进行评价。例如，金芙蓉等学者在总

结国内外产学研合作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

一个产学研合作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

此评价体系对上海某企业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完

成的一项科技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 [39]；李新荣等

学者运用集对分析的思想，从投入产出两个方面

建立了产学研合作项目的绩效评价模型，并对5

个产学研合作项目进行了评价以证明其模型设计

的合理性 [40]。

通过阅读文献可以发现，产学研合作创新绩

效评价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区域和项目层面上，这

可能是因为相比于行业和企业，区域和项目层面

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数据较易获取。

3 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的内涵

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是对产学研合作的

创新绩效进行评价的过程，因此可认为产学研协

同创新绩效评价就是对产学研协同所产生的创新

绩效进行评价的过程。因此，要分析产学研协同

创新绩效评价的内涵，首先要明确产学研协同创

新的特点。

3.1 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现状

通过阅读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对于产学研

协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两年，尤其是“2011计

划”实施之后，且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对产学研协

同与产学研合作进行明确的区分，仍然基于产学

研合作进行分析研究，对于产学研协同的研究仍

处于初级阶段，且主要是围绕产学研协同创新机

制进行的探讨，对其绩效评价方面尚未引起广泛

的研究。

陈勇强等学者在结合了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

行业特点的基础上，借鉴虚拟组织的思想，为工

程项目管理领域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提供一种新的

合作模式，即工程项目管理领域政产学研协同创

新平台 [41]。他们认为，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政产

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构建的核心是要整合政产学研

各方的核心能力组建一个虚拟的项目组织，虚拟

组织相对于实体组织来说是一个没有界限的联合

体，它不受地域限制，组织内的成员不是一成不

变的，组织结构也可根据任务要求调整。

赵连根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产学研合作

存在着合作层次不高、深度不够、资金不足、动

力不够、产学研脱节现象严重等问题，基于此结

合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发展现状，其构建

了针对上海浦东地区的区域性产学研协同创新机

制 [35]。分析该协同创新机制可发现，该机制的

基本架构包括3方面内容：创新要素、产学研各

方主体的定位、基本框架；创新要素又包括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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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体的科研资源要素、资金资源要素、科技基

地资源要素和服务资源要素；通过分析科技创新

的过程发现，高校、科研院所应在科学创新过程

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企业则是技术创新过程的主

体；协同创新的基本框架则包括协同创新主体、

创新过程、创新基地、基本服务平台和创新基金。

何郁冰等学者认为，产学研的深度合作需要

战略层面的协同，其协同创新的核心是知识的协

同，其解决传统产学研合作非正式的合作模式所

带来局限性的关键在于组织的协同，以此构建了

以“战略—知识—组织”的要素协同为核心的产

学研协同创新理论框架，认为提高协同创新绩效

的关键在于综合考虑产学研各方的“互补性—差

异性”以及产出的“成本—效率”的动态均衡[42]。

除此之外，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推出了基

于互联网的应用于“合作研究”的资源整合公共

支撑性服务平台，即中国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平

台。该平台以企业为主体，在平台中央管理系统

的支撑和协调下，产学研各方依托该平台，可以

便捷地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系统的网上合作

研究工作，并促进网下业务对接 [43]。但这只是

政府组织成立的面向协同创新的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管理平

台。

3.2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特点

鉴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研究现状，并基于教

育部对建设“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总体目标和

重点任务 [44]以及国内学者研究，本文认为产学研

协同创新与传统产学研合作相比主要具有以下特

点。

（1）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可不受地域限制。

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可以是一个虚拟组织。产学

研协同创新的各个主体可以不在同一个区域里开

展学术研究推广活动，甚至可分布全球各地。这

主要得益于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产学研各方可

以通过这种虚拟组织更快、更便捷地进行沟通，

从而提高创新绩效。例如，构建面向科学前沿的

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目的就是通过高校与高校、

科研院所以及国际知名学术机构的强强联合，培

养出能代表我国本领域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水平

与能力的学术高地 [44]。

（2）产学研协同创新各主体间合作更紧密。

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大多通过技术转让、委托研究

等方式进行，合作层次低、维持时间短；产学研

协同创新组织更注重战略层面的协同，通过各主

体间的深度合作和资源要素整合达成“1+1>2”

的效用。

（3）高校的主导作用。以往产学研合作多由

企业或政府起主导作用，高校配合研发或承接项

目，“2011计划”明确提出要突破高校与其他创

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

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最终形成一批在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由高校牵头的组

织 [44]。

（4）创新的内容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而且包

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对以往文献的研究可以

发现，大多数学者对创新绩效进行评价也仅是针

对技术创新绩效，而不包括组织的管理创新、制

度创新等。而“2011计划”则提出要加快高校机

制体制改革、转变高校创新方式、构建协同创新

新模式的总体目标 [44]。

通过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特点的总结，可以认

为，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是由高校牵头，产学研

各方紧密合作，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

创新的虚拟组织或实体组织。

3.3 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的内容

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可以基于系统理

论分为对产学研合作创新投入转化为成果的效率

的评价、对创新成果产生的经济效益的评价和对

产学研合作各方满意度的评价3个方面；对产学

研协同创新绩效的评价仍可按照投入-过程-产

出系统进行评价，只是鉴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特

点，其绩效考核应包括更广泛的内容。

（1）投入层面：传统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对

于创新投入层面的绩效考核通常包括对产学研各

方人、财、物的投入力度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财

政、法规支持力度的考核，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

中高校的主导作用，本文认为应在投入层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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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科研能力等方面的评价，因为以高校为主

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高校的主导能力、科研能

力将直接影响最终的创新绩效。

（2）过程层面：以往的研究，直接对于过程

绩效的考核较少，大多通过创新的投入产出率、

合作各方对合作过程的满意度来反映其过程绩

效，而这些评价内容完全不能满足产学研协同创

新对产学研各方需要紧密合作的要求。因此，本

文认为应该在过程层面增加对产学研各方战略协

同度、各方沟通力度等方面的评价。

（3）产出层面：总结以往学者对产学研合作

创新产出层面的考核，大多包括3方面的内容：

直接产出（专利、论文等）、经济产出（利益的增

加）和社会效益产出（提高劳动生产力），但都是

技术创新方面的产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既包括技

术创新，也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因此应在

产出层面增加反映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产出的指

标。

4 结论及展望

本文在对与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评价相关的

文献进行阅读分析的基础上，系统地探究产学研

合作创新绩效评价的内涵，并结合“2011计划”

所给出的协同创新中心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

总结出产学研协同创新区别于传统产学研合作创

新的特点：不受地域限制、合作更紧密、高校主

导、创新内容丰富，并据此提出产学研协同创新

绩效评价的评价内容更丰富、更有侧重点的观点。

本文虽提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模型

可基于系统理论构建，也从投入、过程、产出3

个方面补充了相对于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每个

层面所应注意考核的内容，但没有设计出具体的

考核指标并判断此指标进行统计的可行性，因此

缺乏实践的支撑，这也是笔者下一阶段要研究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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