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德国美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英国的产学研合作

一、剑桥现象

根据英国学者尼克·西格尔的考证，1881 年来自剑桥大学的达尔文率先创

办了剑桥科学仪器公司，这可以说是英国产学研合作的先驱。1985 年以后，在

剑桥周边地区涌现出大量的高技术公司，这就是所谓的“剑桥现象”。今天，剑

桥大学周围一个方圆不过数英里、居民区区十万，集聚着 1200多个高科技企业，

共有 784万名员工，以每年高达 40 亿英镑的贸易额，使该地区成为欧洲最为璀

璨夺目的高科技集聚区机构。其大学服务企业有三种主要形式：

1. 专利转化。任何专利的权利人，包括个人、课题组或院系，都可以自主

转化所拥有的专利。剑桥大学成立了沃夫森产业联络办公室，鼓励本科知识产权

的转让，对学校应该分成的那部分收入，制订了“抓大放小”的分配政策。根据

所得（纯收入）数额，在发明者、所在系和大学三方之间按如下比例分配：1 万

英镑以下：发明者 90％、系 5％、大学 5％；1-3万英镑以下：发明者 70％、系

15％、大学 15％；3-5万英镑部分：发明者 50％、系 25％、大学 25％；超过 5

万英镑部分：发明者 33.3％、系 33.3％、大学 33.3％。

2. 创办、衍生产业公司。剑桥大学成立了“剑桥大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代表剑桥大学同产业界进行贸易洽谈、签订协议，以剑桥大学的科技成果为投入

取得股份；利用产业公司的金融优势知名度，成立上市公司，发行股票，为成果

转化筹集更多资金。大学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导致大量高科技公司围绕一项或数

项科研成果而诞生和发展，这种现象为“衍生”。衍生公司一般为小型、中小型

高科技公司，通过非正式的个人关系形成。在一个高科技集聚区内，一些公司倒

闭或合并往往伴随着另一些公司的诞生和发展。剑桥大学衍生公司的数字处于一

种动态，但目前分布在剑桥及其周围地区 1000多家高科技公司中，多数都与剑

桥大学有着不同形式和层次的联系。



3. 兴办科技园。兴办科技园作为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基地，使之在科研

成果到生产技术再到商品的过程中发挥孵化、催化作用，是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的有效途径。1971 年，剑桥大学率先建立了英国第一个科技园——

剑桥科学园，揭开了英国科技园运动的序幕。1987 年又建立了剑桥地区第二个

科技园，即圣约翰创新中心，从而对剑桥高科技集聚区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推动

作用，并主导着其发展。

二、沃里克模式

英国沃里克大学始建于 1965年，是英国政府在二战之后为适应高等教育发

展而建立起的“七姊妹大学”之一，是欧洲“创业型大学”的代表。所谓“创业

型大学”是指 75世纪 15 年代和 25年代在传统的环境中作出了勇敢的改革尝试，

积极寻求摆脱严密的政府控制和部门的标准化的创新型大学。这类大学不再一味

维持传统的办学理念和实践，而是敢于标新立异，大胆承担转型的风险，主动到

市场中去探索，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组织特性上作出实质性的转变，以便为将来取

得更有前途的发展态势。其产学研合作的主要特点“创业”，主要表现在：

1. 具有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比传统欧洲大学更能驾驭自己的改革步伐，按

自己的主张行事；

2. 它们拓宽了发展的外围，比传统的系科更容易跨越旧大学的边界，与校

外的组织和群体联结起来，从事知识转化、工业联系、知识产权开发、继续教育、

资金筹措以及校友事务。同时还便于以跨学科研究项目为重点、走出校门兴办研

究中心，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实际问题；

3.比非创业型大学更快地懂得从更多来源中获得经费，建立多元化的资助基

地，拓宽收入来源的渠道，积极争取地方政府、IT 企业、慈善基金会的投资与资

助、知识财产的版税收入、校园服务的收入，学费以及校友集资，使学校财政多

元化；



4. 努力激活传统的学术价值观扎根最牢固的学术心脏地带，要求树立与新

的管理观点相融合的价值观和信念体系；

5. 力求形成一体化的创业型的大学文化。

三、教学公司

教学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出面组织由高校和企业共同参加的科技协作项目，使

得高校和企业界之间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合作渠道。每个教学公司项目通常由三方

组成，即高校、企业和项目经理。项目经理由负责该项目的高校选聘，在项目工

作期间，他们的人事关系既不隶属高校也不隶属企业，工资由教学公司支付。教

学公司项目的立项必须由高校和企业一起申请才能有效，同时规定这些项目必须

来源于生产实际中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教学公司成功地通过项目使高校和企业

坐在一起，并通过项目协调员和工作例会制度确保了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经过

多年的实践，英国的教学公司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德国的产学研合作

1. “双元制教育”模式

该模式运行方式为:由企业初步提出产学研合作计划，内容涉及合作方式、

目的、项目、期限、资金的投入与保障、各方的责权利等，并与相关高校进行磋

商，最终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执行计划。

2. 以“市场”为中心模式

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与自己选择的合作高校提出合作项目，由学校进行研究开

发，并随同企业人员一道完成整个项目的研制，最后双方共同将产品推向市场。

整个合作资金由企业全部提供，学校在企业的协管下全权使用。

3.“顾问合作制”模式

德国的许多企业与高校都有产学研方面的“顾问合作制”。许多学校要求教



师担任各行各业的顾问，特别是工科教师，要求必须担任工厂顾问。企业一般都

把其顾问权授予高等工业大学的教授，并随时将企业的信息向顾问们传输与开

放。而且产学研合作将是长期的、稳固的和紧密的关系。

4. 弗朗霍夫模式

弗朗霍夫学会创造了一个企业、大学和政府合作的成功机制。这个组织中的

每一个合作者都发挥着其特定作用，都对这个组织有所贡献。大学承担基础研究

工作和培养学生/雇员的重任；政府在自己的实验室进行应用性研究并为弗朗霍

夫学会提供财政支持以保障合同研究的最低成本；工业企业提供合同以及制造条

件和营销能力；弗朗霍夫学会的研究机构培养工程人员并致力于基础研究和工业

应用之间的应用研究。弗朗霍夫模式的融资方式: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三位一

体。弗朗霍夫模式的人力资源----研究机构与大学建立伙伴关系。弗朗霍夫的研

究机构得以运转是由于它 8500名雇员中有 40%是大学的高年级学生，正是这些

学生参与了研究机构，因此能够提供造就最好和最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可能

性。弗朗霍夫模式的实质在于，它在政府、大学和产业技术需求之间架起一座跨

越创新鸿沟的桥梁。

美国“产学合作”模式

1. “企业孵化器”模式

“企业孵化器”是由政府、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或私营企业向新企业提供便

宜而富有灵活性的场地的同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性服务，为管理、技术、融资

援助牵线搭桥，提供与其他专家和企业家的交流机会等，从而达到促进企业发展

的目的。“企业孵化器”模式致力于培养创新型、技术密集型的新建小企业，通

过提供整套服务设施设备和管理咨询服务，使小企业失败率降到最低限度;并通

过经营小企业的实践锻炼和“企业孵化器”的辅导，造就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家。

总之，“企业孵化器”是加强产学研合作、扶植小企业的一种有效模式。

2. 高技术企业发展模式



高技术企业发展模式类似于“企业孵化器”模式。高技术企业发展途径主要

有:一是风险创业型，即科研成果的发明者借助风险投资创办高技术企业，生产

高技术产品，这也是高技术企业最典型的产生方式。世界上大多数高技术企业都

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运作方式促成了“双重转换”，即科研成果向

高技术产品的转换、科学家向企业家的转换。二是技术移植型，即高等院校或科

研机构将技术发明转让给企业，企业有偿引入高技术成果，这也是一种较普遍采

用的方式。三是产学研合作型，就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由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提供高技术成果，企业提供生产条件，共同组成一个高技术联合体，

这种组成方式既可以企业为主，也可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为主。

3. 科技工业园区模式

大都以著名的研究型高等院校为依托，利用高等院校的科研与人才优势创建

高科技园区。大企业把科学园作为自己的创新源而大力进行投资和建设，政府部

门则通过优惠政策和导向性投资来增强科学园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美国科技工

业园区的组建方式主要有以下 3 种类型:一是由高等院校组建。斯坦福大学于

1951 年创建的“斯坦福研究园”，是美国最早的科技工业园，主要研发领域涉

及电子、航空与宇航、制药和化学等高新技术产业。以“斯坦福研究园”为依托

发展起来的硅谷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微电子工业中心，为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科技

工业园区的发展树立了典范。二是由企业组建。著名的波士顿 128 号公路科学工

业园区，建于 1951年，现在此落户的企业有大约有 900 家电子公司和 700家计

算机企业，所从事的科技研发领域涉及电子仪器设备、交通工具和一些军用设备，

形成了高新技术综合区。三是由州政府主持组建。由北卡州政府出面组建的“三

角研究园区”，集中了科研和生产优势，吸引了一批像 IBM、爱立信、杜邦这样

的大公司和美国环境与健康研究所等国家级的研究所，而且带动了整个附近地区

的经济发展。另外，还有奥斯汀市政府全面协调的“奥斯汀高技术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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