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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以及产业链竞争加剧，学术界与工业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从双创视域研究校企合作

对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首先对管理机制、创新环境、奖励机制、校企合作创新资金、创新绩效进行界定，

并对研究用到的基础理论进行梳理和归纳，提出校企合作直接影响科技创新的研究假设；然后收集相关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评估校企合作创新资金与高校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校企

合作的共同利益不仅取决于研究经费，还取决于管理支持、创新环境和奖励机制等支持性因素。研究为完善管理

机制、开放分享渠道，以及促进校企合作计划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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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近年来，“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

深程度推进。创新创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对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升级、扩大就业和

改善民生、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纵向流动发挥了重

要作用，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1]。当  

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2]。 

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以及产业链竞争加剧，创

新能力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也是国家竞争力

的重要体现。创新是所有新构想、新技术、新模式

得以实现的基础，创新是创业精神的本质。创业精

神是创新实践过程中的一种态度，并在此过程中开

发新产品或新服务以产生财富。高校作为国家创新

体系中知识流动的重要来源，为科学研究和技术革

新的实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3]。然而，高校的科研

成果转化率不足，难以支撑企业的技术创新。为了

促 进 校 企 合 作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UIC)，只有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用相结合，才能突破产、学、研、用各自为政的

壁垒，将科技人才和资源结合，从而实现科研产出

的最大效应。 

因此，企业越来越认识到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

的重要性，纷纷加强了与高校的合作，以增强其在

特定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优势。校企合作

是高校与产业界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双创人

才培养的一项根本措施。Boardman 认为，校企合作

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4]。Bock 等人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创

业资本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校企合作的优势，并描述

了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5]。由于高校的学术成果对

提升企业竞争力有积极的影响，各国政府纷纷制定

相应的政策，鼓励高校向产业界转移技术。为促进

高校的科研和产业化应用，政府应加强对校企合作

的发展规划、资源配置、条件保障、政策措施的统

筹管理，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公共服务和良好的发

展环境。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发布的 2018 年世界学

术峰会创新指数表明，欧美高校的科研经费来自企

业界的资助高于政府主导的研发支出，而国内大多

数高校的科研经费来自政府财政拨款与政府基金。

政府的研发支出稳步增长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还

隔绝了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联系。因此，只有在

政府监管下促进校企合作，才能提高产业创新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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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数量，增加高校学术研究的实用价值，提升企

业的竞争力。 

    本文旨在探讨高校的科技创新与校企合作的

关系。由于科研经费对高校发展必不可少，寻求除

政府机构之外的其他经费来源，是高校参与校企合

作的主要动机。本文将从高校创新创业视角研究完

善的校企合作制度对高校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首

先对管理机制、创新环境、奖励机制、校企合作创

新资金、创新绩效进行界定，并对本研究用到的基

础理论进行梳理和归纳，提出校企合作对科技创新

直接影响的研究假设。其次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实证

分析，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评估校企合作创新资

金与高校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 高校创新绩效量化 

高校不仅要实现知识的创造与传承，还要通过

知识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学术界与产

业界的脱节，导致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不足，难

以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形成支撑作用。Yang 等人指

出，高校必须加强双创教育，培养师生的创业精神，

密切关注业界动态，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6]。研究

表明，科研成果中的论文不仅是学术成果，而且其

对工业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研究人员通常在期刊

中发表新的科研成果。因此，期刊论文是校企互动

和发布学术创新成果的重要渠道。除了论文，专利

也可以代表高校的技术创新。根据 Bruneel 的观点，

学术出版物和校企合作的商业化输出是高校基础

性和功利性互补的两个方面[7]。科学技术背景下的

专利可以用来衡量科技创新绩效。企业使用受保护

的专利技术，必须与高校签订技术许可协议。知识

产权的认可促使高校设立知识产权办公室，对内部

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管理和利用。颁发的专利和技

术许可证为学术机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因

此，高校的科研论文与专利是量化科研绩效的手段

之一，校企合作能够提升企业以产品创新或专利作

为衡量手段的创新绩效。 

(二) 校企合作模型及其研究假设 

校企合作是产、学、研合作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推动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企业通过校企合作获得外部资源，而高校则可

以扩展学术研究方向和科研经费渠道。近年来，校

企合作平台的建立为高校提供了经济战略动机与 

科研战略动机。一些实证研究也对校企合作的驱动

因素进行了分析。高校需要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其

支持资金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政府的

科研拨款通常被视为高校得到的内部资金，高校根

据其技术能力和表现获得这些事业性拨款。当前，

政府一方面加大对高校的资助力度，另一方面鼓励

高校从工业界获得科研资金，促进工业创新的发

展。Buchanan 等人比较了多个国家最好大学的资金

来源，并分析了科研经费对科研成果的影响效应[8]。

其研究结果表明，来自企业界的外部资助激励比内

部资助激励产生了更多的技术成果。 

为了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工程研制与学术创

新地位，政府实施了多种政策和计划，以改善高校

的研究环境，缩小学术研究和工业应用之间的差

距。例如，各高校制定的《校企合作管理办法》明

确了高校有义务创建、维护和利用校企成果的管理

机制。同时，提出了知识产权战略计划，解决知识

产权的流通和保护问题。这些战略和资源规划有望

促进科技能力的积累，提高产业竞争力。Chang 等

人经实证分析已经明确了校企科研资金与科学生

产力(论文数量、专利和专利使用费共享)之间的正

相关关系[9]。产业资助与科研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与没有产业资助的研究人员

相比，有产业资助的研究人员更有生产力。Chen

的研究表明，校企研发资金对高校产业参与和创新

绩效有积极影响，高校研发资金和创新绩效之间有

着密切的关系[10]。本研究探讨增加校企经费是否有

助于建立适当的校企合作平台、增强技术创新，以

及提高创新绩效。为了充分验证该课题的有效性，

本文提出了如下研究假设： 

H1：校企合作科研资金对高校技术创新绩效有

正面影响； 

H2：有效的校企合作管理机制对资金投入有积

极影响； 

H3：创新环境对校企合作融资产生积极影响； 

H4：奖励机制对高校技术创新绩效有着积极 

影响； 

H5：校企合作科研经费对高校技术创新绩效的

直接影响受到奖励机制的正向调节。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本文研究的校企合作模型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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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校企合作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实证调查的方式，收集并分析多所高

校的原始资料。将收集的数据集与政府数据库合并

以避免来自同一数据源的多个数据可能出现的偏

差。首先，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对校企合作管理机

制、创新氛围和奖励机制的感性评价，回复率为

91.37%。受访者用利克特五点量表(1=非常不好，

2=比较不好，3=既不好也不差，4=比较好，5=非常

好)对他们所在高校的总体情况进行打分。根据

Buchanan 的成果，调查的回应率是数据质量的关键

指标。一般来说，高回应率(80%及以上)是较佳的

选择，调查结果可信度较高，回应偏差较少。 

由于校企合作资金投入和绩效测量具有较高

的偏斜度，因此，采用 Z变换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归

一化处理，减小动态范围，避免规模优势问题。其

次使用 log-sigmoid 函数对标准分数(z-score)进行转

换，将数据压缩到[0,1]区间，其中相对较高和较低

的数值分别接近 1 和 0。最后，利用 Rosin 阈值法，

根据直线(从直方图的峰值到终点)与角点的最大距

离，确定各指标的指数直方图的角点。阈值点不是

预先确定的，而是动态地获得噪声/信号分类的直方

图的高强度和低强度。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根据文献综述，本研究模型构建了“高校技术

创新绩效”“校企合作资金”“管理机制”“创新环

境”“奖励机制”五个模块，用以评估校企合作创

新资金与高校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每个模块

的操作定义和策略项如表 1 所示。 

首先，将高校技术创新绩效定义为高校技术创

新成果的产出，以高校科研成果发表数量和已申请

专利数量、技术许可使用费收入以及企业孵化程度

来衡量。研究论文的数量是通过核心数据库索引中

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数量来衡量的。这些指标是国 

表 1  变量定义 

P1 专利转让数 F5 企业对校企合作基础设施资助金额 

P2 专利授权数 M1 高校校企合作员工数 

P3 IP 转让收入 M2 负责与高校、企业对接的员工数 

P4 初创企业 C1 UIC 宣讲程度 

F1 政府资助资金 C2 创业竞赛与宣讲程度 

F2 政府对基础设施资助资金 C3 IP 课程讲授程度 

F3 政府对项目的资助 R1 绩效分配的合理性 

F4 
企业对校企合作的 

资助金额 
R2 IP 转让的合理性 

 

际上用来评估大学的研究创新能力的通用方法。 

专利既是衡量创新质量最可靠的指标，也是充

分反映专利经济重要性的指标。技术许可的收入是

由授予公司的专利数量来衡量的。创业孵化数是指

高校以咨询、指导、技术转让等形式提供辅助服务

的新成立的企业数量。 

其次，校企合作资金的定义是对校企合作项目

或大学内部校企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校

企合作资金可以来自政府或工业界。产业基金是指

为获得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的研究设备提供财

政援助。此外，为鼓励大学与产业合作，各级政府

积极资助大学实施双创计划及孵化园基础设施  

建设。 

最后，高校校企合作环境的三个基本因素是管

理机制、创新环境和奖励机制。管理机制定义为大

学开展校企合作活动的能力程度，以组织水平和专

业参与度来衡量。创新环境的定义是高校内部对创

新活动的支持程度，并以举办创业论坛和创业竞赛

的多少以及提供的知识产权课程的多少来衡量。奖

励机制是指在校企合作项目中鼓励提高生产力的

货币激励。两个项目以校企合作产出的共同收入和

技术许可的形式加以衡量。本研究采用文献综述中

的五个模块：管理机制、创新环境、奖励、资金、

创新绩效。每个模块的操作定义和度量项如表 1  

所示。 

三、数据分析和量化讨论 

(一) 测量信度和效度 

本文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进行量化分析。第

一步是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项目的信度和构

建效度，如表 2 所示。结果表明大多数构体的克隆

巴赫系数均超过 0.6，说明本研究的信度是可以接

受的。虽然高校的创新环境和校企科研基金克隆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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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系数(CC)小于 0.4，但测量项目的因子载荷(FL)

大于 0.5，满足单维性。此外，本试验还计算了复

合可靠性(CR)，以确定测量结果的内部一致性。结

果表明，所得值均超过一般推荐的 0.6 临界值。收

敛效度指的是不同的测量方法所表明的含义与结

构相同的程度，当每个项目的因子载荷超过 0.5 时，

收敛效度显著。将提取的平均方差平方根的判别有

效性与各模块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比较，其结果表

明提取的平均方差(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两两结

构之间的相关性[11]。综上所述，所有构造和条目均

满足信度、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的要求。 
 

表 2  测量项参数的对比值 

 项目 FL AVE CR CC 

创新绩效 

P1 0.847 0.771 0.92 0.91 

P2 0.931 − − − 

P3 0.878 − − − 

P4 0.857 − − − 

UIC 资金 
F1 0.852 0.760 0.91 0.85 

F3 0.864 − − − 

管理机制 
M1 0.911 0.760 0.87 0.67 

M2 0.842 − − − 

创业环境 

C1 0.812 0.450 0.70 0.39 

C2 0.512 − − − 

C3 0.637 − − − 

奖励机制 
R1 0.765 0.600 0.76 0.39 

R2 0.800 − − − 

 

(二) 假设检验 

当测量结果的效度和信度均超过阈值后，通过

测量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使用 PLS 回归对假设进行

检验。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适用于分析非正态数据

或小样本的技术，在本研究中用于检验研究假设。

PLS 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各个研究领域，不仅可以验

证理论，还可以提出探索性的命题以供进一步检

验。结果显示，校企合作科研资金对高校科研创新

发挥了重要作用(H1，=0.882，p＜0.001)；校企合

作管理机制(H2，=0.378，p＜0.001)和创新环境(H3，

=0.298，p＜0.001)受校企合作科研资金的影响较大。

管理机制对校企合作科研资金的直接影响大于对

创新环境的影响。在奖励制度方面，校企合作产出

与技术转移共享收益的设计对高校的技术革新绩

效有着直接和积极的影响(H4，=0.128，P＜0.001)。

此外，校企合作奖励制度缓和了资金与技术创新绩

效之间的关系(H5，=0.165，p＜0.001)。在 Hair 等

人的研究模型中，预测质量可以根据其总方差百分

比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校企合作管理机制和

创新氛围占总资金差异的 34.8%。通过对通径系数

(path coefficient)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与高效的创

新氛围相比，管理机制对资金的影响更大。此外，

校企合作资金对高校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要比直

接或适度的奖励制度的影响大得多。 

为了进一步检验校企合作奖励制度的调节效

果，本文分析了不含 H5 的结构模型，结果表明校

企合作奖励制度对高校技术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

不显著。因此，校企合作资金与学术产出的关系也

得到了加强(即通径系数由 0.829 提高到 0.901)。高

校技术创新绩效的方差由 74.9%提高到 77.9%，充

分反映了校企合作奖励制度作为调节变量的显著

影响。为了确定校企合作资金、奖励和技术创新绩

效之间的关联，本文也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校企合

作资金与奖励之间的项目对系数约为 0.3，表明变

量之间关系薄弱，因果关系条件不足。 

四、分析和结论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竞争的加剧，创新

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引起了学术界、工业界和

政府的广泛关注，并促使他们相互合作，共同提升

国家竞争力。 

研究证实，校企合作创新资金对高校内部创新

环境建设和技术创新绩效提升具有显著影响(H1)。

高校和产业界共同参与技术创新，不仅是为了开发

具有巨大经济效益潜力的技术，而且是为了最终提

高产业竞争力。随着创新创业的发展，校企合作资

金自 2015 年以来大幅增加，各地也积极开展创新

与创业中心的建设。 

虽然大学的创新投入与大学的创新绩效之间

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很少有研究从高校内部管理机

制、创新环境和奖励机制等关键因素进行研究。研

究结果表明，正式的校企合作管理机制(H2)和高校

的创新氛围实施(H3)都对校企创新资金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管理层在校企合作项目中的参与对本研究

所涉及的所有创新维度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不仅包

括支持高校研发活动的内部流程，还包括大学研究

人员、产业界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管理机

制负责资源分配、确定合作伙伴、合同建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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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开发、新的风险基金，甚至对未来的合作进行

技术展望和评估。这意味着当一所大学投入更多精

力完善其校企合作管理机制时，例如通过提供一个

更高层次的组织单位来处理事务，它可以促进校企

合作过程中问题的解决和风险的管理。此外，由于

高校和实业界之间知识共享的重要性，自由和创新

的氛围鼓励合伙人通过互动的方式公开地交流思

想。研究结果也证实，校企合作是促进技术革新的

催化剂，不同的经验、想法和知识都可以在共同的

主题下讨论。因此，创新环境在支持对等通信和促

进竞争定位方面具有长期优势。 

在这项研究中，奖励机制直接影响高校科技创

新的绩效(H4)，与 Davis 的研究结果[12]一致。财务

奖励的好处在于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可以增强高

校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技术创新绩效。奖

励机制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的技术创新绩效，而且可

以调节创业合作资金与学术产出之间的关系。换言

之，由政府和行业合作人提供的资金与公平奖励机

制相结合，可以提高大学的创新绩效(H5)。政府机

构通常要求大学预先建立管理机制和创新环境，提

升校企合作的伙伴关系。本研究确定了能吸引更多

校企合作资金的两个基本因素。奖励机制的实施对

于提高大学的技术革新绩效以及增加与行业合作

的机会至关重要。 

本研究为校企合作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

支撑。在理论上，本文提出了一个综合研究模型来

评估资金与高校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从知识

管理的角度来看，组织中的知识创造是指将知识从

个人转移到群体和超越组织边界的动态过程。这个

过程不仅有助于解决问题和实施新技能，还可以在

共享的环境中进行。Gefen 等人认为管理实践和价

值观构成了知识传播和技术增长的核心能力[13]。研

究表明，企业所需要的特定知识以及技术创新都是

校企合作中组织知识的产物。为了阐明知识转移对

管理实践和共享文化的影响，模型中包含了两个组

织先例：管理机制和创新环境，以证明它们对校企

合作资金的重大影响[14]。就预期价值而言，奖励机

制的另一个组织因素在知识资产的技术输出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些因素为

高校的学术成果和技术能力促进产业创新和商业

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校企合作的效果不仅取

决于研发经费，还取决于管理支持、创新组织文化

和货币激励计划等支持性因素。 

尽管本文对校企合作进行了分析，但仍然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所有校企合作数据都是从单

个受访者那里收集的。其次，本文只研究了校企合

作资本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的作用，而没有研究认

知维度的作用。未来工作应该从这些方面进一步研

究社会资本对校企合作与高校科研绩效之间关系

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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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 links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are closer.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impa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irstly,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centive mechanism, innovation 

fund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re defined, and the basic theories used in this paper ar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an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of the direct impa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proposed. Then, relevant data for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llected, and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i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funding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depends not only 

on research funding, but also on supporting factors such as management support,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reward 

mechanism. This paper provides usefu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open sharing 

channels to promote the succ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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