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期[总第 1期]

2011年 2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 of Graduate Education

No. 1

Feb. , 2011

� � 文章编号: 2095�1663( 2011) 01�0068�06

基于开放式创新的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科研模式

张秀 萍 � 张 � 弛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辽宁 大连 � 116024)

� � 收稿日期: 2010- 10- 20

� � 作者简介:张秀萍( 1965 � ) , 女,内蒙赤峰人,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张弛( 1985 � ) , 女,辽宁鞍山人,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 �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大学组织特性与学术组织创新研究� ( DIA060159)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

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DUT10RW105, DUT11RW313) ;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 2008GH 18) ;辽宁

省� 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JG08DA004) .

摘 � 要:文章阐述了开放式创新模式的理论内涵,比较了开放式创新与传统封闭式创新的

差异,分析了我国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科研职能发展、科研模式现状以及所存在的

问题,试图将开放式创新模式导入高校科研环境之中。最后在借鉴开放式创新模型的基础

上初步构建了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开放式创新的科研模式, 提出应重点构建科研立项

网络平台、广泛吸纳创新主体、重视知识外流与吸收、加强科技中介服务等几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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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型大学是以创新性知识的传播、生产和应

用为中心,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

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文化

繁荣、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 [ 1]。高

水平科研成果的学术生产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

研究型大学的重要职能, 而基层学术组织则是承担

这两项重要职能的基本单位。基层学术组织是在大

学纵向组织结构中以从事科研与教学和推动科学技

术发展为主要职能的最底层的基本单元, 其目标是

知识的继承与创新。随着科技发展和高校对国家创

新体系参与程度的逐渐深入, 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

组织的科研职能也日益重要起来。目前我国研究型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内部普遍遵循�项目申请 � 审批

立项 � 独立科研 � 成果发布 � 奖励评定�的科研模

式,经过长期的运行虽取得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

问题。

在企业 研发 与技 术创 新领 域中, Henry

Chesbr ough教授总结的开放式创新模式突破了传

统的创新模式,提出同时利用内部和外部互相补充

的创新资源实现创新, 技术的商业化路径也可以从

内部和外部两个途径实现,在创新链的各个阶段形

成多角度、多主体、动态合作的创新模式。开放式创

新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并逐步取代封闭式创新,成为

全球创新发展的趋势, 势必影响中国的创新模式选

择,而这种新型的创新模式对我国研究型大学基层

学术组织的科研创新也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一、开放式创新模式的理论概述

� � 1.开放式创新模式的概念 开放式创新理论由哈佛商学院的 Henry



Chesbrough 教授总结提出,为企业有效利用和整合

内外部创新资源以及各方面科技力量, 从而提高创

新效率 提供了 一种 全新 的 创新 管理 模式。

Chesbrough 教授将�开放式创新�定义为: � 开放式

创新利用有目的的知识的内外流动来加速内部创

新,同时相应扩大企业创新应用的外部市场( Open

Innovat ion is the use of purposiv e inf low s and

outf low s of know ledge to accelerate internal

innovat ion, and expand the markets for external

use o f innovat ion, respect iv ely )� [ 2]。Chesbrough

教授认为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 企业边界是可渗透

的,创新思想既来源于企业内部的研发项目, 也来源

于企业的外部, 如通过风险投资、购买其它企业的技

术许可和与其它企业实行技术并购来完成; 企业内

部的创新思想在研发过程中可以通过知识、人员和

专利转让的流动扩散到企业外部,使不适应企业现

有需求的创新技术可以通过外部途径完成商业化,

形成新的市场价值;企业不再对知识财产实施完全

严格的保密,而是通过许可协议、短期合伙等多种形

式,设法让其它公司也可以利用这一技术,同时自己

也可以从中获利。总而言之, 开放式创新模式把外

部创意和内部创意、外部市场化渠道和内部市场化

渠道放在等同的重要性上。

2.封闭式创新与开放式创新的差异

长久以来, 人们更多地将对技术创新的关注集

中在企业内部。20 世纪的企业为保持行业领导地

位,通过在内部设立规模庞大的实验室或研发中心,

以内部研发的形式来实现技术创新、设计开发新产

品与新服务,以取得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并对技术知

识产权实施严格封锁, 通过内部唯一途径将创新成

果推向市场,依赖技术获得市场垄断地位,从而获得

超额利润, Chesbrough 教授将这种模式总结为� 封

闭式创新� [ 3]。图 1显示了封闭式创新的过程:科研

项目从企业内部的技术基础启动,然后沿着图中所

示的过程向前发展, 在行进中一些项目可能被取消,

而另一些项目则会被选择进行下一步的发展, 最后

完成的创新成果经过筛选转化进入市场。技术创新

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一条入口, 整个选择和淘汰的过

程也是封闭的, 最后的科研成果也只有一条出口通

向市场[ 2]。

图 1 � 封闭式创新过程

进入 21世纪以来,封闭式创新模式受到了越来

越多的挑战[ 3] 。随着知识创新与扩散的加速和人才

流动的增加,企业往往难以控制创新的专有性, 自行

研发成果的商业化也难以转化为市场可接受的新产

品,技术创新的风险逐渐增大。一些领先企业转而

开放自身系统,打破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积极寻

找、探寻和获取外部的创新资源,利用企业外部的丰

富知识与创意来加快新产品开发以及产品市场化。

因此产生了与封闭式创新相对的新型创新模式 � � �

开放式创新。

图 2 � 开放式创新过程

图 2 显示的是开放式创新的过程: 在这个模式

里,创新项目可以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部分的技术

源启动,新技术也可以在创新的不同阶段随时加入

到这个进程中;另外,创新成果进入市场也有多种方

式,技术知识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形式外

流到其它企业市场, 也可以通过技术扩散尝试进入

新的市场,还有一部分像以往封闭式创新那样被企

业利用到现有市场当中 [ 2]。Chesbrough 教授通过

研究发现,开放式创新模式不但降低了企业的内部

研发成本,而且给企业增加了新的利润来源,如通过

出售资产、知识许可、让产易股等途径可以获得比封

闭式创新模式更多的收益[ 4] 。

表 1中具体总结了封闭式创新与开放式创新在

内外技术重要性、组织模型重视度等十个维度上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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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封闭式创新与开放式创新的区别[ 2, 5]

比较维度 封闭式创新 开放式创新

内外技术重要性 内部技术为主,外部技术补充 内外技术知识同等重要

组织模型重视度 很少关注企业组织模型,重视经理人对创新作用
运用企业内外人力资源, 强调组织模型对创新的

重要性

研发创新过程 全部在内部封闭实现 主动付出成本寻找外部研发成果

创新项目评估 只考察项目是否适合现有企业
扩展为考察项目是否适合其它企业、新型市场及

现有市场等多方面相结合

知识与技术外流 不主动进行知识与技术外流,认为会产生劣势
技术外流是使企业的技术从外部寻求路径进入

市场的重要手段

知识产权管理
把知识产权当作创新的副产品, 对其使用也多用

于防范他人侵权

知识产权成为创新的关键因素, 利用市场与外界

交换知识

中介市场作用 忽视中介市场作用
中介市场作用兴起, 能够提供信息, 使得各方可

在各个阶段进行交易

衡量绩效方式

包括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百分比, 开发新产品的

数量, 新产品所占销售额的百分比和单位研发投

入所得的专利数目

衡量指标更广,如研发投入用于整个供应链的数

量,公司外部创新活动占总创新活动的百分比,

专利的利用率以及公司的对外投资情况等

员工的职责 完成自上而下的工作任务 企业创新主体

用户的角色 被动接受企业产品 主动的合作创新者

二、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传统科研模式

� � 1.我国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科研职能的

发展

受苏联模式影响,建国后我国大学的组织结构

基本采用�学校(学院) � 学系 � 教研室�的模式, �教

研室�是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主要形式,其主要职能

是组织本科教学活动、兼负研究生培养和教职工的

行政管理工作, 此外承担少量科研任务, 但力量有

限,不能承担大型科研项目。到了 20世纪 80年代,

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大学应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
中心�为契机,高水平大学开始加强学校科研中心的

建设,逐步按照学科和专业增加了许多专门的研究

机构。9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为目的推动了� 211工程�和� 985工程�,研究型大学

得到广泛发展, 各个高校对于科研的重视进一步加

强,基层学术组织职能更加倾向科研发展。国家为

了发挥高校得天独厚的科研优势,也与其联合创建

了一批科研平台和研究中心, 如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这些科研平台和研究中心主要负责科研项目和科技

创新,有时承担培养研究生的任务,其内部研究人员

多由教师兼任。进入 21世纪,随着高校社会服务职

能的增加, �产学研结合�成为了新的发展趋势,研究

型大学与国家、地方、企业和其它研究机构等合作,

形成了一批新型的�官、产、学、研多方共建的新的基

层学术组织� [ 6]。与此同时,在学科交叉的发展趋势

引导下,基层学术组织开始尝试打破院系和专业束

缚,形成跨学科跨专业的科研中心和团队的雏形。

2. 我国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科研模式

我国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中一般以专业为

单位,遵循�项目申请 � 审批立项 � 独立科研 � 成果

发布 � 奖励评定�的流程模式进行科研,见图 3。各

院系由科研负责人主管本专业的科研工作,依据学

校制定的科研发展规划, 近期工作计划及课题研究

指南,组织本院系教职工的科学研究工作。教师以

个人名义或者多人组成团队申报科研项目,上报到

主管科研工作的部门进行审批。主管科研的部门按

照相关规定及要求进行审查、审批并呈报申请书。

通过审批的科研项目由财务处统一负责管理和分配

科研基金。在科研活动的进程中, 由申请科研项目

的教师或团队独立进行科研活动, 完成的科研成果

多以著作或期刊论文的形式进行发布, 而著作的权

图 3 � 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传统科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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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性和由期刊影响因子决定的期刊重要性是衡量科

研成果的重要指标之一。最后少量科研成果可以完

成技术转化,进入市场应用。

3.我国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科研模式的问

题分析

首先,科研创新主体单一,动力与资源不足。如

上所述,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中科研创新的主

体仍然以教师个人或者其组成的团队为主, 人员构

成相对单一。教师申报课题虽然一方面是因为自身

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但也有很大原因出于完成绩效

考核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被动式创新必然无

法产生强大的动力。而且单一的创新主体, 缺少其

它合作力量的支持和充分的创新资源, 也削弱了科

研创新的动力, 导致效率不高。

其次,科研规模小,范围窄,跨学科领域的科研

不足。目前基层学术组织中的科研仍以专业为划分

单位,人为地分割了学科的多重属性,无法形成严密

而灵活的跨学科的科研体系。由于主体单一造成的

科研个体化和分散化必然导致科研力量小, 在立项

时就呈现出研究课题范围狭窄的弊端; 同时在封闭

的科研进程中多由申报的教师或课题组独立完成,

缺少对其它学科的视野和方法的借鉴。因此, 在基

层学术组织的科研活动中没有形成学科间的�统一
战线�而只是�各自为战�, 缺少科研力量的整合, 不

利于资源共享。

再次,科研与教学矛盾突出。由于在基层学术

组织中,科研和教学职能基本由相同的人员承担, 并

且没有将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这两种职能结合起

来,使两者仍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所以造成科研和

教学的矛盾日益严重。近年来, 一方面由于学者有

着纯粹的对学术的追求理念和热情; 另一方面由于

科研成果比教学成就更加容易�量化�体现,且大学

中教师绩效衡量制度倾向于前者, 使研究型大学的

教师对于科研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教学, 教师的等级

和水平越高,这种现象就越明显,不利于人才培养。

最后,科研成果转化困难。过去进行的产学研

合作中,很多企业被动地等待大学提供科研创新技

术,并且仅依靠大学来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而教师

在申请课题时对所研究方向的发展前景和市场需求

缺少针对现实的深入了解,产出的科技成果未必适

应当前现有市场, 多数基层学术组织在科研之外的

力量有限,也无力自主承担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相

当多的科技成果产生后只止步于成果的发布,脱离

企业的生产实际,没有转化为经济效益。我国科技

成果的转化率还不到 20% ,专利实施率不到 15%,

而发达国家的这两项指标分别高达 70%和 80%。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后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只占被转化

成果的 30%,真正形成产业的还不到 5%
[ 7]
。

纵观我国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科研中产生

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传统的科研活动实际上是在

一种�封闭式�的运行模式下进行的。科研入口和出

口形式单一以及科研过程封闭, 造成参与主体范围

不广,基层组织之间联系不密切, 科研与教学、社会

服务没有统一,科研成果转化效率过低等诸多问题。

我国研究型大学对于基层学术组织的科研创新需要

考虑的是如何构建一种新型的、开放的科研模式来

突破瓶颈,从运行体制层面寻找新的出路。

三、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开放式创新科研模式构建

� � 借鉴 Henry Chesbrough 教授提出的开放式创

新模型
[ 3]
,初步构建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开

放式创新科研模式, 如图 4所示。新的科研模式由

开放的研究进程和多元的科研成果利用途径组成。

通过网络建立平台,由政府、企业、高校内外部科研

力量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科研立项;经过多主体自

由组合参与的科研项目在研究进程中随时可以让基

层学术组织边界之外的力量加入,如与教学结合让

学生参与,与其它基层学术组织或企业的科研联合,

采用技术引入或并购方式扩大知识和技术的吸收

等,同时也要引导科研成果向其它新学科领域溢出;

最后科研成果一方面通过技术转化直接进入市场应

用,另一方面将暂时无法直接转化的成果输出到科

技中介信息平台当中, 利用中介力量促进该成果可

利用领域的寻获。

构建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开放式创新科

研模式,重点在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首先,研究型大学建立科研立项网络平台, 扩宽

科研创新入口。大学根据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创新

体系需要,结合自身情况明确科研创新的重点发展

方向,在科研立项网络平台中将相关计划公开, 广泛

接受校内外提案。校内力量主要是基层组织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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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开放式创新科研模式

教师、学生及研究人员;校外力量包括政府、企业、校

外研究机构、科技中介机构、多种形式的外援(如学

术专家、校友、社会人士等)。然后由多方力量组成

专家组对科研创新提案进行审核,通过审核的提案

以基层学术组织作为基地, 以组织内成员作为创新

人才的基础,同时允许各方面科研创新力量自由组

合,作为主体参与科研。这种透过网络平台扩大科

研创新入口的形式, 优点是成本较低且操作方便, 可

以将海量的科研意向集中起来, 同时间供多方进行

资源共享与沟通交流; 缺点则是无法保证科研创新

所有相关者都能接受这种网络形式,且如果出现海

量信息瞬间汇集的情况也很难保证真正可行的科研

项目能够及时被筛选出来。这就需要学校在建立科

研立项网络平台时加强宣传力度,同时也要注意垃

圾信息的拦截、关键字筛选及相关条件限定等方面

的网络技术运用。

其次,科研进程中开放组织边界,促进多方力量

参与。基层学术组织的科研创新并不一定完全由组

织内部的教师及研究人员进行,应该打开组织边界,

使多利益相关者共同进行科研创新。要重视外部创

新力量的搜寻、识别、获取和利用,将内部创新力量

和外部创新力量有机整合到一起。比如说全世界的

论文数据库大都可以免费检索, 只要能够善用关键

词,便可以检索到相关优秀人才作为潜在的合作对

象
[ 8]
; 或者通过搜索相关领域的企业研发中心和校

外学术组织的对外网站获取信息寻求合作。此外,

研究型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更应该注重将教学环节

和科研创新过程结合, 让更多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加

入到基层学术组织的科研创新进程中来, 在教师的

指导下承担力所能及的基础研究工作。这样有助于

解决教学职能与科研职能的矛盾, 在科研中进行人

才培养,使两者相辅相成达到双赢的局面。

再次, 在提高保护知识产权意识的同时促进科

研创新知识的合理外流和吸收, 促进学科交叉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开放式创新模式中, 技术外流是使

企业的技术从外部寻求路径进入市场的手段。同理

在基层学术组织开放式创新科研模式中, 创新知识

的外流则是创新成果向学科外扩展, 提高知识本身

利用效率的方式。在组织内进行的创新过程中, 往

往会产生一些外延性的知识成果, 不仅对自身科研

项目有用,也对其它领域的科研具有价值,那么通过

合理的知识外流, 可以使这类科研知识成果流通到

其它学术组织的科研进程当中, 在新的学科领域中

产生价值。基层学术组织在科研过程中也要重视对

其它学科科研成果的借鉴与吸收。创新知识的外流

与吸收加强了基层学术组织的沟通与交流,使不同

的科研进程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 一方面提高

了科研创新成果的利用率,另一方面拓宽了科研领

域,促进学科交叉发展。

最后,加强科技中介服务建设,多种形式促进科

研成果转化。科技中介是利用其知识和管理能力,

搜寻和分析技术, 为技术供求双方服务,并通过自己

的努力, 满足技术供、求双方要求的中介机构
[ 9]
。对

于基层学术组织的科研成果,一方面要加强与科研

领域相关企业合作, 通过产学研结合促进科研成果

转化,使科研成果进入市场创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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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引导科技中介服务向专业化、规模化和规范化方

向发展,建设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以科技

情报、科研成果、技术市场为基础建立中介服务的公

共信息平台,重视和加强资料和数据的积累, 同时要

通过国际互联网, 努力与国内外同行实现资源共

享
[ 1 0]
,在此基础上为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和其

科研成果面向的用户双方提供信息共同渠道,在多

领域范围内积极寻找促使科研成果转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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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odes of Open Innovation�Based Grass�Root Academic Groups at Research Universities

ZHANG Xiu�ping, ZHANG Chi

( Dalian Univ er sit y of T echnolog y , Dal ian, L iaoning 116024)

Abstract: A review is presented about the theo ry of open innova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 een open innovation and iso lated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 f r esear ch functions, modes and inadequacies of gr ass�r oo t academic g roups in Chinese

research univ ersities. It is emphasized t hat open innovation�based research modes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g rass�ro ot academic

gr oups at r esear ch univer sities, w 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netw ork platfo rms for research projects, inclusion of new innovation

agents, accommodation o f know ledge transfer and abso rption, and strengt hening of intermediar y serv ic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 y.

Key words: open innovat ion; r esear ch univer sity; g rass�roo t academic g roup; r esea rch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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