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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开展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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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调查分析了527家中小企业，论述其开展产学研融合存在的问题，分析“互联网+”对中

小企业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赋能前景、现状和困境，并提出助力中小企业开展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对

策。结果表明，中小企业开展产学研深度融合进程中资源对接和承载能力不足；中小企业偏好松散型

合作方式以及多形式科技服务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期望需求。未来，可从地方政府在中小企业开展产

学研深度融合中当好主导者、服务者和引导者，支持科技服务业积极拥抱互联网和集群化发展，以设

立“产学研深度融合人才特区”催生科学家创业者以及推进“互联网+”实验室和中试基地工程四方面

助推中小企业开展产学研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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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阿里巴巴、海尔、百度和腾讯等公

司已成为全球性的重要创新者，并引起了广泛

关注。此外，数以千计的创新型公司(包含隐形

冠军、技术挑战者、变革者)正在悄然颠覆众

多行业，超越现有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商业

模式[1] 。这些创新型公司中，大量中小企业成长

为我国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例如科大讯飞、大

疆无人机、晶科电子、商汤科技、四方光电、武

汉库柏特。尤其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更加

表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备受社会关注和资本

青睐。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必然要以

创新为驱动。中小企业参与技术创新分工中存在

产学研结合和与大企业合作两条路径。例如，上

海、广东等地鼓励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同创新，

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进入央企和民营大企

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打造有利于中小企

业创新发展的生态系统。但是，能够进入大型企

业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中小企业毕竟是少

数。对于大多数的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来

说，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

普遍共识和必由之路。

1. 中小企业开展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路径与现状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产学研合作围绕“实现

科技同产业无缝对接”的目标，从联合到结合

不断深化与发展的结果。其表现为产学研伙伴

与合作模式多样，且关系紧密、程度深入[2] 。基

于科学的创新链包括创新需求、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设计开发、试制改进、生产销售、产

业化扩散等核心环节 [ 3 ] ，其中创新需求、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设计开发和试制改进属于研

发阶段，生产销售、产业化扩散属于商业化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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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图1所示，中小型企业在创新需求、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设计开发和试制改进每个环

节均能介入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实现科技同

产业无缝对接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根据介入的

环节差异，中小企业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路

径存在前端贯穿式、中端嵌入式和后端承接式

三类路径。

金融中介

产业化

扩散

前端贯穿式路径 中端嵌入式路径 后端承接式路径

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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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小企业介入产学研深度融合网络的路径

1.1 前端贯穿式路径

基础研究是科学创新的“最先一公里”，实

现科技“从0到1”突破的根源所在。2021年的中

央政治局730会议将“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上升至

与制造业补链强链、解决“卡脖子”难题联系起

来高度，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承担基础研究

寄予厚望。深圳等创新活力强的城市非常重视原

始创新，将对科研投入的财政支持重点从应用研

究向基础研究转移，例如深圳市基础研究领域的

科研投入在2021年扩大至46%[4] 。并且，研发能力

强的中小企业也是高校、科研院所青睐的合作对

象之一。研发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从基础研究环

节介入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希望实现从“专精

特新”到“隐形冠军”的成长，成为新兴产业发

展的主要引领者。前端贯穿式路径的具体实现形

式分为协同创新、契约合作和一体化三种模式。

协同创新模式。该模式是指中小企业和高

校、科研院所组建联合研发团队，瞄准科技前

沿，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原创成果技术突

破。在该模式下，中小企业对产业方向的前瞻性

有理解力，能够串起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前后端链

条。例如，绿的谐波由创始人左昱昱率领研发团

队所在实验室，实现我国谐波减速器从0到1的突

破，且之后与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组建联合研发团队，推动谐

波传动技术的前沿发展。

契约合作模式。该模式是指中小企业基于契

约形式，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力量开展源

头性的前沿性研发。在分工上，高校、科研院所

的专家学者做研发，中小企业主动跨向学术界寻

求合作，从事产业化。例如，科大讯飞由一群大

学生创业团队在1999年创立，在2000年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建实验室，整合

核心源头的技术资源，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语音

技术提供商。

一体循环模式。该模式是指高校或科研院所

的科技人员创办企业，直接转化自己的研究成

果，或者把科技成果转化为成熟的技术，然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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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产品和成熟的技术转移到大企业进行批量生

产，实现“学”“研”“产”一体化再到“学”

的自我良性循环。这种模式快速激活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智力和技术资源，很多科学家从学术界走

向产业界，不断地孕育和改进原始创新。例如，

中南大学的科学家(何继善院士、夏家辉院士、

刘业翔院士等)在“两个70％”1政策鼓励之下，

纷纷创办学科性公司，转化自己的科技成果；华

中科技大学的熊友辉博士留校在煤燃烧国家重点

实验室研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沿技术，后创立

武汉四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从事自主知识产权

的红外气体传感器和分析仪器的研究与产业化；

武汉大学特聘副研究员李淼致力于柔性机器人与

学习算法研究，创办武汉库柏特科技有限公司，

提出工业机器人智能操作系统。

1.2 中端嵌入式路径

应用研究和设计开发是需求驱动的研发创

新，实现科技“从1到N”突破的根源所在。技术

实力较强的中小科技企业在各自熟悉的领域，与

高校、科研院所从应用研究或设计开发两个环节

介入产学研合作网络，推动科技成果完成从实验

室到生产线的转变，希望迈向“专精特新”企业

的发展之路。中端嵌入式路径的具体实现形式分

为协同创新和契约合作两种模式。

协同创新模式。该种模式是指研发需求和

创新需求大的中小科技企业或地方政府组织本

地的中小企业主动与大学、科研院所共建研究

机构、产业学院、反向飞地创新园等，加速科

技成果向应用创新和设计开发转化。例如，旷

视科技自2 0 1 1年创立伊始，瞄准硬核的AIOT

(人工智能技术与物联网在实际应用中的落地

融合)，先后与西安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和上海科技大学等成立联合实验室，与南京大

学人工智能学院联合建立人才实训基地；福州

大学和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共建福州大学永定

区飞地科技园，实现“孵化在福大、转化在永

定；研发在福大、生产在永定”的合作。

契约合作模式。该种模式是指实力较强的中

小科技企业基于契约形式，依托高校、科研院

所的研发力量开展应用创新和设计开发，包括

委托高校或科研机构开发企业需要的技术、共

建博士后流动站等。例如，柯力传感先后与华

中科技大学合作开发“称重传感器对中划线仪

技术”，与浙江大学合作开发“传感器数字化

设计和模拟分析系统”，与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联合开发“基于磁致伸缩材料的汽车称重传感

器的研发及其产业化”。

1.3 后端承接式路径

“试制改进”是打通科技创新转化应用的

“最后一公里”，实现科技不断升级的根源所

在。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按照“院校管科研、企

业管转化”的原则，从“试制改进”环节介入产

学研合作网络，承接科技成果转化，希望迈向中

小科技企业的发展之路或实现综合竞争力跨上一

个新台阶。后端承接式路径的具体实现形式分为

技术转让和联营公司两种模式。

技术转让模式。该模式是指有一定经济实力

和技术消化能力渐强的中小企业和高校、科研院

所之间开展技术对接和转化，在接近产业化的创

新链后端深挖应用场景。在该模式中，企业成为

技术吸纳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高校、科研院

所是科技成果的资源池，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是

“红娘”。

联营公司模式。联营公司模式包括高新技术

产业研究院、高科技企业等多种形式，致力于推

进科技成果转化。大部分中小企业科技实力和经

济实力薄弱，对科技成果的承接能力较弱，难以

受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青睐，因此部分地方政府

1 中南大学的“两个70%激励政策”： 教授专家办企业，其技术类无形资产作价入股，作价入股总额的70%给予技术持有者； 结余横向科研经费

入股科技型公司时，课题组成员持股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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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科技园出面组团承接高校或科研院所科技成果

的转化。由地方政府资助的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

集技术经理人、风投机构、孵化器等多重角色，

已经从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者延伸到技术创新的

研发商，正扩展为助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微生态

的构建者。例如，整合咸宁市内政府、高校、企

业 资 源 成 立 的 湖 北 香 城 智 能 机 电 产 业 技 术 研 究

院，旨在帮助当地机电产业的中小企业解决生产

技术难题。

2. 中小企业开展产学研深度融合存在的问题

针 对 中 小 企 业 量 大 面 广 和 向 高 质 量 发 展 趋

势 ，此 次调 查以 52 7家中小企业为对象(均由企

业中高层填写问卷)，评估产学研合作的现状。

在这527家企业中，人员规模均在500人以内；其

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占到1/3，

制造企业占到1/4，其他行业企业占比均不超过

10%； 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22%， 非高新技术企

业占比33 .78%；71 .73%的企业入驻当地产业园

区；68%的企业位于省会城市，20%的企业位于非

省 会城市，12%的企业分布在县城区(县级市)

和 乡镇；位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

湖 北 的 企 业 数 均 在 40 家 以 上 ， 山 东 、 湖 南 、 福

建、江西、河南、安徽、四川的企业数均在20〜

4 0家之间，除海南、台湾、新疆、西藏和青海之

外的其他省份的企业数均在20家以内。

2.1 中小企业资源对接和承载能力不足

自 从2020 年以来，新冠肺 炎疫情对风险抵抗

力 较 弱 的 中 小 企 业 带 来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市 场 萎 缩 和

资 金 困 境 ， 但 是 面 对 研 发 人 员 不 足 、 研 发 资 金 缺

乏 、 技 术 不 够 雄 厚 等 难 题 ， 众 多 中 小 企 业 仍 然 着

手 产 学 研 方 面 的 布 局 。 70 .9 7 % 的 中 小 企 业 曾 经

开 展 过 产 学 研 合 作 活 动 ， 91 .0 8 % 的 企 业 继 续 或

者 计 划 在 未 来 开 展 产 学 研 合 作 活 动 。 中 小 企 业 对

产 学 研 合 作 能 够 解 决 创 新 能 力 短 板 的 认 知 达 成 共

识 ， 从 被 动 参 与 转 向 主 动 寻 求 产 学 研 合 作 。 如

图 2 所 示 ， 应 对 市 场 竞 争 与 对 手 带 来 的 生 存 压 力

( 6 3 . 7 6 % )、跟踪行业或领域的技术发展前沿

(59.58%) 、开拓市场的需求(55.22%) 、获得

来 自 其 他 单 位 的 强 大 技 术 支 持 (5 2 . 7 5 % ) 和 培 养

人 才 的 需 要 ( 5 0 . 6 6 % ) 五 个 方 面 是 中 小 企 业 开 展

产 学 研 合 作 的 主 要 动 力 源 。 当 然 ， 申 请 政 府 经 费

项 目 或 资 格 认 证 需 要 ， 或 者 完 成 上 级 单 位 或 政 府

下 达 任 务 两 个 方 面 也 是 近 四 成 (3 8 . 9 0 % ) 的 中 小

企 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动力源之一。

中小企业由于创新资源短缺，在技术创新时

需 要对接大量外部资源 [5 ] 。单项冠军企业、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及“隐形冠军”企业成为科
研院所及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的

其他

完成上级单位或政府下达的任务

申请政府经费项目或资格认证的需要

培养人才的需要

开拓市场的需求

提升企业的形象

利用其他单位的先进专业设备资源

利用其他单位的高素质人才资源

获得来自其他单位的强大技术支持

应对市场竞争与对手带来的生存压力

跟踪行业或领域的技术发展前沿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图2 中小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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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地。但是，众多中小企业在寻找资源和合

作的过程中面临资源对接能力和承载能力相对薄

弱的挑战，遇到或面临的各种障碍具体如图3所

示。来自技术提供方(高校、科研院所)的障

碍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即举办的产学研相关

活动与企业需求的技术(或服务)差异性较大，

很难找到合适的伙伴(53 . 3 2 % )、研发成果达

不到企业技术要求或难以产业化(48 . 5 8 % )、

产学研相关活动的宣传渠道太少，无法及时获

知相关信息(4 3 . 6 4 % )、合作伙伴的研发能力

不足(33 . 7 8 % )。来自中小企业自身的障碍主

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即企业缺乏转化技术的

人才、设备(3 9 . 6 6 % )、企业缺乏转化技术的

财力(25 . 4 3 % )、企业在合作中的主动权太小

(24.67%) 、企业不能把市场需求转化为技术需

求(24.67%) 以及企业自主的技术吸取能力弱或

后续二次开发能力弱(22.20%)。

2.2 中小企业偏好松散型合作方式

中小企业寻求产学研合作伙伴的三种重要

渠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通过所在行业协会等

类似组织获得相关信息(76 . 4 7 % )、参加由政

府 牵头组织的产学研活动 (6 4 . 5 3 % ) 、主动与

高校或科研院所取得联系(6 4 . 1 4 % ) (如图 4所

示) 。65.65%的中小企业对接过政府组织的科技

特派员(或科技专员、科技副总)服务。如图5

所示，科技特派员在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

之间的交流沟通(65.65%) 、协助企业研发新产

品与新技术 ( 6 1 . 2 9 % ) 、培养企业的技术人员

(59.77%) 、帮助企业确立产业和技术进展方向

(57.31%) 、帮助企业凝练技术需求(49.15%)

五个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中小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形式多样。

如 图 6所示，合作开发 ( 7 3 . 2 4 % ) 、人才培养

( 59.77%) 和技术服务或咨询(56.93%) 三种方

式是中小企业常用的产学研合作方式，技术入股

( 40.42%) 、共建研发机构(40.42%) 、委托开

发(32.64%) 及技术转让(31.12%) 四种方式也

是部分企业选择的产学研合作方式，也有少数企

业希望通过组建联营企业(24.29%) 、共享仪器

设备(21 . 6 3 % )和共建博士后流动站(1 5 . 1 8 % )

三种方式开展产学研合作。但是，总体来说，由

于中小企业缺乏产学研合作的主导地位和能力，

或 者高校和科研院所人员将服务企业视为副业

60%

50%

40%

30%

20%

10%

0%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图3 中小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遇到或面临的主要障碍

注：①产学研相关活动的宣传渠道太少，无法及时获知相关信息；②举办的产学研相关活动与企业需求的技术(或服务)差异性较

大，很难找到合适的伙伴；③合作伙伴缺乏诚信；④合作伙伴的研发能力不足；⑤研发成果达不到企业技术要求或难以产业化；⑥在

收益分配上产生分歧；⑦企业在合作中的主动权太小；⑧企业缺乏转化技术的人才、设备；⑨企业缺乏转化技术的财力；⑩企业不能

把市场需求转化为技术需求； 企业自主的技术吸取能力弱或后续二次开发能力弱；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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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熟人介绍

中介机构促成

参加由政府牵头组织的产学研活动

主动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取得联系

通过所在行业协会等类似组织获得相关信息

主动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取得联系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中小企业寻求产学研合作伙伴的主要渠道

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沟通

65.65%

帮助企业凝练技术需求

49.15%

3.23%

36.24%

协助企业研发新产品与新技术

57.31%

帮助企业确立产业、技术进展方向 培养企业的技术人员

图5 科技特派员在中小企业已经或被期望发挥的作用

(缺少孤掷一注的情怀或责任感)，中小企业主

要开展或偏好松散型的产学研结合形式。

2.3 多形式科技服务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期望

需求

政 府和科技中介机构在“学”“ 研”与

“产”之间发挥“粘合剂”和“桥梁”作用，一

直在探索如何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智能的产

学研服务。面向市场运作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快

速崛起，例如杭州绿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部

知光技术转移有限公司；由民营投资和市场化运

营为企业提供研发服务的共享实验室不断涌现，

例如提供半导体分析测试服务的胜科纳米、提供

生物医药及生命科学领域测试研发服务的斯坦德

集团。这些中介服务机构和共享实验室成为产学

研结合的新型纽带之一。

相对大企业来说，中小企业更期望政府、服

务机构提供产学研合作全方位和全过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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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7所示，中小企业期望的主要服务需求包括

帮助企业寻找外部创新资源(人员、设备等)

(59.77%) ，帮助企业精准选择和对接合作院校

或科研人员(5 8 . 8 2 % )，提供产学研合作的信

息、咨询和评估服务(56.74%) 和出面组织开展

产学研合作活动(50.66%) 四个方面。部分中小

企业则期望政府或服务机构帮助企业挖掘和凝练

技术需求(47.25%) ，带领企业走访院校和寻求

支持(43.64%) ，提供技术交易、转移和知识产

权相关服务(38.90%) 以及提供产学研合作的协

议签订、过程管理相关服务(31.50%) 。但是，

当前市场化的科技中介和技术推广类机构普遍规

模较小，主要提供产学研前期的信息对接、沟通

接洽，而在后期的跟踪管理等环节提供相关服务

偏少，难以满足中小企业对产学研结合中后端服

务的日益增长需求。

其他

共享仪器设备

组建联营企业

共建博士后流动站

共建研发机构(如实验室)

人才培养

技术入股

技术服务或咨询

合作开发

委托开发

技术转让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图6 中小企业选择或偏好的产学研合作方式

其他

提供产学研合作的协议签订、过程管理相关服务

技术交易、转移和知识产权相关服务

帮助企业寻找外部创新资源(人员、设备等)

帮助企业精准选择和对接合作院校或科研人员

带领企业走访院校，寻求支持

出面组织开展产学研合作活动

帮助企业挖掘和凝练技术需求

提供产学研合作的信息、咨询和评估服务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图7 中小企业期望政府或服务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

3. “互联网+ ”赋能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前景、现

状与困境
从以“以我为主、封闭式创新”为特征的创

新1.0时代迈向以“用户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式

创新”为特征的创新2.0时代，技术创新由一大批

多业态参与者共同完成，呈现明显的场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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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得借助“互联网+”——以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技术等为主的信息技术，在契合产

学研等微观主体所处的特定场景下提供精准内容

和适配服务，变得非常重要。

3.1 “互联网+”对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赋能前景

“互联网+”类似“智慧大棚”，为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培育提供平台性、物联性和大数据性等

方面的赋能，推动科技供给侧的改革和科技需求

侧的升级，为中小企业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路

径赋予新生命力。本研究对527家中小企业的调查

结果表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大数据的快

速发展，94.88%的中小企业认为有必要建立产学

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如果推行产学研合作智能

服务平台模式，绝大部分中小企业(98.29%) 表

示更乐意参加产学研合作活动。

3.1.1 数据赋能 数字化为突破产学研深度融

合中的信息不对称提供新的机会和解决方案[6] ，破

除产学研主体的“数据孤岛”。一方面，“互联

网+”改变产学研的信息获取路径。以大数据、人

工智能、5G技术为应用的“互联网+智慧”管理系

统，能将政府的产业政策、产业的技术需要、企

业的科技需求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人

才供给等信息融合，打通“学”“研”与“产”

的数据“孤岛”，实现互联互通。例如，津科易

网和山东省产学研网上合作对接平台均为企业、

高校和科研单位及金融机构提供合作对接的信息

服务。另一方面，“互联网+”助力产学研的供

需精准对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从

海量的数据中挖掘企业的技术需求、高校和科研

院所创新合作需求等信息提供重要契机，可将科

研人员和产业专家在内的智力资源精准匹配到产

业的薄弱环节中，打通科技创新的供需两侧。例

如，青岛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依托公共数据服务平

台，实现科技供求双方的精准对接。

3.1.2 平台赋能 “互联网+”实现技术、人

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在数字空间快速汇聚和共

享，突破产学研主体的创新孤岛。一方面，“互

联网+”让产与学、学与研、研与产的关系发生根

本性改变。互联网把产学研等各类微观主体汇集

到一个网络平台社区，提高三方主体的合作积极

性、交流沟通便利性和知识成果转化高效性，让

三方之间的人、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等创新

要素实现互动耦合。例如，深圳的码客帮实现软

件编程人员和需要软件编程的公司之间的链接，

重庆的猪八戒网实现设计人员和需要设计的企业

之间的链接；橙色云打造的云协同研发平台，助

力各种专业工程师在任何地点、任何终端、任何

时间能联合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创新服务。另一方

面，“互联网+”让跨领域的创新要素实现超级融

合，突破地域和产业限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引发的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

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使得产学研协同

创新对资源异质性、知识流动的双重需求日益加

剧[7] 。互联网平台作为超级融合手段，有机整合跨

领域的知识[8] 。例如，浙江绍兴新昌积极发展“互

联网+产学研用创客社区”，以“众创共享科创云

平台”聚集众多服务资源与服务团队[9]。

3.1.3 物联赋能 “互联网+”带来线上和

线下边界渗透，破除产学研主体的资源孤岛。

科学仪器资源的互联网化服务是互联网从消费

领域、生产领域向研发领域拓展的应用场景之

一，能够将科研设备资源共享服务的线下实体

平台和线上虚体平台融合，智慧连接孤岛式创

新资源。例如，清华大学突破围墙建立全国高

校仪器资源的开放共享平台。按照市场化运营

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人人实验”，整合

高等院校、大型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中的仪

器设备和科研人员，为企业和个人在产品研发

过程中提供高效便捷的资源信息服务。

3.2 “互联网+”在产学研深度融合场景的应用

现状

3 .2.1 “互联网+”激活科技创新的“供给

端” “互联网+”在科技供给端场景的应用存

在两方面：一方面，“互联网+”打通技术创新

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互联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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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向上应对工业领域的各种应用场景，向下连接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海量的科研设备、系统、

科技人员，成为数智化时代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基

础设施之一。例如，烟台市在工业云平台上加入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将该市的省级以上企业技术

中心和部分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纳入服务平台，充

分发挥现有研发设备、实验室、检测设备、人员

等研发资源的效用。另一方面，“互联网+”驱动

产学研合作从“创新在学研，转化在企业”的技

术转移模式向“学研企协同创新”的共创模式转

变。例如，百度 Apollo 自动驾驶开放平台、橙色

云协同研发平台和英特团产学研协创网，既是企

业与专家对接的平台或技术资源交易的平台，更

是企业与专家在线协同工作的平台。

3 .2.2 “互联网+”激活科技创新的“需求

端” “互联网+”在科技需求侧场景的应用存

在两类：一是创新“社区化”云平台的“产学研

用”生态系统。县域经济存在区位优势不足、科

技资源稀缺、科技人才落户难的天然不足，市场

主体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研发能力不足，且自身

并不具备对外部创新资源的整合能力。工业经济

比较发达的县市纷纷探索县级研发服务机构，试

图弥补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例如，湖北

省赤壁市创办县级城市综合性研发服务机构——

赤壁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通过整合政、产、

学、研资源来建立公共实验室超市和中试谷基

地。此外，“互联网+产学研”模式成为一种县

域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形式，对促进县域创新补

齐要素短板至关重要。例如，浙江绍兴新昌跨界

整合从研发到生产制造的科技创新各环节，构建

互联网+产学研用创新“社区化”平台，为产学

研有机对接、深度融合开辟新渠道。二是科技成

果转化云平台+天使投资人结合模式。通过产学

研合作云平台连接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并对

合适的科技成果进行天使投资。例如，华开云产

学研合作平台通过“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天使

投资＋规模企业”模式，开展产业培育和新型创

业企业孵化。

3 . 2 . 3 科技“淘宝”激活科技创新的服务

端 互联网为链接产学研的供需侧提供新思路

和新方法，实现从“人找产学研需求”向“产

学研需求找人”转变。在产学研合作场景下，

链接供需侧存在三类互联网平台：第一类是

将传统的线下转移到线上的电商模式—— 知识

淘宝平台。针对供需双方的高效对接，知识淘

宝平台把技术信息和技术需求信息集中整理到

技术创新平台中，提高供需双方信息透明度。

例如，中国科学院科技产业网、天津科服网建

立科技服务业的淘宝——科淘，中国科协的创

新资源共享平台——绿平台，猪八戒网开发的

“互联网+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第二类是融合

互联网+智能推荐模式——技术转移智慧平台。

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把智能推荐

引入产学研对接的网络平台，提高对接效率与

精准度。例如，人人实验、科学家在线、科技

云等。第三类是融合互联网+技术经纪人+项目

竞标模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创服务云平

台。企业通过科创服务云平台发布创新课题招

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精英团队、社会大众创

新团队通过平台揭榜应标。例如，科易网、114

产学研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技术需

求采集、需求核实、平台发布、专家响应、合

作磋商、合同签订、项目推进和项目验收的全

程专业技术经纪服务，引入竞标模式和专注于

产学研的手机应用软件——对接宝，实现科技

成果交易网上竞拍。

3.3 “互联网+”赋能产学研深度融合面临的
困境

3.3.1 持续盈利困境导致平台生存艰难 相对

于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互联网+”在产

学研合作场景的应用起步较晚，相关平台的知悉

度、活跃度不高。经营模式角度，产学研合作智

能服务平台包括由政府主导或资助创办的公益平

台，如天津的科服网、江苏的技联在线、湖北的

科惠网，也包括由民营投资的市场化平台，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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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网、维正集团、114产学研协同创新服务平台。

这些平台的商业模式是复制消费互联网的“交易

模式”，成立时间比较短，陷入持续盈利困境。

消费互联网的盈利空间主要在撮合成品交易，并

提供相应的配套保障，如快递物流、售后服务、

消费金融等。然而，应用于产学研合作场景的互

联网平台则需要提供定制化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

来获得盈利空间。目前，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

台提供的服务主要是信息对接、洽谈、信息展示

黄页等前端服务。但是，产学研对接不是现货买

卖，无法让双方屏蔽彼此，同时成功的关键取决

于后期的供需双方合作，双方不愿意为了平台的

撮合对接而支付佣金。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类似

科技“淘宝”的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处于空

中楼阁的尴尬境地，中小企业对第三方产学研合

作智能服务平台的使用黏性不强。

3.3.2 “红娘”服务难以满足中小企业期望

需 求 为数不多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对接工作的

互联网平台尚处于市场初级阶段，提供的服务仅

是技术信息展出、推荐和线下对接等基础性工

作，真正提供产学研合作后端服务的综合性平台

面世较少。如图8所示，本研究对527家中小企业

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小企业希望产学研合作智能

服务平台提供的服务有十一个方面。其中，提供

在线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一问一答的咨询方式

(60.91%) ，提供专家、企业、高校院所和第三

方机构的展示空间(58.44%) ，绘制用户图谱，

直接为企业推送切实有效的产学研相关资源信

息，以及提供意向合作双方基础信息查询、历史

对接评价查询、咨询等服务(50.47%) 占比超过

50%。总体来说，中小企业期望产学研合作智能

服务平台提供从前端到后端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

一体化服务。因此，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提

供的“红娘”服务与中小企业期望的“店小二”

服务需求存在严重不匹配。

3.3.3 平台线下资源链接能力有限 “互联

网+”在产学研合作领域的场景应用是一个新生

事物，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英特团产学研协

创网、华开云产学研合作平台、114产学研协同

创新服务平台、人人实验、科学家在线、八戒科

技服务平台等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均是按照

“边开发边应用、边使用边完善”的思路发展，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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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图8 中小企业期望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提供的服务

注：①提供专家、企业、高校院所和第三力机构的展示空间；②提供在线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一问一答的咨询方式；③统计分析线

上用户的产学研合作意向，定期组织线下活动；④绘制用户图谱，直接为企业推送切实有效的产学研相关资源信息；⑤提供意向合作

双方基础信息查询、历史对接评价查询、咨询等服务；⑥链接更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使企业有更多的选择；⑦帮助企业寻找和

对接研发所需的设备，资金等资源；⑧根据企业提出的需求，提供专家资源对接的智能检索与推荐服务；⑨帮助企业链接高校、科研

院所等共建研发实验室等；⑩为企业量身定制创新服务方案； 为企业提供产学研合作的全流程项目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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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够满足中小企业“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找

成果、找专家、找服务、找高校院所等的淘宝式

服务。但是，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仅提供创

新资源对接服务，盘活学研现有创新资源的成效

不显著。一方面，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作为

第三方机构，对线下创新资源的整合能力有限。

政府主导的大型科研设备仪器共享网络平台(如

中科院“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深圳科

技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和市场化运作的仪器共享

或科研服务平台(如人人实验)均致力促进产学

研科研设备和仪器的共享。但是，由于利益割裂

和相关财务制度，平台对线下创新资源的整合能

力弱，大型科研设备仪器管理方对提供共享仪器

设备的配套服务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数量

有限的线下共享实验室参与整合意愿不强。虽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均出台了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

施共用共享的法规，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

也将国有大型仪器设备纳入共享平台，但是这些

仪器设备由于技术迭代快，更新频率低而容易出

现过时，且主要靠行政手段去推动共享，中小

企业对其的使用意愿和使用率不高。由民营投

资和市场化运营的为企业提供研发服务的行业

开放实验室(如胜科纳米、斯坦德集团)开始

涌现，提供先进高端的实验设备。共建的企业

公用实验室也逐渐出现，例如济南平阴县玫瑰

高端产业园的质检研发共享平台。但是，真正

按照市场化运作的共享实验室在全国范围毕竟

属少数，且在所属行业或地区较受欢迎，不愁

市场和业务，从而不愿意被第三方机构整合到

产学研合作智能服务平台。

4. 促进 中小企 业 实 现产 学研 深 度 融 合 的对 策

施策、系统推进、全面引导。

一是对于设在“工业基础一般、本地创新资

源薄弱”县市区的中小企业，当地政府要当好主

导者，举全县之力在科技创新资源丰裕的大城市

设立飞地创新园。按照“研发在飞地园，转化在

县市区”的原则，飞地创新园组织本地中小企业

与外地高校、科研院所在飞地创新园实现产学研

深度融合。二是对于设在“工业基础较好、本地

高端创新资源相对稀缺”县市区的中小企业，当

地政府当好服务者，设立面向当地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研究院来承接外地高端创新资源，引入线上

线下科技中介来组织产学研合作对接活动，提升

本地中小企业参与创新的意愿和机会。三是对于

设在“高端创新资源丰裕”大城市城区的中小企

业，当地政府当好引导者，设立中小企业产学研

合作专项资金和引入揭榜挂帅机制，推动更多的

中小企业参与出题，吸引全国范围更广泛的高

校、科研院所领衔解题，促成技术需求与解决方

案的精准对接。

4.2 支持科技服务业积极拥抱互联网和集群化

发展

科技中介机构是助力中小企业以后端承接式

和中端嵌入式两种路径介入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桥

梁纽带和催化剂。自1992年国科委(现科技部)

提出科技服务业到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科技服

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9号〕，

到作为科创服务业第一股——上海泰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于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预示着科技服

务业的春天正在到来。

一是加大培育科技服务新模式和新业态，推

进产学研合作服务线上线下场景联动发展。围绕

建议

4.1 地方政府当好主导者、服务者和引导者角色

与大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市场化深度

融合不同，中小企业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不能单

纯依靠市场机制来推动[10] ，更需要地方政府分层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设计开发、试制改进到

产业化的创新链，培育研发设计、技术转移转

化、检验检测、创业孵化、科技金融和知识产

权等高端服务领域的新型科技服务机构和服务

业态，延伸从“红娘”向“店小二”转变的产

学研合作服务链。尤其是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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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科技服务机构通过数字化转型，注重互联网

线上平台和移动端的搭建，做大做强线上业态线

上服务线上管理，形成线上线下场景联动的服务

模式。二是加大支持国家级科技服务产业园的建

设，提升对产学研合作的服务能力。银川科技服

务产业园、镇江句容科技服务产业园、南京江宁

科技创新中心、台州智能马桶产业创新服务综合

体、广州经开区知识产权服务园区、襄阳检验

检测认证产业园等专业科技服务业集聚区不断涌

现，正是科技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缩影。但是，

整体来说，这些科技服务产业集聚区规模不大、

特色不明显，对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服务成效有

限。因此，需加强顶层设计，围绕研发设计服务

业、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业、创业孵化服务业、科

技金融服务业和知识产权服务业，建设一批有特

色、有规模、有活力、有效益的国家级科技服务

产业园，为助力中小企业开展产学研深度融合提

供一站式服务。

4.3 设立“产学研深度融合人才特区”

以原始创新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及在新

兴前沿和交叉领域开拓创新，均需要“专精特新”

企业的研发人员从基础研究环节介入创新网络，

或者科学家从学术界走向产业界。但是，由于岗

位考评差异的壁垒导致科技人才从企业向高校和

科研机构的流动是凤毛麟角，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舒适度导致科技人才向企业流动的意愿不强。因

此，围绕“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的战略目标，建议设立“产学研深度融合人

才特区”，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

点，促进科学家在高校与企业间合理有序流动。

一是鼓励高校教师或科研院所科技人员自主

创业直接转化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科技成果。目

前的双向流动形式以大学教授进入企业(如科技

副总、科技特派员)和企业技术人员赴大学(例

如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双向兼职为主。但

是，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科技成果需要不断的孕

育和改进，转化需要承接转化的人员具有前瞻性

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因此，鼓励众多有才

华、富于创新精神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科学家带着

自己的发明成果以创业形式直接参与成果转化，

从学术界走向产业界，催生更多拥有双重身份的

科学家创业者，实现“学”“研”“产”一体

化再到“学”的自我良性循环。二是鼓励新兴前

沿交叉领域的企业战略科学家回归高校和科研院

所，显著提升相关领域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自主

培养能力，实现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人才的无缝

连接，鼓励更多践行一体循环模式的科学家成为

创业者。

4.4 推进“互联网+”实验室和中试基地工程

对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缺乏专业人才、资

金和技术，难以独自建设研发中心(含中试基

地)或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中心的成本太

高。因此，实验室或中试基地有必要推进共享。

一是鼓励仪器设备市场化和公益化共享平台

机构有序竞争发展。实验室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既

有政府组织或科技园区、高校、科研院所，也有

第三方机构，更有企业内部实验室，尤其是以互

联网为平台的仪器共享网站正在兴起。然而，受

各种条件所限，如高校、科研院所的项目组的仪

器设备共享意愿不强、维保费用大等因素，大型

或精密仪器设备共享举措的效果有限。推进“互

联网+”实验室行动计划，培育更多类似人人实验

公司等市场化共享平台公司，鼓励政府建设的仪

器设备共享平台机构按照市场机制运作，两者竞

合共促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设施真正实现共享。二

是推广市场化建设和管理的线下共享实验室、共

享实验工厂(中试基地)等模式。从优惠政策和

资金扶持上，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共享实验室和共

享中试基地，培育类似胜科纳米、斯坦德集团等

提供测试研发服务的公司，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

研发服务和中试服务。三是实施卓越实验工程师

工程。先进仪器设备仅代表实验室的硬件能力，

仪器设备更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维护、操作。但

是，由高校或科研院所、园区建设与管理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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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中，仪器设备维操人员专业素养不一且仪器设

备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益没有与维操人员的报酬和

晋升直接挂钩。因此，可从职称晋升和奖金分配

方面激励仪器设备维操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加大

培训力度提升实验专业人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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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ath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mbedded into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hen Jianan, Li Yanp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of 527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problems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IIUR), analyzed the empowering prospects, status quo and dilemmas

of "Internet +" for SMEs to launch the IIUR,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help SMEs to achieve the IIUR.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The resource docking and carrying capacity of SMEs are insufficient, SMEs prefer loose cooperation, and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and demands of SMEs with various form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s. In the future,

the four aspects can help SMEs to launch the IIUR as follows: Giving play to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as the leader, service

provider and guide in the IIUR of SMEs, suppor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luster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setting up a "special zone for talents with IIUR" to promote scientists and entrepreneurs, and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of "Internet+" laboratory and pilot base.

Key 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ternet+;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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