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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　加速新兴产业发展

李克林，　陶国良
（常州大学 产学研合作处，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１６４）

摘　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能够带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各省市都制订了战略性
新兴产业技术路线图，界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范围。为了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政
府、企业与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通过订单式培养、建立校企科技创新平台、培育孵化前瞻技术等创
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政府应加大政策投入，推动政府引导与培
育；强化工作机制，制定科学的产业技术路线图；汇聚创新资源，形成新兴产业特色区域布局；倡导
创新文化，打造良好的产学研合作环境。
关键词：产学研合作模式；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图分类号：Ｇ　６４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８８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１２－０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ＬＩ　Ｋｅｌｉｎ，　ＴＡＯ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２１３１６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ｈｕｇ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ｃａｎ　ｂｒ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ｏａｄｍａｐ，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ｂｙ　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　ｎｕｒｔｕｒ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
ｍｏ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ｏａｄｍａｐ；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ｇｏ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产学研合作是指政府、高校、企业之间的合作，
其宗旨是将大学的科技要 素 在 政 府 引 导 下 全 面 集

聚、转移，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于地方经

济社会的发展；其主要原则是把大学的科技创新思



维、科技管理方法、科技成果与市场紧密结合，与企

业需求紧密结合，与 政 府 政 策 引 导 紧 密 结 合，助 推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实施产学研合作，能够提高

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乃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高校

作为区域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主体，创新高校产学研

合作模式对于推动战略性 新 兴 产 业 快 速 发 展 具 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１］。

１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 国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中 具 有

战略意义和未来指向性的产业，构建其有效的产业

发展模式是我国当前经济 社 会 运 行 中 迫 切 需 要 解

决的深层次课题。目前，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潜力巨大，能够带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国家 信 息 中 心 的 报 告 显 示，２０１３年 我 国 战 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速度不断回升，尤其是上半年在工

业经济总体弱势中逆势上扬，部分产业增长速度达

到工业经济总体增速的两倍左右，成为支撑产业结

构调整、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数量

占战略性新 兴 产 业 企 业 总 数 比 例 超 过７０％，在 国

家实施的重大产业专项中，民营企业获得支持的比

例占到５０％以 上，民 营 企 业 为 推 动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发展增添了动力和活力。相关专家表示，战略性

新兴产业远高于工业发展 速 度 将 提 升 战 略 性 新 兴

产业 产 值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助 推 单 位 ＧＤＰ
能耗及主要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的 降 低［２］。中 国 工 程 科

技发展战 略 研 究 院 发 布 的《２０１４年 中 国 战 略 性 新

兴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领 域 的 国

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比例占

工业领域的７０％以 上，在 国 家 认 定 的 企 业 国 家 重

点实验室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比例占７０％以

上，在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中战略性新兴产业

企业的比例占５０％以上［３］。

２　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

　　十八大以来，国家明确要求要加大产学研合作

创新力度，落实区 域 创 新 驱 动 战 略，建 立 创 新 型 国

家。为了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府、企业、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应该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

联合行动，创新合 作 模 式，对 于 合 作 各 方 都 能 起 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２．１　以新兴产业与企业 发 展 为 需 求 点，实 现 订 单

式培养

企业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最前沿，最了解市场的

变化和需求，在科技创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主体地

位。高校通过对学生专业知识、实践能力的培养为

企业提供各类型人才，是孵化科技创新人才的主要

基地。以企业和市场为主导 形 成“订 单 式”培 养 模

式，统筹企业需求 和 高 校 优 势 形 成 培 养 方 案，以 为

企业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 实 践 能 力 的 高 层 次 应 用

型人才为目标，将产学研结合模式穿插在教育培养

的各个环节，以新兴产业为启发建立独具特色的院

系和专业，组 织 学 生 和 老 师 与 企 业 进 行 调 研 和 交

流，课程教学中利 用 企 业 为 平 台，提 供 专 业 化 的 培

训和实习，企业代 表 参 与 学 生 毕 业 环 节 的 选 题、答

辩，挑选优秀的毕 业 生 进 入 企 业 工 作，提 高 企 业 核

心竞争力。这种“订单式”培 养 产 学 研 合 作 模 式 创

造性地实现了人才与科技理念的转移，是解放科技

人才和促 进 科 技 创 新 的 有 效 途 径，是 完 善 体 制 机

制、推动科技创新的有效平台。

２．２　以科技创新和工程 技 术 为 结 合 点，实 现 高 校

技术转移转化

随着我国生产力发展对科技要求越来越高，高

校科技正在迅速 成 为 我 国 科 技 创 新 的 主 力 军。新

形势下，面对经济 建 设 这 一 主 战 场，纵 向 课 题 的 研

究已不能满足高校的发展，高校科技创新的社会服

务职能日益突出，高校与企业的横向科研合作使科

技成果大量转化为生产力，政府鼓励高校与企业进

行产学研合作，根据市场实际需求，寻找科研项目，
把科技成果与市 场 产 业 更 好 地 结 合 起 来。在 此 基

础上，以高校为 主 导、企 业 为 主 体，建 立、完 善 和 扩

大产学研合作，以推广应用研究成果为目标实行技

术转移转化，或高校与企业合作成立各类型技术转

移中心作为开展技术转移的专门机构，直接向企业

转让科研成果，发挥其技术、人才优势，解决企业的

技术难题，帮助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并联合开发新产

品，提升企业生产经营实力的同时也将高校科研成

果快速转换为现 实 生 产 力，形 成 良 性 循 环，增 强 高

校的科研实力和水平。

２．３　以校企科技创新平 台 为 建 设 点，实 现 校 企 协

同创新

根据国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要 充

分发挥高校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高校

与企业进行全面 合 作，在 发 挥 各 自 优 势 的 同 时，促

进国家科 技 和 经 济 的 共 同 发 展，形 成“多 赢”的 局

面。高校在基础研究、专业人才、科研仪器设备、知

识及技术信息、研究方法和经验等方面具有较大的

优势；企业在技术 的 快 速 商 业 化、相 对 充 足 的 创 新

资金、生产试验设 备 场 所、市 场 信 息 及 营 销 经 验 等

方面具有独 特 的 优 势［４］。校 企 科 技 创 新 平 台 是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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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高校和企业资源优势的战略性高级联盟，以知识

为纽带，将二者资 源 进 行 合 理 配 置、全 面 共 享 和 有

机融合，不断推动产业、技术和产品创新，促进创新

型国家战略的实施，从而实现校企协同创新。比如

企业依托高校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促进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是实现 科 技 成 果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新举措。利用高校这一平台建立技术研究院，不仅

能增强高校 科 技 人 员 的 创 新 能 力 和 意 识，还 能 促

进高校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和环境。

２．４　以培育和孵化前瞻 性 技 术 为 出 发 点，实 现 新

兴产业领先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如何全面和有效

地发挥出高校这支科技生力军的重要作用，将其拥

有的知识创新优势和创新 人 才 优 势 转 化 为 服 务 于

区域和行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

和经济一 体 化 的 发 展，高 校 不 单 是 人 才 培 养 的 基

地，已成为知识 创 新、技 术 创 新 的 基 地，新 知 识、新

技术的辐射源，前瞻性技术的孵化器。高校的人力

资源优势决定了它在科技 创 新 中 的 引 导 地 位 和 牵

引作用。高校拥有 一 批 理 论 和 学 术 水 平 较 高 的 教

师，通过鼓励教师自我兴办中小型、技术密集型、科

技型企业或经济实体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产品，
既解决生产经营中的技术问题，还有利于产品研制

工作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不断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

品、新项 目，作 为 行 业 新 技 术 的“领 头 羊”引 领 市

场［５］。

３　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提高高校的自主创

新能力，而产学研合作是这一发展的必由之路。政

府应通过拓展产学研合作的内涵，创新产学研合作

模式，提升产学研 合 作 的 质 量，加 速 推 动 战 略 性 新

兴产业的发展。

３．１　加大政策投入，推动政府引导与培育

实践证明，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

中起到决定性的 作 用，所 以 政 府 要 出 台 相 关 政 策，
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创新产业，引导和培育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政 府 相 关 部 门 应 专 门 设 立 发 展 专 项 资

金，出台相关财税金融政策，用于扶持产业发展；同

时，积极争取 国 家、省 相 关 专 项 资 金 扶 持。通 过 出

台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与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设立 研 发 中 心、制 造 中 心 和 培 训 中 心，

推进这些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研究机构在新兴

产业领域开展多层次、多样式、多领域项目合作。

３．２　强化工作机制，制定科学的产业技术路线图

政府应把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发 展 纳 入 地 方 科 学

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完善考评机制，加强对各地、各

部门的考核评价。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和完善战略

性新兴产业统计 指 标 体 系、监 测 体 系 和 评 价 制 度，
合理界定统计范围，科学统计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

数据，真实反映产 业 发 展 状 况，做 好 重 点 领 域 的 分

析工作，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６］。
产业技术路线图是一种产业的技术规划方法，

制定产业技术路线图，有助于在战略高度对产业的

发展进行高瞻远 瞩 的 部 署，重 点 突 破 技 术 核 心，明

确产业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研究方向，使整个产业

链能够共同接受，大幅提高产业上中下游的创新能

力，提升整个 产 业 的 核 心 竞 争 力。当 前，我 们 急 需

政府制定科学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路线图，引领

产业快速发展。

３．３　汇聚创新资源，形成新兴产业特色区域布局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和需求，科学

客观的编制产业发展规划，明确重点发展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产业布局。区域产

业发展优势明显，可 以 突 出 发 展 重 点，推 动 创 新 资

源如技术、人才等 向 这 些 区 域 汇 聚，形 成 具 有 核 心

竞争力的战略性 新 兴 产 业 集 群。对 于 不 同 的 区 域

进行不同的定位，强 化 园 区 规 划 力 度，推 荐 产 业 和

项目向这些区域集中，凸显区域竞争优势。引导战

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这些区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项目，优 先 配 置 土 地 资 源。比 如，江 苏 省 常 州

市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产业 基 地，形 成 了“一 核 两 区

三园多基地”的产业布局［７］。

３．４　倡导创新文化，打造良好的产学研合作环境

推动产学研合作，要重视培育新型的企业创新

文化，吸引高层次 人 才 为 企 业 服 务，确 立 企 业 为 技

术创新主体。我国企业的需求都是实用型的，注重

产品的生产及市场占有量，对产品研发和创新关注

较少，所以需要政 府 部 门 不 断 推 动，引 导 企 业 形 成

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有效发挥人力资本效用。战

略性新兴产业具 有 前 瞻 性、先 进 性，其 发 展 尤 其 需

要一种良好的企业创新文化。另外，还需加强宣传

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导向，总结推广产学研合作的典

型经验和有效模式，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产学研合

作的良好氛围，打造良好的产学研合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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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工作 站，吸 引 了１００多 名 企 业 技 师 来 我 院 任

教，参与学院专业 课 教 学，并 共 同 制 订 人 才 培 养 方

案，开发基于工作 过 程 的 核 心 课 程，提 升 了 学 院 教

师的双师素质。依托企业平台资源，建立了教师工

作站，每年选派３０多名教师在正大集团、南京雨润

食品产业集团、江 苏 长 青 兽 药 有 限 公 司、江 苏 高 邮

鸭集团等企业进行学生顶岗实习指导，与企业开展

科技攻关合作，为 企 业 解 决 生 产 中 的 技 术 难 题，促

进了企业科技成 果 转 化，提 高 了 教 科 研 整 体 水 平，
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 经 济 效 果。教 师 参 与 企 业 技 术

攻关，开展科学研究，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既提高了教师的理论知识，又丰富了教师的实践经

验，从而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坚持产学研结合是办好高职教育的必经之路，

是高职实用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同时也促进了教

师“双师”素质和人才培 养 质 量 的 提 升。通 过 产 学

研结合，加强了学校与行业、企业间的交流，使学生

理论联系实践，在生产实践中轻松掌握所学知识要

点。学生通过“订单式”人才培养、顶岗实习等参与

到企业生产实践 中，掌 握 了 生 产 技 术，提 升 了 对 专

业知识及行业背景的认识，让学生置身真实生产一

线环境，在生产实践中掌握技术、提高学习能力，为

社会培养了真正 需 要 的 紧 缺 人 才。通 过 产 学 研 结

合，教师深入行业、企业第一线，能及时了解和掌握

企业对人才规格 的 需 求，明 确 办 学 思 路，能 更 好 地

把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提高教师专业实践能

力，有利于专 业 教 学 改 革 和 创 新。因 此，产 学 研 结

合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创新所在，是高职院校未

来发展的趋势，通过产学研结合，深化教学改革，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真正达到校企双赢共同发展的局

面，开启高职教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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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总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须走产学研合

作之路，高校应继 续 探 索 产 学 研 合 作 创 新 模 式，进

一步优化符合各参与主体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
以政府为引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产

业化为目标、充 分 发 挥 政 府、市 场、企 业、高 校 等 各

类资源优势，发挥 产 学 研 合 作 模 式 优 势，注 重 操 作

性，使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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