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与产业合作关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与产业合作关系>>

13位ISBN编号：9787300115641

10位ISBN编号：7300115640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苏竣  等著

页数：35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与产业合作关系>>

前言

　　当前，创新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加快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是建设国
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迫切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
的关键。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大学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
重要基地，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
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
”因此，加快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合作，构建开放型的自主创新体系，成为提升国家竞争
力的必然选择。
　　1996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见》，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
供政策引导。
2002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出
总体要求、基本任务和保障措施。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教育部和科技部等部门分别于2006年、2007年颁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研究型大学建设、增强高等
学校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等，从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人事制度改革、评估体系和奖励制度等
方面提出了要求，为推动高等学校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政策保障。
　　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学校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
严峻的挑战。
我国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数量、科研设施、项目经费、研究成果均位居全国前列。
但是由于科技和教育体制仍然存在束缚高校科技创新活力的因素，高校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潜力和作用
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10 9／6左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因此，加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发挥服务社会功能的主要途径，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迫切要
求，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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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的知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产业发展是政府有关部门、高校、企业和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
。
本书在总结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内容主要包括理论基础与国际比较、大学与产业合作、促进校企合作的公共政策、大学科技园、高校
科技型企业、高校上市公司等六个专题，同时，书中还对我国大学知识创新及科技产业发展提出了具
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政策建议。
    本书是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2008-2009年战略研究重大专项课题“中国大学知识创新及科技产业研
究”的研究成果。
本书可供政府有关部门、高等学校、大学科技园、高校科技产业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参考，对从事和参
与这方面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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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创办科技中介机构，促进大学、研究机构科技成果的转化、产品化和市场化　　日本政府鼓励
科技中介机构推进大学、研究机构的成果转化，建立高科技交易市场，以推动科技成果的应用，已确
定在札幌市、福冈市等五个地区设立。
挑选所在地区的大学、研究机构中能够转化为产品的科研成果，对其产品化提供资助，代为申请专利
，协助创办风险企业，由日本科技厅所属的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负责经营和管理。
日本经济产业省和总务省联合建立日本关键技术促进中心等政府资助的中介机构，通过提高私人企业
的积极性来促进技术转移、推动合作研发。
　　6.创造产学研合作的有利制度环境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重视产学结合，1956年日本通
产省产业合理化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产学教育制度咨询报告并得到正式批准，之后陆续采取了一些推
动产、学、官合作的法律、法规及制度。
为了推动企业高新技术开发，1961年日本制定了《工矿业技术研究开发协会法》，研究开发协会以特
定课题为中心从事研究活动，参加协会的成员可以享受其成果，并可获得相应的资金、设备优惠待遇
；1980年成立了45个协会，后陆续成立新的协会，许多高新技术研究和开发都是通过研究协会完成的
；1986年日本制定了《研究交流促进法》；1988年制定《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2002年制定《产学
官合作促进税制》；之后又陆续制定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产业技术能力强化法》、《知识
产权基本法》、《国立大学法人法》、《知识产权推进计划》等多项法律法规，有力地推进了产、学
、官的合作（孙福全等，2008）。
　　7.加强科技信息沟通平台建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重视科技信息的收集和流通，已建
立科技信息收集流通的全国中枢机构——日本科技信息中心和全国各都、道、府、县的信息机构（信
息室），同时大学和企业也均设立了大量信息机构，为研究人员迅速而准确地获得所需信息提供方便
，有利于产、学、官合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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