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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牵涉知识生产组织和经济生产组织两个开放系统的

交互演化，受到高校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影响。 [2]相关

研究表明，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体制机制不完

善、政策工具使用不均衡、环境不成熟、意愿不强烈、

成果社会性不足、平台不成体系、队伍不健全、科技转

移机构未能充分发挥效用、激励机制措施和全流程保障

需加强等问题。[3]为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策略，尤莉利

用“技术-组织-环境”理论（TOE）框架，提出知识转

化能力型、人才创新能力型、知识转化能力与人才创新

能力联合型、财政供给能力与环境双轮驱动型等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路径。[4]此外，部分学者提出，完善高校内外

部策略，从内部政策制定维度发挥政策引导激发激励对

象转化动力，从外部环境维度优化合作环境。

从企业视角来看，国内研究早期从市场经济、生产

力、产业化等较为宏观角度切入，近期开始关注中介机

构相关研究。国外研究则关注于创业公司、创业意愿和

公司治理、风险资本等中观层面。总体来看，国内研究

聚焦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企业等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作

用关注相对不足，且企业相关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展开。

部分学者意识到现有研究不足，提出科技成果转化应形

成以企业为主、多元投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分配

机制，尊重市场、尊重企业的主体引领地位和企业家精

神，从基础研究的协同跟踪一直到产品的引领开发。[5]部

分学者从反面论证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原因在于未了解

市场所需、未考察市场环境，因此提出需与市场对接，

保证研发成果符合市场需求，以提高转化率。[6]从企业中

观层面来看，创新型企业发展受到大学、政府的知识、

技术、投资和政策等外部因素影响，以及技术成熟度不

高、承载能力有限、资金不足等内部因素制约。

从 政 府 视 角 来 看 ， 主 要 关 注 政 府 支 持 对 科 技 成 果

转化的影响，而国内对中央和省级政策工具分析较多，

国外则对创业政策关注较多。国内外研究从政府职能维

度，分析政府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一是通过政策法

规规制，为高校和企业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

不同学者研究分析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存在影响，

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等不同类型科技创新政策工具

与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整体效率、科技成果产出阶段

效率、科技成果转化阶段效率呈现正相关关系。 [7]地方

政府对企业主体地位认识不足，多聚焦于科技成果提供

方的奖励激励，较少关注中介方的奖励措施。 [8]2021年

新颁布的《转化法》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促进

作 用 ， 主 要 通 过 调 节 科 技 财 力 资 源 、 人 力 资 源 、 物 力

资源、网络资源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系，正向促

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9]面向科技成果转化深水区的改

革，需要创业政策、创新政策、产业政策、人才政策等

相关政策及时跟进，形成政策支撑体系。[10]二是通过制

定产业规划，引导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发展，通过政府

导向的宏观调控调整方向，利用平台搭建整合资源，保

证权益分配公开透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11]政府采用科技创新产品，可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推动科技创新。通过引进高技术人才，优先采购本

国服务，会对科技创新产生显著推动作用。[12]三是运用

金融、财政手段，对大学和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和扶持力

度。陈柏强提出，创新补贴对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

著 的 双 重 门 槛 效 应 ， 当 市 场 竞 争 公 平 程 度 较 高 时 ， 创

新补贴对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呈正向影响。[13]以上海市为

例 ，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财 政 支 持 措 施 包 括 财 政 金 融 结 合 扶

持、科技中介平台建立、人才培养引进激励、科技成果

权属改革和知识产权保护等。[14]

在“大学-企业-政府”互动视角下，国内外研究共

同关注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系统构建及创业生态等。部分

研究者对三螺旋理论进行完善改进，在大学、企业、政

府三主体外，提出劳动力、风险资本、公众、非正式方

面等第四螺旋。戴智华则提出了政府、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科技中介、科技金融、客户等7类主体。[5]汪俊

枫提出，三螺旋动态立体结构模型在主体交互的边界组

织层面衍生出四种模式，即政府与企业合作创建模式、

政府与高校合作创建模式、高校与企业合作创建模式、

新型研发机构模式等。[15]王征则提出科技成果转化生态

系统概念，将参与主体、中介、环境等要素纳入研究，

对产业链诸多环节进行优化改造，提高信息在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系统中的转化速率，将平台上的资源在系统上

进行共享，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16]

（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与运行模式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机 制 与 运 行 模 式 是 比 较 广 泛 的 研 究

方向，国内外常见的产学研模式打破高校、科研机构、

企业之间的壁垒，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进行转

化，有效保障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高效、平稳运作，同时

可以实现共享收益、承担风险。[17]在国外产学研发展模

式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企业孵化器模式、科技工业园模

式、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模式，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

及工程研究中心模式、高技术企业发展模式等。国内学

者将产学研合作划分为技术转让模式、委托研究模式、

联 合 攻 关 模 式 、 共 建 科 研 基 地 模 式 、 建 立 研 发 实 体 模

式、大学科技园模式。[18]

从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完 整 链 条 来 看 ，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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