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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高校设立中介服务机构、改革产学研合作的模式与体制、创新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等措施，在产学研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参与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虽然目前我国高校在参与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不可否认，

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因此，应积极学习、借鉴日本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通过改革

人才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创新课程设置和教育方式以及拓展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和途径等，

发挥好高校的作用，以期提升我国产学研合作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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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逐步由

要素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创新能力和水平

已成为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如何更

好适应经济发展趋势，是我国目前研究的重点领

域之一。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将推进产学研合

作视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并取

得了显著成效。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坚持创新驱动，推

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强化对创新的激

励和创新成果的应用。”[1]然而，目前仍然存在着

高校与企业合作不协调、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等

问题，亟待尽快解决产学研融合不畅的桎梏，打

破三螺旋主体融合发展的瓶颈。 

日本将产学研合作视为恢复战后经济的一

项重要举措，并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

本国特色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尤其是对高校进行

的一系列改革，成为推动高校、企业、科研院所

三螺旋主体良性运转的重要保障。《2019 年度全

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19 年日本全球竞争力位

居世界第 6 位，而中国为 28 位[2]。2015 年的世

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高校与企业

的连接程度为 56.69，而日本为 66.74[3]。这些数

据表明，日本高校通过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在

产学研合作中与企业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值得我

们学习和借鉴。但目前有关日本产学研合作的研

究，大都停留在体系构建、方法措施探讨等宏观

层面。微观层面上，对日本高校的特点研究较少。

本文将日本高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

先进经验，以期推动我国高校的建设与改革。 

    一、日本高校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实践经验 

    (一) 设立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中介服务机构 

    日本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通过设立产学研

合作办公室等中介服务机构，将传统高校与企业

的非契约合作模式转变为以高校产学研合作办

公室为媒介的契约合作模式。同时，日本还成立

了“产学协作委员会”“产学协作中心”“研究开

发专门委员会”“科技信息中心”等其他中介服

务机构[4]。这些中介服务机构在技术评估、产权

交易、法律咨询等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极大促进了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资源

共享。中介服务机构还能起到化解各方利益冲

突、解决利益纠纷的作用，能有效解决各方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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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遇到的突发状况，有利于缩短科研成果的转

化周期，提高产学研合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 改革高校产学研合作的体制 

    日本为适应产学研合作的机制，对高校的体

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设立共同研究中

心。共同研究中心是日本高校为推进产学研合作

而设立的中枢机构，在提供研究场所、技术研修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开设大学知识财

产本部，其主要作用是对大学的知识财产进行创

造和管理，以防出现产权纠纷，能有效保护大学

的知识财产安全。最后，成立 TLO 组织。TLO

是“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的缩写，

全称是“技术转移组织”。TLO 是设立在高校与

企业之间的、旨在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向企业转移

的中介组织。它将高校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通过

合法途径转让给企业使用，扮演着第三方监督者

的角色，在发掘与评价研究成果、保护研究发明

专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5]。日本高校通过这

几项措施，大大提高了产学研合作的效率，有效

降低了出现利益冲突的风险，有利于推动产学研

合作顺利进行。 

    (三) 创新产学研合作的模式 

    日本在发展中不断创新产学研合作的模式，

通过借鉴美国硅谷的发展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科技城和高新技术园”合作模式。所谓科技

城和高新技术园模式是指，日本以研究型高校为

轴心，在周围创建科技城与高新技术园区，园区

内设研究所、企业等机构，各方围绕高校形成一

个整体。这既能使高校及时掌握企业需求与市场

动向，又能有效促进“产”“学”“研”三方科研

成果的共享与信息、技术的交流。以筑波大学为

例，日本通过创建筑波大学科学城，建立了高技

术密集区，有效推动了科技的发展。日本以大学

城为平台，促使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进行技术

与信息的交流和合作，大学城在开发新技术、研

发新产品、培养新技术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高校还能带动本区域内经济、科技等

方面的发展，能有效发挥区域带动作用。 

    (四) 改革课程、教学及人才培养模式 

    综合课程是将相关学科组合、整理而构成的

课程，是在打破传统单一学科课程知识界限、统

合相关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跨学科性

和丰富性等特点，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传统学

科课程分科过细的弊端。首先，日本高校为适应

产学研合作的新趋势，培养具有跨学科思维的创

新型人才，对课程进行了积极改革，注重开发综

合课程。综合课程在促进知识迁移和综合应用等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综合课程培养的

学生，更能满足当今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其次，改革课程与教学。高校开设的课程与企业

的实际生产紧密相关，学生学习的内容具有现实

性和先进性，获得的研究成果可直接满足企业的

需求。注重改变过去单一的教学方法，创新教学

方式与手段，增加发现法和实验法等教学方法使

用的比例。以名古屋大学为例，名古屋大学为培

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

教学中注重多学科、多专业的联合培养与合作。

日本高校还注重采用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以研

究生教育为例，其研究生教学借鉴、采用了德国

的讲座制以及美国的研究生院制。通过借鉴其他

国家先进的教育经验，推动日本高等教育与世界

接轨，培养适应国际化趋势的未来人才。名古屋

大学非常注重与海外机构合作，通过海外实习、

文化交流等途径，为学生提供去其他国家学习的

机会。同时，名古屋大学还邀请世界各国的知名

学者来校授课、举办讲座。名古屋大学通过开展

国际教育合作，帮助学生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有利于形成学生自己的国际化人际网络[6−10]。 

    (五)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日本的产学研合作培养了大批复合型高层

次人才，高校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发挥了巨

大的人才开发效能。首先，开展校企产学研联合

培养人才模式，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校外实训基

地，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实践的场所，有利于学生

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其次，改变传统的“灌

输式”的授课方式，通过在校企之间搭建绿色通

道，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以实践理论知识的场所，

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同时，企业技术

人员也会充当教师的角色，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实

践层面的指导。这种授课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兼

具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双重能力。最后，日本高

校还注重发挥共同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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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研究中心是日本在高校和企业之间建立的

中介机构，目的是结合双方专长共同研究，提升

科研效率，培养合适的人才。在共同研究中心，

高校和企业就同一项目展开合作，高校提供科研

设施和场所，企业提供研究经费，研究成果归双

方共有[11]。学生在共同研究中心修完必修的课程

后，将直接到合作的企业实习，这样就形成了“高

校—共同研究中心—企业”这样一条完整的人才

培养通道，大大提升了人才培养的适切性和效

率。日本高校还建立了完善的人才自由流动制

度，鼓励高校教师去企业兼职，同时聘请企业技

术人员来高校任教。这种人才流动制度既有利于

丰富高校教师的实践经验，又有利于提升企业技

术人员的理论水平。日本高校的人才培养机制，

有利于促进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高效融合，培

养出的人才也更具针对性和竞争力。 

    (六) 改革人才评价机制与激励机制 

    在人才评价机制上，日本高校注重评价的全

面性和先进性。日本高校很少对教师发表的论文

数量进行考核，更注重以教师科技成果的转化情

况及社会贡献度作为评价教师工作绩效的重要

指标，改变了以往只重研究数量不重质量的弊

端。在人才激励机制上，日本高校注重激励机制

的合理性，通过颁布法律和政策等手段，激发人

才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日本设有先进的激

励机制，激励政策具有动态性和时效性等特点，

能根据外部变化不断调整，始终保持合理性。同

时采用多重措施激发教师的科研热情。首先，日

本高校适当放宽了对教师的限制，准许其在满足

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去企业兼职。2000 年，日本政

府颁布了《产业技术强化法》，允许高校教师在

完成必要的工作后到企业兼职。这一政策大大激

发了高校教师参与企业研发项目的积极性，为校

企双方的合作架起了桥梁，有利于推动产学研的

发展。其次，以法律的形式保障高校教师的合法

权益。日本在 1999 年颁布的《产业活力再生特

别措施法》，旨在对专利发明者的合法权益进行

保护，维护他们应得的利益。这一举措无疑能有

效避免高校与企业在发明专利权等方面产生利

益纠纷，有利于激发高校教师从事发明创造的积

极性与活力。 

    二、日本高校产学研合作创新实践对我国高

校的启示 

    (一) 建立完善的产学研合作中介服务机构 

产学研合作的中介服务机构，发挥着中介载

体的信息共享功能，通过提供相关服务，提升科

研成果转化为成品的效率。有关数据显示，我国

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不足 20%，相比之下发达

国家均达 70%左右[12]。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

是因为高校和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差。由

于高校无法及时掌握企业的需求，忽视了市场和

地方经济发展的现状，导致研究出的成果与实际

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既浪费了资源，

又降低了产学研合作的效率。校企之间由于存在

信息沟通不畅、资源共享不足及技术交流不全面

不及时等弊病，严重降低了双方合作的效率。因

此，迫切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能协调双方的中

介服务机构，以实现信息共享，推动产学研合作。

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运用行政手段，在高校和

企业之间建立起完备的产学研中介服务体系，促

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首先，高校可设立专门推

动产学研合作的中介部门。我国可借鉴日本的经

验，在高校设立产学研合作办公室等机构，专门

对接企业，实现校企沟通零障碍。其次，政府要

扮演好校企合作的中介者角色。有关部门可通过

定期举办“产学研研讨会”等活动，向企业公布

当前高校的研究成果，为高校的进一步研究争取

企业投资。同时，企业将目前的技术难题、发展

状况等信息向各高校公布，并集中招标，鼓励高

校对相关课题立项研究，这样就形成了“企业—

政府—高校”完整的产学研合作主体链，有利于

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和作用。总之，建立完善

的产学研合作中介服务机构，有利于实现高校与

企业之间信息畅通，能有效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

所带来的研究成本。 

    (二) 高校要创新产学研合作的机制 

    日本产学研合作机制使日本高校与产业界

实现了高度结合。建设科技城与高新工业园区作

为实现产学研高度融合的途径之一，在推动日本

经济发展、创新技术手段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我国可借鉴日本经验，依托高校的研究力量，

借助高校的科研与人才优势，在政府的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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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校—企业—政府”相互补充、相互关联

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例如，可以以高校为中心建

立科技城，鼓励企业迁到高校周围，形成一个完

整的科技园区。这样不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

浪费、提高研究效率，还能将三方的力量集中起

来，发挥各自的优势。我国的中关村是以清华大

学和北京大学为首的高校群建立的科技园区，有

效整合了高校与企业的力量，对带动当地经济、

科技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关村的成功给

其他地区和高校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当前我

国正在建设的“雄安新区”可参考中关村的经验，

在整体规划上建设专门的科技城和工业园区，将

高校和企业规划进园区内，以推动校企的高效融

合。还可以通过建立以高校为产业合作中心的方

式加强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例如，可以在高校建

立产学研合作的研究机构和组织，邀请产业界和

企业界人士以会员的身份加入，双方就共同课题

展开合作。以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开展产

学研合作，有利于拉近高校与企业的距离，有

利于将高校巨大的人才优势发挥出来，并能及

时把握企业、市场的动态，提高产学研合作的效

率和质量。 

    (三) 高校要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和手段 

    我国产学研合作模式还存在形式较为单一、

方法手段较为落后等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

较大差距。德国有弗朗霍夫模式、技术转移模式，

日本有共同研究模式、委托研究模式、科技城和

高新技术园模式，美国有科技工业园区模式、合

作研究中心模式、科研承包与合作培养人才模式

等[13]。这些国家由于开展产学研合作较早，在长

期的发展中形成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也更科学、更

全面。因此我国高校应借助自身巨大的人才优势

和雄厚的科研实力，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产

学研合作模式，改变过去仅通过培养人才参与产

学研合作的单一形式，积极与产业界实现良好沟

通，多途径、多方法、多手段参与到产学研合作

中。例如，清华大学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实行的“企

业+实验室”新合作模式就值得各高校学习和借

鉴。清华大学在产学研合作中，依靠自身的科研

实力和资金优势，成立了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

责任公司，这既有利于实现科研成果的快速转

化，又有利于推动科研成果变现为科研经费。我

国高校可借鉴清华大学的经验，招商引资，探索

自主创办企业的路径，积极学习清华大学“企  

业+实验室”的方法，丰富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和

手段。 

    (四) 高校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 

    我国高校学生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深度与广

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存在着人才

培养模式落后、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等问

题。高校应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发挥出企业的力

量。首先，可通过校企合作共建人才培养基地等

方式，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双重培

养。例如，可安排高校学生寒暑假到合作企业实

习，以帮助学生获取实践经验。其次，高校要注

重对教师进行在职教育，以提升教师的专业能

力，着重培养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例

如，高校可以定期安排教师去合作企业学习、培

训，或聘请企业技术人员来校任教，以弥补教师

实践能力的不足。最后，高校要改革教学方式，

强化课内外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

和创新的意识。例如，可以通过开创实训基地、

增加实训项目等方式，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日本高校在人才培养上，不仅注重创新人才

培养的方式和途径，还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

课程体系，使培养出的学生兼备理论知识和实践

能力双重优势。我国高校应借鉴日本经验，注意

促进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改变过去“唯书本

论”的弊病。在课程改革中，要积极融合、开发

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综合课程。《教育部社会科

学司 2020 年工作要点》提出要建设“文科实验

室”，主张对传统文科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

以加强学科间的融合性和交叉性。高校应积极响

应国家政策的号召，积极开发有助于培养产学研

合作人才的综合课程。同时，按照市场和企业的

需求开设新课程，并调整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以培养更适应企业需求的人才。 

    (五) 高校要改革人才评价机制与激励机制 

    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考核指标体系还不

够健全，对教师的职称晋升、岗位聘请及各种考

核，主要以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硬性指标，忽视

了对其他方面的考察，容易造成教师只注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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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不注重质量，所进行的科研也容易与市场脱

节。因此高校应转变思想观念，改变传统的人才

评价机制与激励机制，不能简单地以学术论文来

评价教师的工作绩效。2016 年发布的《教育部关

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强调，要“扭转将科研项目与经费数量过分指标

化、目标化的倾向，改变在教师职称(职务)评聘、

收入分配中过度依赖和不合理使用论文、专利、

项目和经费等方面的量化评价指标的做法”。文

件还强调，要完善对高校教师科研成果转化业绩

的考核，积极鼓励教师参与技术创新和产品研

发。因此高校要建立完善的人才评价机制，丰富

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注重对教师社会服务能力等

方面进行考核，我国可借鉴日本高校的经验，将

人才对社会的贡献率作为一项考核的重要指标。

高校还要注意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通过制定相关

的激励政策，鼓励师生积极参与产学研合作。我

国可借鉴日本高校的经验，加大对产学研合作的

激励力度。可通过增设奖金、科研经费等方式，

鼓励师生参与到产学研合作项目中去，从而为我

国产学研合作储备好人力资源。 

    三、结语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次

强调创新对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以创新驱动

带动经济发展是未来我国改革经济体制、创新经

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通过推行产学研合作政

策，能有效将企业、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创新要素

与资源整合起来。然而，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

由于企业与高校价值体系存在着根本差异：企业

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而高校本质上具有非营

利性质的特征。这种差异化使得双方在利益分配

等方面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了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

作体制，主张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推

进产学研合作。高校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探索

能适应产学研合作需求的改革措施。日本作为较

早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国家之一，在处理高校与企

业双方利益分配、提升产学研合作的效率等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日本产学研合作改革，更多

以高校作为主要的改革对象，并实施了一系列教

育改革政策，在制度上、组织上对高校的政策进

行了调整，使日本逐渐建立起高校拥有产权的产

学研合作模式。我国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还存有

与企业融合不够等问题，可通过借鉴日本高校的

改革经验，提升我国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作

用，发挥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力量，从而为我

国产学研合作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科研基础与丰

富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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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ese universiti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cooperation by 

setting up intermediary service institutions, reforming the mode and system of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cooperation, innovating curriculum and talent training methods, reforming talent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accumulated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innov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cooperation. Although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innov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cooperation,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some aspects. Therefore, we should actively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Japanese universi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nov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cooperation. By 

reforming the talent training,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system, innovating the curriculum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expanding the modes and way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articipate in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cooper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play a good rol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omestic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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