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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知识经济时代，各国科学研究事业蓬勃发展。现代科研院所作为一种新型的

科研组织，其建设和发展备受关注。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历

史演变，从现代科研院所的缘起和特征方面，把握现代科研院所的内涵。我国科

技体制改革始于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其

中科研机构改革是中心环节。回顾 30多年改革历程，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及科研

院所制度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其中仍存在科技支持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

的大背景下，科技体制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以史为鉴，以优胜者为师。文章第二、第三部分以国外发展时间长久、科研

成果突出、建制较为完善的典型现代科研院所（如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德国的马

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应用协会、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等）为对象，在制度视

野下，从两个不同角度展开分析鉴定。从结构类型看，以科研院所的资金来源、

服务对象和治理结构为标准，可以把科研院所划分为不同类别。不同结构类型的

科研院所在制度设置上各有特点，制度层面上体现为组织结构、管理模式、与政

府的关系等方面。从运行机制看，又可以通过人、财、物三大要素对科研院所进

行分析，制度层面体现为科研资助、科研评估、资源配置及科研共享等方面。

最后，第四部分在回顾和分析国外现代科研院所的结构类型和运行机制的基

础上，借助独特的“外媒视野”再度把脉我国科研院所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在

制度层面上提出建立和改进我国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对策建议，包括科研院所与

政府关系的制度界定、自身发展的制度设计和与市场互动的制度导向等。

关键词：现代；科研院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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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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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ause of most

countries is booming.As a new typ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rgan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receive

more and more concern. Chapter 1 comb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modern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grasped the connotation of it from the

the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system reform in China dated from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on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in 1985. For over 30 years, although

the reform and the system building of China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there still

exits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suppo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t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low conversion rate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in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ll in all, deepening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is imperative, especi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verall deepen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omoted by innovation.

We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history and learn from the success. Chapter 2 and

Chapter 3 both take typical foreign institutes as research objects, who has long-time

development, great achievements or nearly perfect system, including the National

Labora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Max Planck Institute,Fraunhofer-Gesellschaf 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Japan. Th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at two different ang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 type,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kinds regarding to the

source of funds,the service object and their governance structure. Different structure

types of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have individual institutional design, mainly

manifested a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anagement model, and the rel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so on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rating

mechanism, we can analyze modern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by three

important elements of human ,financial and material resource, individual i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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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characters often manifest as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funding,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evalu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sharing system and so on.

After that ,Chapter 4 finally survey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China again with unique horizon of foreign media,

furthermore, put forward some targeted countermeasure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system in China.

The suggestions include the definition of relationship with government in modern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system, system design for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system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market orientation, etc.

KeyWords：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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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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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是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支撑

力量，世界各国无不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对待。而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

科技实力的重要途径，是建立一批高水平的科研院所，使其在适合国情的制度下

高效运作。本研究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历史演变入手，通过剖析国外现代科研

院所结构类型和运行机制，以期对建立我国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提出对策建议。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关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建立，发达国家已经先行探索和改革，以英国的执

行机构制度和 2001 年日本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为典型。我国 1985 年发布《中

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开始。2012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吹响了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号角，2015 年 10 月

推出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绘制出科技体制改革的“施工图”，

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开启。

现代科研院所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部门或者事业单

位，而是作为独立法人履行其社会公共责任的新型组织。
①
本文研究拟通过追溯

现代科研院所起源的基础上，把握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内涵和外延，分析先进国

家科研院所的改革方案和内部管理模式，学习改革成功经验，着力探寻现代科研

院所发展的规律和适合我国国情的科研院所改革发展道路。

知识经济时代，各国科学研究事业蓬勃发展。科技体制改革成为学术界研究

热点，而科研院所作为一国科研的主体力量，承担国家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增

强国家科研能力的重任，其改革发展自然备受关注。我国科研院所建设起步较晚，

前期主要参照苏联模式，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原有科技体制已无法满足科技进步

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亟需改革科技体制，探索新的适合发展要求的现代科研院所

制度显得至关重要。

当前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与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部署中，都把完善我国科研

院所的管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现代科研院所制度作为其重要改革内容和工作任

务。科研院所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长期

以来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其制度建设及其管理运行不仅关系

① 兰巧如，《科研院所“一院两制”管理模式的实践研究》，载《机电技术》2008 年 3 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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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科研院所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直接影响我国科技实力和科技创新水平的进

一步提升。

（二）研究综述

1985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科技

体制改革的开始。如今改革进程已进行近三十年，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暴

露出许多问题。对于科研院所改制的具体进路，研究者们进行了辛勤的探索。

通过对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关系的研究，乔传福等提出现代院所制度的内涵

是：“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用来规定、协调创新性公共知识产

品的生产、交换、消费等诸多经济关系从而实现科研院所收益，使其形成内在发

展动力的一整套秩序和规则。”
①
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外延则包括产权制度、组

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产权上要求产权明晰，并建立一种专门的科研院所法人制度。

组织制度上要求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离等等。管理

制度上可借鉴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模式，遵循市场经济的要求。②

詹正茂等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科研院所改制的根本目标，而衡量的

标准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产权清晰，具体部门和机构对于院所资产占有、使用、

处置收益的权利以及院所资产的界定；公司制，包括出资人、运行者与员工之间

的利益关系；市场化，利用市场来对资源进行配置；管理科学，引进先进的管理

方法，提高管理效率；技术创新，涉及从创新理念到技术开发到后期产品研发销

售服务的全过程；优秀的经营者，取决于经营者选拔的市场化以及有效的激励方

式。在资金来源问题上，强调利用资本市场筹措科技资金，提出要逐步把科研院

所改革与发展推向社会化。③

孔朝晖认为，应该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并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建

设意见。在科研投入机制上，应该面向的不同需求，争取来自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风险投资等多渠道资金支持，实现多元化的资金格局。在组织管理机制上

借鉴现代企业制与学习型组织两种机制，建立多元治理结构、决策机制、财务资

① 乔传福等，《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内涵与外延》，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 7

期（69）。
② 乔传福等，《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内涵与外延》，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 7

期（69-70）。
③ 陈章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科研院所改革的根本目标》，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 年 1

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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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机制、成果转化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以及人事管理制度。
①

还有学者根据科研成果的性质将科研机构分为三个类型：为大众提供科技产

品的研究型科研机构，为特定团体或个人提供科技产品的企业化科研机构以及为

政府、企业、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科技服务中介机构。三种类型对应的改革目标

分别是建立现代院所制度、现代科技企业制度、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制度。而根据

不同的投资主体，可以实行不同的管理及运营模式。②

除了横向的分类，还有人提出可以将科研院所改革分为不同的阶段，李丛笑

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实行的科研院所的企业化转制中，“科研活动的公益性和企

业的营利性之间的矛盾是科研院所企业化转制后影响其发展的最基本矛盾”。他

提出可以将科研院所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注重院所作为企业的营利性，

第二阶段则需要强调科研活动的公益性。科研院所的公益性回归需要新的供需模

式，即“政府购买公益性科研产品实现科研院所公共技术研究成果让渡给公众消

费，使公益科研赋予了商品属性，这就使得企业化转制科研院所进行外部性研究

也具有了运营的动力系统”。③

还有学者另辟蹊径，将现代科研院所制度进行了范围的缩小。由乔传福等学

者带领的“我国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研究”课题组从经济学的视角，以知识产品生

产为划分方式，将科研院所分为两类，一类是所生产产品具有市场价值，可以是

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类科研院所可直接与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联姻，交由市场调控。

另一类所生产的产品具有公益性，需要由政府买单，这类科研院所的改革方向课

题组称之为现代科研院所。

由此，课题组提出“所谓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用来规定、

协调“创新性公共知识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等诸多经济关系从而实现科研

院所收益，使其形成内在发展动力的一整套秩序和规则”。
④

放眼国外的科研院所改革过程，始于英国的科研机构改革主要趋势是私有

化。英国的国家物理实验室（NPL）在转制为 GOCO 后，管理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

由 SERCO 和剑桥大学的领导层组成新的实验室理事会，并成立了国立物理实验室

管理有限公司(NPLML)。到 1999 年，实践结果表明 GOCO 运行模式对 NPL 发展有

① 孔朝晖，《关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设的思考》，载《科技管理研究》2008 年 7 期（119-120）。
② 史安娜，《中国科研院所结构调整及制度创新研究》，载《科技与管理》2001年 1 期（50）。
③ 李丛笑，《国有科研院所企业化转制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53。
④ 乔传福等，《我国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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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成效:减少了官僚管理，简化了操作程序;学习了私人企业的管理技能;日常

开支减少了 20%，保持了研究的连续性和平稳过渡;NPL 的外部收人增长，但年度

收入的 80%-85%来自于公共部门，并没有出现原来担心的短期行为。
①

美国的实验室大致分为三类：政府拥有和政府运营的国家实验室（GOGO），

联邦资助的研究与开发中心（FFRDC），以及政府拥有、合同单位运营（GOCO）。

学科设置上具有如下特点：1、多学科综合布局。学科之间以独立为基础的互补

协调，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双赢目的。2、组织跨学科的大科学研究项目和工程

项目，以便吸引集结各学科人才，用创造性的研究项目取代重复的小项目。②

周岱等主要从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分级分类管理、目标任务合同制、实验室与

承包商间互利双赢模式、内部管理架构和学术组织结构等管理体制方面，董事会

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灵活的人员聘用管理与流动,人才、项目与仪器设备结合,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合作与竞争,同行评议制度,技术转移等运行机制方面研究了

美国实验室的有益经验。
③

日本自 2001 年 4 月起实行独立法人制度，以提高各研究机构的自立性、灵

活性、自主性，独立行政法人是指对于与政策实施功能相联系的一定事务、事业，

设置独立于国家的独立法人并使其负责实施该项事务、事业的制度。日本实行的

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以国家对于研究机构的事后评价代替以往事的前干预，从而

使独立行政法人获得更大自主性。独立行政法人开展业务之前，必须作成业务方

法书并得到主管大臣的认可。主管大臣制定独立行政法人理应完成的业务运营目

标(称中期目标)，并将中期目标向独立行政法人作出指示，时限三年以上五年以

下。
④

德国科研院所主要是由联邦政府及各级政府投资，但是有的科研机构有自己

的风险投资公司，为其下属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创业创新工作，提供咨询服务和

经费支持。还有的科研机构成立了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知识产权管理公司，例如

马普学会的“马普创新技术转移中心”，全面服务于马普学会下属各研究所，提

供专利咨询、管理和技术成果转让支持。德国的科研机构（主要是学会）采取的

① 霍亦仪，《英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经验——记英国国家化学、物理和工程实验室的改革》，载《全球科技

经济瞭望》1997 年 1 期（17-19）。
② 任波等，《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的特点与发展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发展模式》载《科学管理研究》

2008 年 11 期（61-62 ）。
③ 周岱等，《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剖析》，载《科研管理》2007 年 11期（109-110）。
④ 刘嘉等，《日本科研机构体系研究及启示》，载《中国高校科技》2012 年 11期（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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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会员大会的制度，会员大会的成员承担着选举评议员、接受年度报告、审查和

批准年度预算、修改管理条例、确定未来研究方向等重要职责。德国科研机构与

工业界合作开展知识产权技术成果转化研究活动。
①

综上所述，借鉴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国外先进实验室运营模式是我国现代院所

制度改制的主要发展方向。

（三）研究方法

论文从实证资料与文献资料查阅、分析，从确立课题研究方案、定时汇报交

流到最后结题，经过了导师的多次指导和修改，逐步形成本文的逻辑体系和研究

内容。本文研究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对现代科研院所的性质、结构、特征、改革方向、

管理模式等主要进行定性研究，从而形成对科研院所的客观认识和整体把握；而

对于科研院所的资金投入、研发成果、人员构成等具体现状的描述，发展前后期

变化幅度等，则主要通过具体数据说明，采用的是定量的方法。本文数据包括新

闻、报告、各国科技部统计年鉴、实验室官网统计数据及政府公开文献、通知等。

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文基于 STS 视角，既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也基于多方面的实证材料，如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院所发展改革的实例，

在运用哲学原理和方法对其概念、模式和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还需要通过机

构背景、功能、发展现状等内容进行实证研究。 论文在阐述科研院所分类和运

行机制部分，着重运用这一研究方法。

① 李建民等，《德国科研机构布局体系研究即启示》，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 年 11 期（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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