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09- 12- 27

[项目基金 ]  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课题资助 (编号: 2009C02)。

[作者简介 ]  张峰林 ( 1969- ),女, 湖南郴州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¹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

第 11卷第 3期
2010年 6月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 fUn iversity o f South China( Socia l Sc ience Ed ition)

Vo .l 11 No. 3
Jun. 2010

地方高校科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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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  地方高校是地方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生力军,发挥了或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也有地方高校科技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诸如思想认识不到位、管理体制不健全、运行机制有缺陷、知识产权难以保护等问

题,如何从认识提高、环境优化、平台搭建、瓶颈解决等方面切入去有效协调地方高校科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值得思

考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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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高等院校的三大基

本职能,同时, 地方高校又具有 /办在地方0、/服务地方 0的

办学传统和特征,与地方经济、地方产业、地方社会有着天然

的联系。因此,地方高校科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不仅

是实现创新型国家目标建设、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需要和光

荣使命, 也是地方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 1], 其对培育学校地

域特色,整合地方优势, 提升学校竞争力具有深远意义。那

么,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如何适应地方经济社会需要,高校科

研方向如何贴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科研成果如何有

效产业化等等问题,就成为地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

拟就地方高校科技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对地方高校科技服务持续发展的策略进行探讨。

一  地方高校科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存在的主要

问题

(一 )思想认识不到位。一是高校科研队伍认识不到

位。高校有些人思想上会不同程度地存在 /儒不经商 0、/不

务正业0、/得不偿失0、/冲击教学、科研 0, 或认为科技服务

是 /权宜之计0等思想 [ 2] , 开展的科研项目忽略了科技成果

的实用价值,立项大多没有根据市场需求确定, 具有浓厚的

重论文、重科研、轻生产、轻应用的思想,教师搞科研对于科

技成果的市场前景、研究、开发、推广的可能性以及科技成果

产业化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并不关心, 造成了大量辛苦研究

开发出的科技成果不具有商业应用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着科技服务的开展。一些教师虽从 /儒不经商0的思想圈子

中跳出来,但又跳进了 /小富即安0的圈中,使一些本该做大

的项目仅停留在单纯 /创收0的低层次水平上。一些教师往

往单纯追求科研成果的学术水平,不重视成果的实用价值和

经济效益, 使得一些成果通过鉴定或评上一个科技成果奖就

为止了, 无法转化为真正的商品。二是地方企业家认识不到

位。有些企业家嘴上尊重知识, 但对技术人员并不尊重。有

些企业家财大气粗, 认为 /有钱能使鬼推磨0, 没有成果可以

拿钱买, 没有科技人员可拿钱高薪聘请, 往往将技术人员视

为被雇佣者, 挫伤了一些技术人员的自尊心 [2]。同时,现行

的高校管理体制和评价机制使高校与市场、企业的沟通不

畅, 有些科研成果由于供需双方在价值定位上存在较大差

距, 或者后续技术服务不能跟上而束之高阁。部分企业领导

追求眼前经济效益, 对那些技术含量高但开发周期长的项

目, 市场化前景信心不足,往往不愿承担风险。因此,地方高

校服务企业, 大多停留在科研人员个人与企业合作以及一次

性技术转让上, 团队与企业合作开发的较少, 共建研发实体

的更少, 从而影响了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深度和广度。

(二 )管理体制不科学。一是管理机构设置不适应高校

第三职能实现的需要。高校科技服务管理或由科技开发处、

产业办负责, 或由科技开发中心 (公司 )、科技开发部负责,

或由科技实业总公司、集团公司负责等等类型, 不管由谁负

责, 都难以形成合理、科学、规范的指导,给体制运行、科学管

理带来难以解决的瓶颈。二是财务归口管理混乱。目前高

校对科技服务的财务归口管理有二种认识:一种以学校集团

公司 (总公司 )或科技开发部为主的认为科技开发最终是一

种经济行为, 直面市场经济,是一种企业行为;再则, 公司、开



发部也是代表学校利益, 因此 ,科技服务的财务管理应归公

司归口管理。另一种以科研 (技 )处为主的认为科技服务是

科研工作的一个支流,科技服务经费应与科研经费一样纳入

学校计划财务管理,学校财务处才是科技服务财务归口管理

的部门。由于有两种认识的存在,某些高校内部实际存在科

技服务按不同比例的收益分配政策, 致使一些矛盾较长时期

得不到解决。如果学校内不是采用集中归口管理, 必然会在

校内出现收益分配政策的不一致性, 从而导致校内管理混

乱,使学校的经济收益受到损失, 即使校内的科技服务由一

个部门归口管理,但如果校、系、课题组之间的收益分配比例

不当,同样会挫伤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从而导致学校该项工

作不能健康发展,甚至出现萎缩 [ 2]。

(三 )运行机制有缺陷。一是决策机制不合理。缺乏

/联合攻关、风险共担、成果共享、共同发展0的长期合作机

制。目前,高校在科技服务项目决策上, 缺乏选择、调查、项

目评估、市场论证。同时,短期项目和长期项目的关系处理

不够理想,项目 /速效开发与长期开发0紧密结合不够, 往往

注重短、平、快项目,轻长时期、深层次、二次开发项目, 使一

些好项目缺乏开发后劲。二是激励机制动力不足。一些教

师的科技项目赢得了一些经济效益, 但由于学校扣留比重较

大,这在一定程度挫伤了教师开发的积极性; 有的由于对职

务型发明与非职务型发明、工作期间服务与业余时间服务的

分成比例没作严格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教师开发积

极性;科技服务管理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 甚至要付出超过

教学工作量的数倍努力,没有节假日、没有暑寒假, 但项目转

化成功,成绩和效益往往归属于从事该项目的课题组和个

人,而科技服务管理人员所得甚少,甚至一无所得, 这种情况

挫伤了科技服务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三是转化机制缺陷多。

高校的不少科研成果从研究时就较少考虑研究课题对市场

的适应性、可行性、先进性、成本价格, 成果成熟度较差, 转化

成现实生产能力的可能性不强,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对

高校成果的总体评价,影响了企业转接高校科技成果的积极

性;科技成果的转化缺乏中介机构的介入, 使供方和需方在

洽谈合作时的防御心理增大,意见不一致时缺乏沟通诚意和

机会,使转化率下降; 政府部门缺乏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强有

力支持,一些高新技术尽管市场前景好,但由于投资大、风险

大,需要风险资金支持, 但目前高校无风险资金, 企业无风险

资金,政府尚无明确的风险资金, 用于科技开发的专项贷款

数量又很有限,致使一些有价值的科研、开发项目无法进行,

有的只好中断或推迟 [ 2]。

二  地方高校科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 )提高认识,加强政府领导。就湖南省而言, 现有 99

所高等院校,其中 3所部委大学, 10所省属大学, 14所本科

学院, 72所专科学校。学科门类齐全, 涵盖了哲、工、医、理、

文、史、法、经、管、教、农、军等 12大学科门类, 有 12个 /十一

五0国家重点学科、8个 /十一五0 / 211工程0重点建设学科

和 96个 /十一五0省级重点学科、2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49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拥有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级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中心 )、国家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国防科工委重点学科实验室、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等

120余个科研机构。现有专任科研教师 4万余人。其中正

高职称 1万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 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2人,

外聘中国工程院院士 12人,长江学者 6人, 国家自然科学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3人, 国家教学名师 5人。如何发挥他

们的作用? 当前, 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教育强省 ,其实质是

提升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而地方高校的科技服务对地

方经济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湖南地方高校相对较

多,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较多的科技成果, 加强地方高校

与企业合作, 运用地方高校成果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 是实现地方高校和企业发展双赢的重要途径。政府需用

战略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加大工作力度, 整合创新资源, 搭

建对接平台, 实现地方高校与企业的零距离接触、多领域合

作, 努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的优势

企业群体。加强政府在科技创新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统

一的协调机制, 以政府牵头,成立高校和企业合作的校企合

作委员会, 定期组织地方高校、企业的联系会议。加强政府

协调职能, 定期研究制定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的政策和措施, 指导地方产学研合作工作, 协调有关部门

形成推进产学研工作的合力。加强对产学研合作的规划和

引导, 将其纳入地方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规划, 与地方产业

结构调整升级及构建先进制造业基地等战略目标相衔接。

(二 )优化科研与科技环境, 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地方

高校应发挥多学科结合与交叉优势 ,合理配置科研资源、科

研队伍、改善科研环境,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发挥地方高

校基础研究力量相对雄厚的优势, 面向市场选题, 加强与企

业的合作。逐步从目前的产学研合作和单纯的技术转让发

展到组建校企战略联盟, 形成知识创新网络, 最大限度地发

挥地方高校和企业各自优势,合理配置资源, 加速开发新产

品并推向市场, 建立起合理有效、互补双赢的机制和组织模

式。政府及地方高校应转变观念,充分认识产学研相结合对

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及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

使地方高校真正走向社会, 激发科研人员为社会服务的积极

性、创造性。同时,政府如何加强组织、引导、协调和激励产

学研结合机制的形成, 发挥地方高校科研资源最密集的特

点, 利用人才、科技和知识优势,为地方经济注入科技含量,

发展高科技产业, 利用科学技术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加大

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进程。加快推进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

革, 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机制, 促进包括地方高校

在内的全社会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增强地方高校的科技服

务能力和活力。政府与地方高校要强化高层沟通,将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规划目标与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三大职能更好地结合起来, 促进地方高校将人才培养、

成果转化纳入服务社会的主要评价指标,努力提升地方高校

优势产业相关学科水平; 同时政府也努力培育与地方高校优

势学科相关的产业, 相互促进、实现社会经济与地方高校发

展双赢。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鼓励发明创造, 加强知识

产权创造、应用和保护。推动企业和地方高校加强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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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和管理,提高利用知识产权的能力; 加强对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的财税扶持,设立专利申请专项补助资金和支持重

要技术标准研究的专项资金; 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环境, 把产学研合作纳入法

制化管理,规范产、学、研各方行为, 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

(三 )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培养社会需要的科技创新力

量。要实现地方高校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提高服务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就急需搭建一定的科技创新平台, 这是

一项基础性工作。具体来说, 一要抓特色学科建设,尤其是

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优势学科, 在此基础上培

育相对应的学科团队和学科方向,从而吸引一大批高素质科

技人才和有效科研资源的聚合,切实实现在地方高校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特色学科和优势专业的良性循

环机制。二要抓研究所、实验室建设, 尤其要进行科学考察

调研,了解掌握可行性研究资源和科研资源, 依此建立具有

发展前景的研究所、实验室 ,设立专兼职科研岗位, 推行科技

服务地方的绩效考评制度,以区域经济社会急需解决的热点

焦点问题为主攻方向, 吸纳区域企业、中介组织进行合作。

三要抓共建中心。高校可以依托企业共建一些工程技术中

心,与企业一同开展专项科研开发和系列科技创新活动, 资

源丰富的可与当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大学科

技园,实现专项科研开发和专项科研领域长期合作,以此将

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

扩甚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等主要活动嫁接给政府

或企业,从而消除官、学、企各方的阻滞作用, 形成共赢合作

的局面,提高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 [ 1]。努力发挥地方高

校人才培养优势,加强对企业家及技能人才的定期培训。支

持地方高校选聘企业高级专家担任兼职教授或研究员, 支持

地方高校与企业共建学生和企业科技人员实习与培训的基

地,支持地方高校的科研人员 /下海 0, 创办科技型企业, 在

我省造就一支人数众多的知识型企业家队伍。依托地方高

校,大力培养选拔、引进科技领军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科

技骨干和优秀科技人才; 积极开展人才柔性流动, 大力吸引

科技人员。政府建立对科技人员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 对有

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确实掌握核心技术的拔尖人才, 给予

特殊的政策激励。通过 /不循常规吸引人才、不惜重金优待

人才、不遗余力留住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0, 使地方成为

高层次人才的向往之地。

(四 )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资金 /瓶颈0。政府要

切实把增加科技投入放在优先地位,确保科技三项费用的稳

定增长。地方财政要每年拿出一定的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专

门用于扶持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要改革财政资金

的投入方式, 重点用于启动风险投资、银行贷款贴息、企业投

资担保和公共科技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政府财政

支出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的杠杆作用;完善科技计划管理的专

家评审、政府决策、财政监督、效能评价制度, 切实提高科技

经费的使用绩效。对由高校与企业联合创新的项目,实行优

先申报、优先推荐、优先立项, 帮助校企合作项目获得省及省

以上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的支持。进一步发挥企业的科技投

入主体作用。政府要加强对银企合作关系的协调指导, 选

准、选优项目,利用专项资金、贴息、担保等方式, 引导和调动

银行对自主创新及产业化项目投入的积极性,争取国家开发

银行对有借款资格和承贷能力的各类科技创新载体发放企

业贷款, 支持商业银行与科技型企业建立稳定的银企关系;

加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资本市场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

术企业上市。加快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要大力发展

各类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基金,逐步扩大政府引导基金总量,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风险投资, 积极引进国内的风险投资机

构, 市及辖市区组建或引进风险投资公司;支持保险公司投

资科技创新风险投资企业; 科技创新风险投资企业注册资本

可按约定分期到位、按全额资本金进行投资, 投资于高科技

企业的资本金达到一定额度的可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 建立科技创新风险投资的风险补偿机制, 支

持科技创新风险投资企业进行股权回购,拓宽退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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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fo rce for loca l cu lture innovation construction, loca l co lleg es have played or are p lay ing an im po rtan t ro le in

reg iona l econom ic and soc ia l deve lopm ent. Som e prob lem s are still needed to be no ted during th is deve lopm ent, like incom plete under-

standing, unsound managem ent sy stem, de fective ope rationa lm echan ism o f the deve lopm ent and d ifficu lty o f protecting the inte llectual

property r ights, etc. H ow to coo rdina te and so lv e these problem s, from the aspects like enhanc ing aw areness, optim izing env ironm ent,

construc ting p latform and se ttling bottleneck, is an issue wo rth th inking and exp lo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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