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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
测，文化间的>中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
代特征。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国际的
、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中突与吸纳、融合与
排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良方。
　　软科学一词最早源于英国出版的《科学的科学》一书。
日本则是最早使用“软科学”名称的国家。
尽管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软科学有着不同的称谓，但其基本指向都是通过综合性的知识体系、思维
工具和分析方法，研究人类面临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为各种类型及各个层次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它注重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各个社会环节的内在联系中发现客观规律，寻求解决问题
的途径和方案。
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软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
软科学的广泛应用，在相当程度上改善和提升了发达国家的战略决策水平、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其
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与挑战，党中央大
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
化。
1986年，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代表党中央、国
务院到会讲话，第一次把软科学研究提到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服务的高度。
1988年、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发出“大力发展软科学”、“加强软科学研究”的号召。
此后，我国软科学研究工作体系逐步完善，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软科学事业有了蓬勃发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企业知识联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内容概要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知识取代劳动力和资本成为最具战略意义的资源。
大学一企业的知识联盟成为科教界、企业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大学:企业知识联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人类知识活动系统全息性理论为基础，围绕大学一企业知
识联盟的构建及运行等展开深人研究，分析了大学一企业知识联盟中的知识转移、协同创新框架与模
型以及大学一企业知识联盟运行的支撑体系，通过考察这种知识联盟组织在我国发展的必要性和现实
基础，剖析我国大学一企业知识联盟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障碍，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我国大学一企业
知识联盟发展的具体路径。
　　《大学:企业知识联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可供科技管理相关学科（经济学、管理学、高等教育学
等）的研究人员和师生，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包括科技工业园区）的领导者、企业管理人员参阅，也
可供一些关心区域发展的行业协会，以及部分对大学一企业知识联盟感兴趣的大中专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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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目前我国大学一企业联盟在实践中蓬勃发展，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
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大学一企业联盟动力不足，需求仍不旺盛。
企业缺少内在动力，许多企业仍满足于通过资金、资源投入来实现量的扩张，而以科技进步为主的内
涵式扩大再生产还未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主流。
第二，大学和企业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存在“两不够”的现象。
一方面，企业对大学了解不够，有的企业花费巨大财力、物力、人力所开发的项目是大学早已拥有的
成果；另一方面，大学对企业的需求了解不够，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同时，企业研发更多是考虑所开发技术的盈利能力，而大学则是为了保持学校的学科优势，对其新颖
性的考虑较多。
大学的科技成果在研究、开发和生产之前没有明确的应用对象与形成产业化的条件，使得一些科技成
果往往不具备工艺可行性，难以产生经济效益。
第三，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常常是“点对点”的模式，课题结束合作也就随之结束。
合作缺乏可持续的态势，不利于推进人才、技术和资金长期、有效的结合。
　　我国企业储备及运用知识的能力与高科技的发展态势之间仍存在着一个大的“缺口”，借助于大
学一企业知识联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之处。
同时，同近年来兴起的企业一企业知识联盟相比，大学一企业知识联盟表现出更强的互补优势，并且
风险更小，更具可操作性，也更容易实现。
从以往大学一企业联盟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分歧并非最终目标的实质性对立，
其分歧主要存在于联盟运行过程中。
这些分歧是任何合作都不可避免的，完全有可能通过协商加以解决。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期，尤其适逢全球经济危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我国政府与职工共同关注
的大事，创新能力的提高与机制转换是企业改革的重头戏。
大学一企业知识联盟作为一种新的组织模式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有效方法之一，同时它也有助于实现大
学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使联盟呈现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国际化，以及“211工程”、“985工程”的实施
，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纷纷提出“争创一流大学”的口号，大学竞争压力倍增。
同时，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循环周期大大缩短，而伴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我国政府对
大学的财政拨款在减少，尤其是原中央部委所属的一些高校被划转到地方后，其获得的财政支持总体
上大大减少，这迫使大学通过社会服务，积极寻求企业的支持。
我国大学在长期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比过去更关注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及其商品化，也更加注重教学
、科研与市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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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
测，文化间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代
特征。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国际的
、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中突与吸纳、融合与
排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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