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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创新

摘要：共性技术作为一类普遍性非常强的技术长期以来吸引着多学

科的关注，其相关研究文献非常丰富。 本文将以三螺旋理论为视角，根据

共性技术不同分类间的协同创新效应进行了文献综述，以及对未来研究

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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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螺旋理论相关研究及简评

1995 年，Etzkowitz 和 Leydesdorff 两 位 学 者 率 先 在 区 域 经 济

发展领域中利用生物学中的三螺旋原理，提出有关大学、企业和

政府的三螺旋理论，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中大学、企业和政府

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即在经济发展需求的纽带作用下，大

学、企业和政府三者基于结构性的安排和制度性的设计等机制交

叉影响并联接起来，最终抱成一团并呈现螺旋上升的趋势，也就

是所谓的三重螺旋关系，从而实现三者之间资源最大化共享与信

息充分沟通的目标。 曾国屏和 Leydesdorff（2001）合作发表的文章

首次以国家创新系统概念为基础探讨中国的大学—产业—政府

之间的关系。 陈伟、方为华等人对于三螺旋理论的发展做了前期

铺垫。国内真正系统引进三螺旋理论始于 2005 年。周春彦翻译出

版《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三元一体的创新模式》，并在《自然辩

证法研究》上做了详细的介绍。牛盼强、童东升等人在理论的发展

及其适用性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苏竣（2007）应用三螺旋理论

解释了大学科技园的孵化功能。 李春景、陈静分别就三螺旋在推

动科技园孵化器发展以及建议方面进行了阐述。张铁男（2011）从

促进官—产—学合作的角度提出大学科技园孵化的新模式———

“产业基地”孵化模式，丰富了三螺旋理论的应用。 吴俊儒（2013）
应用三螺旋模型定量分析探讨了政府驱动型区域创新系统。刘晨

辰（2010）三螺旋动力模型的角度观察我国共性技术创新，并跟据

三重螺旋动力系统的数学模型，对共性技术创新过程中，政府、产

业、大学三者之间的力量变化做出了合理预判。

二、共性技术相关研究及简评

共性技术（Generic?Technology）和产业共性技术在研究概念

上一般不作区分，国外一般以共性技术这一说法为主，我国则广

泛采用产业共性技术这个说法。对共性技术的理论分析最早来源

于 某 些 技 术 的 公 共 品 性 质 ， 共 性 技 术 的 概 念 最 早 由 Anders
Granberg 在 1981 年提出，认为共性技术是因果联系、自然过程的

集成，是可以完成某些功能的一类技术。 我国学者吴建南 & 李怀

祖(1999)把共性技术定义为能够被多个相互竞争企业共同使用的

一类产业技术。 李纪珍(2002)在其博士毕业论文中指出产业共性

技术是指在广泛的产业领域范围内已被或可能被普遍使用，且研

究成果可被共享并对整个产业或经济部门产生深远影响的技术。

进一步，李纪珍从不同的角度将共性技术定义进行了分类。 黄鲁

成（2011）则对现有产业共性技术分类进行了总结，认为目前我国

产业共性技术的分类主要可以根据产业共性技术的重要性程度、

涉及的层次、公益性的深度、产业共性技术所处的创新阶段及其

发生的时间先后几个方面进行分类。李纪珍（2011）从共性技术定

义中所包涵的本质特征出发，提出“技术的发展阶段”和“技术的

共享层次”两个共性技术特征识别和分类的维度。 产业共性技术

分类的多维度刻画，不仅有助于对共性技术内涵的把握，而且为

产业共性技术供给、 扩散的模式选择等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于斌斌（2012）研究指出我国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供给可分为企

业之间战略合作的研发供给、以产学研合作创新为平台的研发供

给、以政府为载体的研发供给三种模式。 丁黎军（2012）提出政府

应当制定和完善以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为主的产业共性技术政策，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目前我国关于产业共性技术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涉及产业

共性技术的分类、产业共性技术的供给与扩散、产业共性技术的

供给机制、政府在产业共性技术中的作用及角色定位等问题。 但

是对于各个问题的深入程度还不够，因此加大对产业共性技术研

究，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提高我

国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协同创新理论研究及简评

1965 年，Ansoff 在《Corporate?Strateg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协

同战略的理念，他认为协同就是企业通过识别自身能力与机遇的

匹配关系来拓展新的事业，协同战略可以像纽带一样把公司多元

化的业务连接起来， 实现一种类似边际报酬递增的协同效应，从

而使公司得以更充分地利用现有优势， 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它

不同于各独立组成部分的简单汇总。系统地提出协同理论的是德

国学者 Haken，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创立了协同学，在该理论中，

协同指的是在复杂大系统内其各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

等集体行为，最终产生的超越各个因素自身单独作用的整个系统

的联合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的会议、论坛的讲话中也多次

将协同创新放到首要位置，认为要紧紧抓住“协同创新”的时代脉

搏。 欧光军、方明分别对企业集群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与之相对

应的协同创新模式。 李煜华（2013）提出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

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企业与科研院所创新演化的博弈模型。

何郁冰（2012）提出针对“战略—知识—组织”三重互动的产学研

协同创新模式， 探索并构建初步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

杨睿（2012）高校要从横向项目的过程管理、科研评价体系和激励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产业共性技术协同创新模式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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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学科科研协同机制、科研创新平台等方面完善地方高校科

研管理机制，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 孙思思（2013）提出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绩效进行评价。 孙晶（2010）进一

步研究供应链协同创新以及绩效评价系统的一系列概念模型。苏

先娜（2013）通过总结前人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以及

融入外部协同要素，构建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的、具有发展性的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现有的协同创新理论的研究比较成熟、全面，涉及到众

多方面，比如说产业集 群、供 应 链 协 同、知 识 协 同 和 客 户 的 协 同

等。 纵观协同创新的发展，从过去的区域的协同创新到后来的协

同创新网络的研究，摆脱了区域因素对协同创新的影响；从过去

的双因素协同创新到现在的多因素的全面的协同创新或者说是

形成的战略联盟，极大地丰富了协同创新理论，但是对于协同创

新的维度还有待于开发研究，并且我国对于协同创新理论的实证

分析还不够完善，大多数停留在协同创新的模式构建上。

四、研究评述

到目前为止，关于共性技术的研究涉及到多方面，并取得了

显著地成果，为共性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从以上

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关于共性技术与协同创新理论已有研究，同

时三螺旋理论也应用在共性技术和协同创新方面，但是基于三螺

旋理论研究共性技术的协同创新方面还比价新颖，本文将根据运

用三螺旋理论对不同分类的共性技术协同创新进行定量分析，研

究政府、产业以及大学三主体在共性技术协同创新方面的贡献额

度，以此促进产业共性技术的发展，为共性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

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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