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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科技创新体系融合新模式的研究

冯晶晖
（兰州理工大学�甘肃 兰州730050）

摘　要：以项目管理的思想确定我省高校与企业科技融合与创新的战略新思路和重点�明确我省科技发展“校企联
盟”的关键问题、关键任务及重大技术项目。确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龙头及高校相关核心技术为纽带的甘肃
省主导产业聚集群或产业园区建设的创新思路。构建我省校企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及良好的“校企联盟”科技产业运
行机制。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以使校企科技创新向合作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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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科技、
经济部门和有关机构之间相互协调、良性互动�促进
创新资源合理配置、高效利用�融创新执行机构、创
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创新要素于一体
的系统。在这一体系中�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创新主体良性互动�制
度、政策和环境相互协调�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
素协同作用�从而实现科技资源有效集成和合理配
置。

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大

学教育产业化�造就了教育市场�也改变了人们的教
育观念�大学教育活动呈现出企业化、市场化、商品
化、大众化的特点。英国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大学在办学过程中的经营成功之道引起
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国内高校也开
始了这方面的探索。经营意味着谋划与运筹�敏感
地捕捉机遇�出奇地占领市场�追求效益与价值的最
大化。对大学而言�经营则是指大学为了生存发展
和实现长远目标所进行的决策�以及为实现这些决
策从各方面进行的努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学更
多是管理而非经营�在办学过程中这种管理就是为
了达到一定的教育目标�有意识地协调内部各种资
源�使各种资源发挥最大功效以实现大学培养专门
人才活动的过程。而大学的经营要比大学的管理更
困难�因为它不仅要预测其外部环境的发展和变化�
及时做出决策�而且要联系内部实际条件�为实现长
远目标而努力。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甘肃省提出的“工业
强省”的战略部署�为我省高校和企业的科技创新提
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

为投资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在技术创新
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总的来看目前我省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整体水平还较低。高等学校具有
人才密集、学科齐全等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在以
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
新体系中�高校必然要担起重任。

以往�我省高校仅满足于为企业“零打碎敲”地
解决一些科技难题�往往是企业愁眉不展的时候�高
校才能发挥自身的科研优势。而在帮助企业提升核
心竞争力�实施重大技术改造�高技术产业化等方
面�校企双方合作并不紧密。要创新产学研模式�就
要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引导高校走出象牙塔�
打开门搞研究�从与企业的“松散型”合作�转向校企
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联盟。高校的科技成果只有在
得到社会承认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现实的转化。
与企业建立股份制形式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不仅
可以为成果转化筹措中试前的科研资金�而且将科
技成果转化过程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一方面使成
果的转化建立在市场需求上�一方面成果转化的收
益和风险由一个具有利益联合体的中心承担�可以
在成果的转化过程中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学
校在推销科技成果方面所承担的成本和面临的风险

大大降低�收益得到稳定保障�建立起完全市场化的
成果营销体系。

校企创新体系的融合�能够为高校形成一个低
投入、高产出、项目科技含量高、市场定位准的研发
平台�同时还能为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市场
商机提供动力。目前在我国很多省实行的高校科技
园区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校企合作可使学校、企
业、政府三方受益�同时也向外界透露了一个信



息———无论是高校还是企业都有强烈的合作欲望。
总之�全面提高高校“智能”和企业“产能”的综

合实力�加快校企科技创新体系的融合是高校实现
工业强省�振兴甘肃经济的必由之路。通过与企业
建立技术分中心式的研发机构�实现校企科技创新
体系的融合�发挥双方的优势�将极大地提升企业的
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探讨项目管理思想在发达国家（美国、日本等）
校企科技合作开发过程中的应用；调查其他省区（北
京、辽宁、陕西等）校企科技融合与发展的先进经验
和成功模式�分析评价我省校企科技融合、应用创新
的现状与问题、差距及成因。提出能在重大科技攻
关问题上真正促进我省高等学校与企业科研机构力

量整合、加快应用发展的战略思路和目标模式。研
究我省校企科技产业、企业集聚群或科技园区建设
的方向和建设核心内容�特别是以相关核心技术为
纽带的我省支柱产业开发�核心科技成果转化所形
成的石油、化工、电子元器件、新材料等产业群的建
设。提出我省校企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发展的重大任
务、关键技术项目的设计与建议。制定我省校企科
技融合、科技创新应用、校企科技人力资源培育相关
制度政策与促进性措施方案。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完善产学研机制�以使校企科技创新向合作模式的
多元化发展。

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1）项目管理思想在校企科技合作开发过程中

的应用。
（2）我省支柱产业领域校企科技融合新模式的

探索。

（3）我省支柱产业科技孵化园区建设的新思路。
兰州理工大学按照“以贡献求支持�以特色争优

势�以创新促发展”的要求�大力推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协调发展。学校长期将为区域经
济发展服务作为办学立足点�强化主动为经济建设
服务的思想�形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开
发研究与成果推广转化及科技产业发展相协调的科

技工作体系。为主动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肩负起西部大开发和工业强省对学校培养高素
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学校坚持
教育创新�不断强化办学特色�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和学科建设水平�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学校
目前已建立起了包括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
研究中心和13个校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内的各
类科研基地�并与省内外10多个地区建立了校地全
面合作关系。联合80多个企业、科研院所成立了校
董会�通过校地、校企合作有力推动了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工程研究中心基地的
建设�为学校服务经济建设�特别是用高新技术改造
传统产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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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48页）　教学评价模式�使“教师的教”真
正服务于“学生的学”。

调查中笔者发现�虽然项目实施之后�对当地的
校长评价教师评价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当
地参与式教学改革逐步见成效的同时�教师评价仍
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也严重制约了参
与式教学改革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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