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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教师是高技术、高素质群体，蕴藏着极大的创新创业潜力。鼓励和扶持高校教师利用自身科研优势

创业，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创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产学研实质融合；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掘高校人才红

利。高校教师的科技型创业动机受到四个因素—— 市场机会、创业者才能、自我发展的需要和制度条件的制约。

其中，自我发展的需要和制度条件受到政策影响程度最深，是政策创新和完善的着力点。一方面，要使高校教师

意识到创业是自我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打破高校教师创业的制度壁垒。要做到以上两点，就需要创新高校人

事管理制度，包括高校教师离岗创业制度和在岗创业制度；要完善项目资金使用制度和创业融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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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

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

8 号)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

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 号)均明确提出，

要高度重视高校科研人员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制

度建设。这说明，高校科研人员作为拥有高科技的

高素质群体，蕴藏着极大的创新创业潜力，对提升

我国创新创业水平，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

用。但是，目前国内针对高校科研人员创业的政策

不完善。2017 年 5 月 27 日至 2018 年 9 月 20 日，

清华大学教授付林因某大型科研项目涉嫌贪污和

挪用公款被检察院起诉，后又撤回起诉。此事件充

分说明，明确规定高校科研人员创业资金使用政

策，既关系到科研经费的合理使用，又关系到科研

人员的创业安全感。 

    高校教师，指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院的在职

教学人员和科研人员。科技型创业，指高校教师以

本人在工作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个人科研成果
①)

为依托的创业活动。 

    高校教师科技型创业的促进政策，以鼓励和扶

持高校教师利用自身科研优势开展创业活动为目

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高校教师科技型

创业促进政策是创业政策的组成部分，该政策的制

定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其

次，鼓励高校教师科技型创业，可以提高我国的创

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再者，鼓励高校教师科技

型创业，可以促进产学研融合，既有助于实现科研

成果产业化，又可以丰富学生的实训项目。最后，

鼓励高校教师科技型创业，可以整合高校师资力量

投入创业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掘高校的人才红利。 

    一、研究现状述评 

    关于创新创业政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几

方面：大学生创业政策、返乡农民工创业政策、科

研人员创业政策、一般创业政策。 

    在大学生创业政策方面，主要成果[1]涉及：改

变政出多门的局面；实现创业政策法律化；完善青

年创业中介服务；完善青年创业公共信息平台；大

学生创业优惠政策的力度应当高于普惠制优惠政

策；延长大学生创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根据创

业阶段落实优惠政策；给予大学生创业教育项目税

收优惠；建立青年创业贷款担保；免征大学生创业

投资所得的个人所得税；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大学生

创业融资；建立创业失败大学生救助制度。 

    在农民工创业政策方面，主要成果[2]包括：开

展农民工创业培训；建设电商平台；扩大农民工创

业贷款抵押物范围；建立创业扶持基金；试点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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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合债券、股权众筹；通过政府采购、推介会

支持农民工创业企业；加强税收优惠。 

    在科研人员创业政策方面，主要研究成果[3]涉

及：完善科研人员创业的法律体系；除担保贷款、

贷款贴息、专项基金外，还要加强税收优惠；推动

金融产品创新；简化市场准入程序；完善高新技术

企业评定体系；多方吸引优秀人才；以多种方式给

予科研人员创业收益；激发科研人员创业意识；建

设创业师资梯队和师生创业同盟。 

    在一般创业政策方面，主要成果[4]有：统一创

业政策；将创业政策上升为法律；针对创业阶段完

善税收优惠；构建研发和知识产权转化环节的税收

优惠政策；将高效率、高质量作为创业政策的价值

目标；对创业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免征个人所得税；

给予创业教育项目、风险投资项目税收优惠；降低

产品市场准入门槛；开辟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建设

科技创业项目平台；设立科技创新企业破产制度、

创业保险制度。 

    上述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的侧重点，分

别针对不同群体的创业人员。与其他群体相比，高

校教师在创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首先，高校教师

拥有比较成熟的科技成果，可以从事高新技术层次

的创业活动，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其次，整合同

一所高校内不同专业的教师资源，可以形成创业企

业的高水平人力资源团队，有利于提高创业的成功

率。此外，高校教师创业的意义不仅局限于经济领

域，还能够进一步促进产学研融合，比如，高校教

师的创业项目可以成为学生的实训项目，高校教师

可以在创业实践中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的实用性。

因此，在高校教师科技型创业领域，政策的创新具

有极高的价值和较好的前景。 

    上述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诸多重合，例

如：实现创业政策的统一化，实现创业政策法律化，

根据创业阶段实施差别化政策，鼓励探索高水平的

创业项目，对创业收入免征个税，加强创业企业融

资能力，鼓励创业教育，建设创业项目服务平台，

对创业失败者给予保障。除已有的政策外，还应当

立足于高校教师群体的社会特征，以及高校教师科

技型创业的资金来源、资金使用等特征，专门研究

适用于该群体的创业促进政策。 

    二、与高校教师创业动机有关的因素分析 

    Green Berger 认为，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受到市

场机会、新机遇、自身才能、事业发展需要、自身

价值体现等因素的影响。上述影响因素可以简化为

四个方面，即市场机会、创业者才能、自我发展的

需要和制度条件。市场机会，是指创业者选择的创

业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创业者才能，是指创

业者具备从事创业活动的经营能力和技术能力。自

我发展的需要，是指创业者认为创业活动是实现事

业进步和人生价值的途径。制度条件，是指鼓励和

扶持创业活动的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便利、安全的

创业环境。 

    上述四个因素并非全部适宜政策激励。比如，

市场机会不是政策干预的领域，创业者选择的创业

项目是否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应当通过市场竞争

来检验；创业者自身的才能也不是政策干预的领

域，创业者是否拥有创业的技术能力和经营能力，

取决于自身的学习、工作经历，受到政策影响的可

能性较小。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具有科技型创业潜

力的群体一般掌握着优势科研项目或者科研成果，

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已经具备了创业

的市场机会。而且，通过整合高校师资力量，可以

组建集技术能力和经营能力于一体的创业团队，已

经具备了创业者才能。 

    与之对应，自我发展需要是一个受到外部政策

影响的因素。具有创业潜力的人，缘何认为创业活

动是实现事业进步和人生价值的需要？在一定程

度上，这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即一部分人具有天然

的冒险精神，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开创职业道路。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冒险精神是稀缺的素质。

因此，有必要利用激励政策，构建创业活动和自我

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激励政

策下，创业能够带来更好的个人发展前景，从而使

不具备天然冒险精神的人也愿意尝试创业活动。 

    此外，创业制度条件是一个明显受外部政策影

响的因素。鼓励、扶持创业的政策能够为创业活动

提供便利、安全的创业环境，为创业者指引创业方

向，排除创业障碍，扫除后顾之忧，从而激发其创

业动机。 

    三、制约高校教师创业的症结 

    制约高校教师创业的症结主要是高校教师对

创业的认识不足。大部分高校教师没有意识到创业

是自我发展的需要，也有部分高校教师认为创业的

难度很大。 

    一方面，对于大多数高校教师而言，现有的工

作环境和发展前景已经使该群体具有较好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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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实现感。如何进一步激发高校教师的自我发展

动机，使创业过程和创业成果成为高校教师实现自

身发展目标的重要砝码？这就需要创新高校人事

管理制度。鼓励创业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应当使高

校教师意识到，除了日常教学、发表论文和著作、

科学实验以外，发挥自身的科研优势，走向市场从

事创业活动，不仅不会对教师职业发展规划造成负

面影响，而且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和事业发展

的目标。 

    另一方面，高校教师科技型创业的类型多元

化，需要多种制度扶持有的教师通过横向科研项目

完成企业委托的攻关课题，或者与企业合作完成攻

关课题；有的教师创办科技型企业。不同的创业形

式，需要不同的制度扶持。对于横向科研项目创业，

需要规范科研资金的使用；对于自创科技型企业创

业，需要解决融资难题。 

    四、高校教师科技型创业的制度创新与完善 

    多数创业政策研究成果认为，财税优惠是促进

创业不可缺少的政策选择。从目前情况来看，促进

高校教师科技型创业，不宜从财税优惠方面着手。

针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的优惠政策，也适用于高校教师开办科技型企

业的创业活动。政府对科技型创业项目的贷款担

保、贷款贴息、专项基金均适用于高校教师科技型

创业活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依赖财税优惠，必

然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易导致地方政府

过度干预经济运行。促进高校教师科技型创业的制

度应当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

创新，二是资金使用制度、融资制度的完善。 

    (一) 创新高校人事管理制度 

    创新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目的是使具有创业

潜力的高校教师意识到，创业过程或创业失败不会

影响其在原工作单位的职业发展，创业成果是职业

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职业发展。 

    1. 关于高校教师离岗创业的制度 

    (1) 离岗创业时间制度。教育管理部门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根据创业项目的特点，规

范高校教师离岗创业的期限，同时规定特殊情况的

离岗创业延展期。在离岗创业期内，用人单位保留

创业教师的工作岗位。在离岗创业期内，不论创业

成功或者失败，高校教师均可提前结束离岗状态，

返回原工作岗位。离岗创业期满，不论创业成功或

者失败，高校教师均应返回原工作岗位。如果基于

创业活动的需要，高校教师请求延长离岗期限的，

高校可以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批准。 

    (2) 离岗创业条件和审批程序。离岗创业的高

校教师不受年龄、在高校工作年限的限制。离岗创

业的高校教师必须拥有个人科研成果，且该科研成

果能够直接应用于创业活动，是创业活动的核心 

要素。 

    教师本人提交离岗创业申请书和创业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所在高校审核批准后上报所属的教

育管理部门，教育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交同级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3) 离岗创业教师的工资和社保待遇。在离岗

创业期间，高校教师可以享受原有的基本工资待遇

和社会保险，但是不享受单位津贴。 

    (4) 离岗创业教师申报科研项目制度。在离岗

创业期间，单位不安排该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该

教师可以按照所在高校的正常程序，以所在高校名

义申报纵向和横向科研项目，所得成果可以作为评

定职称的依据。 

    (5) 离岗创业科技成果的认定制度。在离岗创

业期间，基于创业可行性报告、以创业主体的名义

或者以教师个人名义取得的科技成果(不是以所在

高校名义申请的科研项目成果)可以作为评定职称

的依据。如果该教师拟使用该成果参加职称评审，

应当向所在高校提交佐证材料，如专利证书、科技

成果产业化证明等。 

    (6) 离岗创业教师的职称评审制度。离岗创业

期内，创业教师可以按照所在单位的正常程序参加

职称评审。该教师在离岗创业期内取得的科研成果

均纳入职称评审的范围，按照所在高校的评审制度

计分。 

    (7) 离岗创业教师的年度考核制度。离岗创业

教师按照所在单位的正常程序参加年度考核。在年

度考核条件中，取消对该教师年度工作量的要求，

一律认定达到基本工作量。 

    (8) 离岗创业成果归属制度。高校教师采取新

设企业的方式创业，或者在现有企业兼职创业，其

在创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当归属于谁？这取

决于教师所在的高校与该企业之间是否签订了横

向协议。 

    如果高校与企业签订了横向委托研发协议，并

且约定了教师创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的归属，则

依约定；如果高校与企业签订了横向合作研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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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那么教师创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由高校与企

业共有。如果高校与企业没有签订横向协议，那么

教师创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当归属于企业或

者教师个人，具体情况依据著作权法关于职务作品

的权属规定或者专利法关于职务发明的权属规定。 

    (9) 创业服务期制度。高校可以与离岗创业的

教师约定离岗创业期限届满后，该教师继续在高校

服务的年限，即服务期。如果教师在离岗创业期限

届满后，没有遵守服务期约定，继续在高校服务一

定的年限，那么应当向高校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

具体金额以离岗创业期间高校向教师支付的工资

和缴纳的社保费为限。 

    2. 关于高校教师在岗创业的制度 

    (1) 在岗创业教师的年度考核制度。在岗创业

教师按照所在单位的正常程序参加年度考核。在岗

创业项目可以折抵一定的工作量，高校应当根据创

业项目的类别和市场价值规定项目折抵工作量的

具体办法。 

    (2) 在岗创业教师的工作时间制度。对于“坐

班”的高校教师，在岗创业期间可以适用弹性工作

时间制度；对于“不坐班”的高校教师，在岗创业

期间可以适用调串课制度。 

    (二) 完善项目资金使用制度和创业融资制度 

    1. 横向科研经费的使用制度 

    如果高校与企业签订了委托研发协议或者合

作研发协议，那么高校与企业之间就存在横向科研

合同关系。负责项目研发的教师是这类横向科研合

同的具体执行人，即经费使用人。为了避免滥用合

同经费，为了切实实现创业成果的产业化，高校与

企业应当规范经费的用途。笔者认为，横向科研经

费不宜用于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应当倾向于专利

申请费用、成果检测费用、成果产业推广费用等，

同时辅以必要的专家咨询费、差旅费等。 

    2. 助力离岗创业教师融资的制度 

    (1) 开发高校教师科技型创业贷款新品种。高

校教师离岗创业设立科技型小微企业，在企业设立

初期，难以提供足够的抵押财产，也难以凭借经济

实力建立信用，增加了向银行申请贷款的 难度。 

    鉴于高校教师拥有较好的个人信用，可以适当

开发新品种信用贷款。如果高校教师是新设企业的

投资者或者主要经营者，可以凭借良好的个人信用

申请信用贷款。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科技型小微企业

的贷款成功率，而且可以督促离岗创业教师努力完

成创业项目。 

    (2) 鼓励和规范离岗创业的高校教师联合贷

款。以高校联盟为依托，联盟内高校的离岗创业教

师如果需要创业贷款，可以联合提出申请。联合贷

款是指，高校教师设立的科技型企业共同提供担保

财产，根据提供担保财产的比例分配贷款份额；各

个企业独立使用资金；企业共同承担担保责任。因

为联合体内的企业承担共同担保责任，所以有必要

预先控制联合融资风险。高校联盟应当对申请联合

贷款的项目进行审核，资质和前景较差项目不得进

入贷款联合体。参加联合贷款的创业企业也有必要

互相监督资金使用和还本付息。 

    (3) 筹建高校教师科技型创业公共信息平台。

高校教师科技型创业公共信息平台应当是小微企

业公共信息平台中的一个子平台。这既是一个融资

项目推荐平台，又是一个信用信息公示平台。 

    一方面，可以利用该平台推荐高校教师的科技

型创业项目。政府的平台主管部门应当设置项目准

入条件，并且对登陆平台的项目进行初步审核，从

而增强项目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该平台公示项目信息。政

府的平台主管部门应当整合企业的注册资金、经营

范围、近年盈利或亏损情况、纳税信用信息、社保

信用信息、参加公益活动信息、主要投资者或经营

者个人经历信息、成功经营案例、自有知识产权、

贷款偿还情况等方面的信息。上述信息包括公共信

息和非公共信息。公共信息的发布不须征得小微企

业的同意，非公共信息的发布应当征得小微企业的

同意。因为高校教师信用较好，所以可以通过全方

位的公示信息获得融资机会。 

 

注释： 

 

①  个人科研成果是指著作权或专利申请权属于教师个人

的成果，不包括教师撰写或研发的、著作权或专利权

属于所在高校的职务作品或职务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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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teachers are high-tech and high-quality groups, which contain great potential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re are three benefits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university teacher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own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to start a business. Firstly, it i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our country. Secondly, it is to realize the substantiv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hirdly, it is to maximize the dividends of university talent. University teachers’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is 

influenced by four factors: market opportunities, entrepreneurship, self-development needs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The need of self-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are the two factors greatly affected by policy, on which the 

focus of policy innovation and perfection should be put.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university teachers 

realize that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need of self-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entrepreneurship should be reduc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se two points: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the 

personnel management system in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system of starting a business leaving the post and the 

system of starting a business at the post,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project fund use and the 

system of venture financing. 

Key Words: university teac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sed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personnel 

management system, venture financing 

[编辑：游玉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