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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创新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成为推进产业进步以及提升企业持续竞争

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多年以来，谈到技术创新，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企业内

部，认为其为了实现技术突破，通常会将研究与开发的职能集成到企业之中，并

通过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与提高研发投资强度来增强企业的技术能力。然而当今

世界全球性技术竞争不断加剧，综合性和集群性越来越强，即使是创新实力较为

雄厚的大企业也会面临技术和资源短缺的问题，企业单独依靠自身能力取得技术

进展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将外部技术资源内部化，利用

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进行创新研发，成为新形势下企业科技创新的必然趋势。其

中，近几年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驱动下，我国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合作

创新发展迅速。然而高校和企业组织间的运行机制、目标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

各方力量难以有效协调匹配，于是多数的合作还停留在相对较低的层次。而高校

科研机构入股公司作为产学研合作的企业化形式，是否能构建一致的利益诉求，

打破跨组织合作的壁垒，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从企

业内部研发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的互动关系角度，学术界通常存在“替代性”和

“互补性”两类冲突观点并存的现象。但这些理论均将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视作

相对独立的组织个体，并未将其视为统一的整体，因而这种合作创新理论无法完

全解释参股形式形式的合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关系网络理论，从产学研合作创新的视角出发，以

2007-2014 中国沪、深两市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 PSM方法系统地研究

了高校和科研机构持有股份对企业研发积极性和专利成果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

高校和科研机构参股能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增加高质量专利成果以及提升研

发产出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研发绩效提升的显著与否还与参股高校和科

研机构本身的科研能力强弱有关。本文研究证明，高校和科研机构入股企业的范

式在解决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中如何建立长期、稳定、制度化的利益共同体，从

而提升合作效率的关键问题上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 高校持股参股；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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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nterprise innov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to promote industrial progress and enhance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Over the years,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ople usually focus on the internal of enterprise, feel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they will often tak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ponsibility themselves, and establish independent R&D institutions 

and improve investment strength to enhance the technical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global technical competition in the world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integration is becoming stronger. Even the large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innovation strength will also face the problem of shortage of 

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the difficulty to obtai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epends on 

their own ability is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Therefore, making the external technical 

resources internalization through the way of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making use of 

resource sharing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to innovate and develop, are 

becoming the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enterpri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driven of the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cooperative 

innovation strategy in recent years, the cooperative innovation of China's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the goal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are different, and the force of each party is difficult to coordinate 

effectively, so most cooperation still stays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It is a question that 

whether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ions can construct the same interest demands, 

break the barriers of cross-organization co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eff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nal R&D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the university, there are 

usually phenomena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ity"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But these theories regard the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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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not as a unified entirety, so this cooperative 

innovation theory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impa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of shares in 

the form of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igh-level echelon and the theory of relational network,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hold ing shares 

of companies on the R&D initiative and the results of the patent. the research by using 

PSM method in 2007-2014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holding 

shares of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R&D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patent result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D output.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 R & D is significant or not is related to the strength of 

the joint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firms of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 provide a feasible solution to 

solve the key issues of how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stable and institutionalized 

interest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cooperative 

innovation. 

 

Key words: listed compan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cooperative innovati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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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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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自Schumpeter在20世纪初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产业与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动开

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并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成为推进产业进步以及提升企业持续

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Schumpeter, 1934)。多年以来，谈到技术创新，人们更

多地将注意力投向企业内部，认为其为了实现技术突破，通常会将研究与开发

（R&D）的职能集成到企业之中，并通过设立独立的R&D机构与提高R&D投资强度

来增强企业的技术能力(郑逢波, 2008)。然而，创新生产的组织前提是知识的研

发，只有创新生产围绕知识研发的协作才能进一步拓展生产主体间的联系，从而

提升基于联系和协作的技术研发能力(Cohen and Levinthal, 1990)。随着技术

性的竞争从区域内转向世界范围，竞争强度不断加大，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将要面

对综合性和集群性更强的竞争压力和竞争环境。即使是创新实力较为雄厚的大企

业也会面临技术和资源短缺的问题，企业单独依靠自身能力取得技术进展的难度

越来越大。因此，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将外部技术资源内部化，利用资源共享和

优势互补进行创新研发，成为新形势下企业科技创新的必然趋势(傅家骥, 1998)。 

随着网络条件下的合作研发趋于普遍化，更多企业开始通过契约关系、合作

网络、社会关系与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政府等联结交互，形成协

同创新网络(解学梅和左蕾蕾, 2013)。而在这其中，企业与高校的合作范式被越

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具有其他合作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创新性，不仅表现在提高企业

研发效率，还体现在对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上。例如美国的硅谷，大波士顿和北

卡三角研究园等，都是校企合作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并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案

例。 

“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由赫尔曼·施奈德于1906年在辛辛那提大学首创。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此模式后，校企合作、协同创新的方式在企业战略中逐

渐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了企业利用外部资源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源动力。

而在实现这种合作创新的过程中，由于校企双方知识、资源整合程度不尽相同，

企业和高校合作创新通常会表现出多种互动耦合关系(蔺玉和顾新, 2016)。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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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双方将校方的技术、资源与企业的项目落地能力及绩效评估等因素进行重组

整合，在技术共享、资源配置、行动同步、系统共同匹配等方面的进行深度合作，

系统性地优化了创新所需的各要素，完善了合作创新的全过程。围绕斯坦福大学

形成的世界著名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硅谷”，便是校企深度合作，共同建立

“研究—应用—分成”的新型合作体系中最成功的典范。斯坦福大学的科研成果，

会首先在高校四周的“硅谷”工业园区投入应用，使知识的价值得到体现；而斯

坦福的研究员们也从社会生活和市场需要出发，与企业科技人员密切配合改进产

品设计，促进技术发展。校企合作的贡献不仅在物，更在于人。通过校企深度合

作，在生产出繁多的高科技产品的同时，造就了一大批能够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

新兴产业发明家，进一步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科学进步(郭新宝, 2009)。因此，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研发，是否有利于企业创

新绩效的提升，同时有助于将高校技术成果向产业和市场转移。 

从企业内部研发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的互动关系角度，学术界通常存在“替

代性”和“互补性”两类冲突观点并存的现象。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替代性”

观点认为，企业通过研发外包或合作的形式进行创新有利于减少技术创新过程中

的不确定性和超额费用，从而降低了企业创新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参与外部研

发合作越多、程度越深，其内部研发可能越不积极(Love and Roper, 2001)。具

体表现为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从高校科研机构获得相对成熟的产

业技术，而放弃了内部的自主研发活动。而基于资源和知识理论的“互补性”观

点则认为，合作创新中紧密的校企关系不但提高了企业技术能力，也增加了企业

通过产品迭代创新而产生的边际收益，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开展“产学研”合

作的意愿(Cassiman and Veugelers, 2002)，有助于保持企业的长期创新发展活

力。 

而从形式上看，以往的研究根据高校参与程度高低，也将校企合作创新关系

划分为四个维度：①企业赞助，②咨询，③技术授权，④共同研发和商业化(Shane, 

2002)。其中，高校和科研机构向企业技术授权是高校和企业合作最为典型的范

式(Siegel, 2003)。这种范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发挥出产学双方各自的比较优势：

高校无需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市场拓展等商业活动，便可迅速将技术资本化；而

企业也能通过对高校技术成果的直接吸收利用，提升研发效率。然而，技术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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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两方面弊端。首先，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新技术成果可能不易专利化并通过

许可协议向企业转移；其次，高校通过技术许可授予模式很难得到新技术全部的

应用价值(Franklin, 2001)。而各种合作形式中，共同研发和商业化是校企资源

耦合中较为高级的形式，尤其以高校出资成立或入股经营的高校上市公司最为典

型。在对企业研发及与高校合作的互动关系研究中，前述文献多将高校、科研机

构和企业视为独立的个体分别进行分析，而并未关注到同一体系内的校企关系。

然而，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并参股项目开发，将投入更多的资源，人员

联系也将日益紧密。相较于前几种合作形式，在同一体系内部的合作双方的利益

诉求更加一致：高校通过持股的方式获得研发成果的利润分成，同时企业整合高

校强大的创新能力以降低研发成本，从而校企双方将分享创新成果的全部应用价

值。因此，常规的合作创新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高校和科研单位参股对企业创新

能力的影响(蔺玉和顾新, 2016)。因此，本文将分别从“高层梯队理论”以及校

企“关系网络”的视角，探究高校科研机构参股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和产出的影

响。 

我国“产学研”战略合作的方式在宏观层面上受到重视，始于1992年国家经

贸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自此，

国家层面的“产学研”合作工作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多年来，我国高校科研机

构与中小企业之间合作创新取得初步效果，但同样存在巨大的挑战，主要在于参

与主体共性和个性问题交织产生的合作机制方面的弊病(叶伟巍, 2010)。换句话

说，产学研合作是不同体系的组合，不同体系间运行机制、目标和价值取向不尽

相同，如何把多方力量有效匹配，是对优化组织协调方式的一大考验(郭新宝, 

2009)。而作为校企合作的形式之一，高校科研机构通过参股社会企业而进行利

益捆绑的新型校企关系与常规的“产学研”合作方式迥异，所产生的共同利益诉

求是否能够化解不同组织间匹配存在阻力的难题，有效提升企业研发积极性和创

新产出效率，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剖析高校和科研机

构参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丰富了产学研合作相关研究，从而更深入地认识

了中国高校科研机构和我国企业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企业创新战略优化提供了

切实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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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从产学研合作创新的视角出发，讨论合作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

响。接着，本文根据合作对象的不同将其分为校企合作创新和其它形式的合作创

新，并分析校企合作创新的优势。进一步，本文依据校企合作范式将研究具体到

高校科研机构参股和其它形式的校企合作上，并根据理论分别从高管团队特征和

校企关系网络两个方面, 分析前者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可能因素。其中，高管团

队特征又分成了高层管理团队技术专业背景和异质性两条影响渠道。本文在相关

理论分析部分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 1-1 论文的结构 

 其中主要概念界定如下： 

 ①合作创新：合作创新是指企业间或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联合

创新行为，将跨组织合作具体到高技术产业。合作创新通常以合作伙伴的共同利

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 通过协同互动等方式，组织创新资源

以获得创新成果，有明确的合作目标、合作期限和合作规则,合作各方在技术创

新的全过程或某些环节共同投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 

 ②校企合作：校企关系主要指大学与工业企业之间为达到一定明确目的, 通

过协调作用而形成的一种互动关系。校企合作主要表现为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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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经营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多方面的协作。 

 ③高校科研机构参股企业：本文研究的高校参股上市公司是指 A 股市场中国

前十大股东中含大学或院所的上市公司。 

三、研究创新与不足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在以往理论基础上，以 2007-2014中国沪、深两

市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及 PSM方法系统地研究了高校和

科研机构持有股份对企业研发积极性和专利成果产出的影响。另外，本文还采用

了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的方法解决了回归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与定量分析相对应的是定性分析。后者通常基于描述性分析，是一种较灵活

的、归纳性的、共识性的研究方法。而定量分析注重量化和统计分析，是一种结

构性的、演绎的、寻求预测和解释性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有如下

三个特点：（1）本文的研究是在已有的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假设，是立足于理论的

演绎方法。（2）相比于定性分析，本文使用的样本群体比定性研究要大得多，因

此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遍适用性。（3）本文利用的是比较成熟的统计方法和软件来

进行数据分析，估计结果有较高的精确度和大样本稳健性。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如下方面的局限性：（1）本文采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直接持

股的形式作为其入股的代理变量，衡量指标相对片面，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考虑到

高校和科研机构参股企业同时也是其他公司前十大股东的间接影响。（2）本文仅

仅关注高校科研机构参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尚未对机理和渠道进行检验，

若能结合更多角度，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等，研究高校科研机构

参股的综合作用，将增强本文结论的实践性。（3）企业的创新活动受到外部经营

环境以及地区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产生怎样的

差异？这将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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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产学研协调创新的发展与进程 

一、产学研合作的国际经验 

产学研合作创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走向创新型国家、实现科技兴国的重

要政策和战略，它促进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流动，生产、教学和研究合作的创

新也是提高一个国家技术能力的基本方式。世界各国工业技术的大多数重大突破

都是通过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模式进行的。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产学研合作历史。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育模式大大扩展了其大学职能，并将服务社会纳入大学的

重要职能。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斯坦福大学、日本筑波大学成功地建立了高

科技园区，推进大学与当地生产和研究之间的合作模式，也探索了多种产学研合

作途径。在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在美、英、芬兰、日本等发达国家中，产学研

合作是获取技术创新成果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途径，积累了一些典型的模式和经

验，这也是学者们研究和探索的热门课题。 

（一）美国产学研合作发展的模式 

美国在二战期间实施的“曼哈顿”计划可谓算是产学研合作的最早典范，在

其之后发展的七十多年中已经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创新以及成熟的模式，这些模

式的形成，使得企业得以从外界寻求到知识源来提高创新能力，从而加快了科

研成果转化的效率。其中，科技或工业园区模式，专利许可模式，高科技企业

发展模式，大学合作研究中心模式是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模式。 

1、科技或工业园区模式 

20 世纪 50年代高科技开始兴起和高速发展，美国商界和政府通过在高校周

边设立实验室，鼓励企业利用大学的人才和研究优势，与企业在技术发展上合作

来进行高科技研究的开发。此后在高技术学校周围产生了类似于教学科研生产联

合体的科技园区，引起了各国争相建立科技园区的热潮。美国科技产业园区主要

通过三种类型建立，一是由大学设立。例如，1951 年建立的“斯坦福研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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