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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悄然发生,企业已逐渐转变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而科技创新也是企业提升竞争

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校企联合是实现企业与高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科技创新模式。基于

此,本文通过总结校企协同创新的问题,探讨了企业科技创新的路径,以期为企业在校企合作发展中提供

理论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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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国家领导人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科技创新工作,不断强化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不断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地位不断加强。党的十九

大报告[1]首次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2]中指出,要加强企业

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3]强调,要推进产学研深

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

目；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

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上发表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4]为题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要加快构建龙头企业

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

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

2023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强化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明确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

键举措”。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悄然发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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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简称WIPO)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

十年稳步提升,排第11名,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顶级企业的研发支

出增加近10%,达9000多亿美元。我国目前仍处于推进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以及

第十四次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健

全新型举国体制、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及企业的

角色定位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5]。高校长期作为我国的创新高

地和人才高地,在前沿科技探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高水

平人才培养等方面已取得系列代表性成果,因此,我国企业应锚

定国家和行业发展重大需求,抓住科研创新范式变革契机,让校

企联合协同创新成为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新增长点。 

1 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的意义 

1.1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发达国家的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

国实施《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培育出如苹果、微软、

谷歌、英特尔等知名企业。日本在《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案》中

提出鼓励企业突破限制,开拓新兴产业领域；20世纪80年代日本

实施的VLSI计划(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计划)),由日本通产省

牵头,以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日本电气五大公司为骨干,

投资700多亿日元,实现日本占全球半导体产业份额的50%,并一

度超越美国。 

企业是市场主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出题

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6],我国龙头国企、央企,以及

头部民企的科研力量与日俱增,在科技研发投入、科研创新平台

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已取得系列成果,企业创新已经

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重要策源地,在航空领域的C919大飞

机,航天领域的“神舟”“北斗”,交通领域的超高速轨道交通

列车,船舶领域的“万吨大驱”,通信领域的5G技术等,为国民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作出了

重大贡献。 

1.2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有力支撑 

世界强国的发展离不开一流大学的支撑。美国的斯坦福大

学位于加州硅谷,其科研成果和人才资源为硅谷的科技企业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谷歌、苹果、特斯拉等知名高科技企业均与

斯坦福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有力推动成果转化和科技发展；英国

牛津大学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政治

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为英国的国际声誉和文化影响力

提供了支撑；日本东京大学在科技创新、商业管理和金融等领

域拥有卓越的研究成果和人才资源,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提供了支撑,也为日本在全球舞台上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交流提

供了支持。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一[7],要充分

发挥主力军作用[6],党的二十大报告[2]强调：“教育、科技、人

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南

京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安德信科技等七家单

位,经过八年科技攻关,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

解决了高性能Feedthrough这一“卡脖子”技术；清华大学核能

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发的高温气冷堆应用于华能石岛湾核电

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是全球首个并网发电的第四代高温气冷

堆核电项目,标志在该领域我国成为世界核电技术的领跑者。高

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全球人才

库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全球

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 

1.3校企联合协同创新是提升创新效能的迫切需要 

企业则拥有市场信息和商业经验,而高校具有丰富的科研

资源和技术实力,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将科研成果转化

为实际应用,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在提升创新效能的

过程中,要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

鼻子”,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抢收新科

技浪潮的“科技红利”。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发挥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加强企业主导的产

学研深度融合,有利于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

业化水平,构建协同高效创新体系,更好把科技力量转化为产业

竞争优势,才能增强工业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

催生新市场和新需求,培育形成完整内需体系,推动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创新效能。 

2 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的主要问题 

2.1政府支持力度不足 

政府对校企合作的支持力度不足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尽管校企合作对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学生就

业率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政府往往缺乏足够的激励和政

策支持来促进这一进程。政策和法律方面,虽然已经出台《校企

合作指南》(ISO/TS 44006)《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

将以校企合作为核心的产教融合纳入国家战略,但是政策较为

笼统,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措施、激励机制等。在资金支

持方面,政府对校企合作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技术攻关成本和

风险较高,不利于初创企业进行科技研发,限制了校企合作的深

度和广度。在协调机制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缺少负责协

调校企合作事宜,提供咨询、指导和服务的专门机构或委员会。

在宣传力度方面,在多种渠道宣传校企合作的重要性,提高社会

各界对校企合作的认识和支持方面仍有待提高,媒体、网络、宣

传册等多媒体融合方式,宣传校企合作的成功案例和经验的相

关报道较少。在培训交流方面,政府组织的校企培训和交流活动

不足,企业和高校代表参加政府举办培训班、研讨会、座谈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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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足,缺乏分享经验和资源,寻找合作机会。 

2.2目标与利益不一致 

企业与高校在目标和利益上不一致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也

是合作中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关键点。企业定位市场经济,

以抢占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创造盈利为目的,注重经济效益,

而高校则注重知识传播、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追求学术水平的

提升和知识的传播。注重社会效益。企业与高校定位差异可能

会,导致双方在合作中的期望值不匹配,合作产生裂痕,信任感

和互相支持力度下降,合作计划缺乏连贯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影

响合作的进展和效果。 

2.3沟通与激励机制不健全 

在校企合作双方层面,虽然在合作前会制定系列框架协议、

签署相关合同,但是因为企业和高校在工作环境和工作思维方

式不同,加之缺乏校企间协同沟通机制,导致资源整合不到位,

出现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现象,双方合作过程出现的问题由于

沟通机制问题不顺畅无法及时处理,阻碍双方合作发展；缺乏相

应的激励机制,企业对开展校企合作的员工,或来企业挂职研发

技术的高校教师,没有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无法充分调动合作

成员的积极性高校的研究人员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推进项目,企

业也没有为高校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使得研究工作难以顺利

进行；双方在沟通方面存在问题。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信息交流

不够顺畅,导致许多重要的进展和问题没有及时传递给对方。此

外,双方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也增加了沟通难度,使得一些简

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 

2.4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不完善 

校企双方开展协同创新、联合技术攻关的过程中,不可避免

的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例如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等方面

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由校企合作项目产出的论文、发明专利和软

件著作权的署名问题等,如果没有明确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可

能导致校企合作因为知识产权的纠纷和冲突而终止,影响到合

作的稳定性和成果产出。 

3 促进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相关对策 

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是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人才培

养的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和高校可以共同研究和开发新

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以满足市场和社会的需求,有利于企业

和高校的发展,也有助于推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进

步。为促进企业与高校协同创新,提出相关对策如下： 

3.1积极融入区域科技高地建设 

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不断强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高校与

企业开展联合科技创新,例如设立区域科技园区,大学科技园等,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政府还为扶持中小

型企业,设立“独角兽企业”“高精特新”企业等,给予税收优惠

等。企业应积极联合高校融入科技特区建设,借助政策扶持和高

校的研发力量,支撑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3.2校企双方求同存异,统一目标,达成共识 

在建立联合研究体时,企业和高校应首先寻求共同利益,明

确各自的目标和需求,包括短期和长期目标。这有助于确保合作

的方向和重点。在此基础上,双方应建立联合组织管理机构,负

责决策、协调和解决问题,由企业和高校共同派出人员组成,以

确保公平和透明的决策。同时,合作计划和协议的制定与签订至

关重要,包括研究内容、时间表、资源分配等,明确了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包括研究内容、时间表、资源分配以及知识产权归属

等问题。此外,双方应定期提交报告和进行评估,确保合作的有

效性和持续性。有效的沟通渠道和文化价值观的融合也是合作

成功的关键因素。在面对挑战时,双方应共同应对,持续改进合

作方式和方法。最终,通过这些措施,企业和高校可以建立起稳

固的合作关系,实现长期、稳定、高效的合作。 

3.3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与激励制度 

校企双方派出专业技术与组织管理的代表,建立信息交流

小组,作为沟通信息专班；搭建信息透明、资源共享的合作平台,

发布合作项目的相关信息、研究成果、政策法规、科技基础设

施等,整合各自优势资源,避免重复投入,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

发展；定期召开沟通会,及时把控合作项目的进度、质量,对出

现的问题和困难及时沟通交流,研讨解决方案；校企双方应建立

激励机制,鼓励高校教师和企业工程师积极参与校企合作,提高

合作项目的质量和效益,设立校企合作优秀成果奖、校企联合育

人奖等奖励措施,激励校企人才不断开展深入合作；鼓励建立校

企联合研究团队,互派人员交流学习。 

3.4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避免出现知识产权纠纷和冲突,是校企长期可持续合作的

关键因素之一。在合作过程中,要明确知识产权的归属和使用权,

可以通过签订知识产权协议、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等方式,

对知识产权的归属、使用、保密、转让等方面进行约束和规范,

避免发生知识产权的纠纷,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强

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和惩处,维护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

设立专司校企合作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校企合作双方提供免

费的知识产权咨询、代理、维权等服务,同时可以加强与相关部

门的沟通和协调,共同推进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4 结语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日益竞争,校企联合进行科

技研发的合作模式不仅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

资源支持,同时也为高校科研的实用化和市场化开辟了新的道

路,通过校企之间的深度融合与资源共享,企业能够更快速地获

取前沿技术、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而高校则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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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实现科研价值的最大化。未来

校企联合将成为推动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企业需要更加

开放、包容地与高校合作,共同探索科技创新的新模式、新路径,

同时,高校也应积极调整科研方向,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与合作,

确保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市场适应性。只有通过双方的共同努

力与不断探索,才能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局面,

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31100899210024)。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EB/OL]. (2017-10-27) [2023-11-02].https://www.gov. 

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2]中国政府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3- 

11-02].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

5.htm. 

[3]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2020- 

11-03)[2023-11-02].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

content_5556991.htm. 

[4]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EB/OL].(2022-04-30)[2023-11-02]. http://www.gov. 

cn/xinwen/2022-04/30/content_5688265.htm. 

[5]尹西明,陈泰伦,陈劲.加强企业主导型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的逻辑与路径[J].科技中国,2023(04):49-53. 

[6]人民网-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加强基础研究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EB/OL].(2023-07-31)[2023-11-02].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40047476. 

[7]人民网-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加快建设科技强

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EB/OL].(2022-05-01) [2023-11- 

02].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412837. 

作者简介： 

陈越(1995--),男,汉族,河北承德人,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

员,从事科研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 

孟庆禹(1996--),男,汉族,北京人,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

从事工程管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