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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大学科技园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在国内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
注，国内学者们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多种视角开展了相关研究，研究范畴和内容格局体现了
研究具有浓厚的政策咨询导向，实际上是围绕在我国大学科技园发展战略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的。
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内的研究与国外有较大差别，国外学者以包括案例研究与统计调查研究在内的实
证研究方法为主，研究大学科技园的相关理论问题；而我国学者则主要以理论研究方法为主，已有研
究多关注政策分析和建议，仅有的一些个案分析多是由大学科技园的实际主管结合所管辖园区进行的
经验性总结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大学科技园理论研究的纵深化发展，存在理论研究滞后
和缺失的问题。

　　我国的大学科技园开展时间较短，并且我国大学科技园成立和发展的背景——我国特有的历史、
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也使得我国大学科技园与国外大学科技园必然具有不同的属性。
同时，我国各类人才也由于其成长和生活背景的不同而表现出与西方不同的特点。
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作为我国大学科技园发展支撑主体的人才的吸引和培养机制，一方面对于推动
我国大学科技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对于我国大学如何培养创新创业和各类管理人
才以及运营和管理大学科技园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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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科技园管理者方面，陈静远、黄长春和左亮（2005）通过比较中英两国的大学科技园，提出两
者的主要区别之一表现为：我国大学科技园的性质是高校三大功能的重要形式，而英国科技园则是以
盈利为目标的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大学科技园仅以租金作为盈利方式，而英国科技园则
通过租金和服务两种方式实现盈利。
张帏、成九雁和高建（2009）通过对中关村企业的统计调查发现，我国相当部分的大学科技园（孵化
器）仍以提供场地和一般支持性服务为主要运营模式，大学科技园管理机构总体上还难以吸引高水平
的专业管理人才，缺乏吸引和整合相关资源的能力，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科技园为创业
企业提供各种“软”服务的能力。
此外，张帏（2007）通过对40多家中关村留学人员创业企业的问卷调研分析还发现，大学科技园中的
创业企业在发展中面临融资渠道不畅、市场开拓较难等主要瓶颈，这除了与创业者自身的经验和能力
以及外部的政策环境有关外，还与园区提供的增值服务能力较弱密切相关。
曹阳、李林和王永宁（2006）则直接指出了目前在我国大学科技园管理机构和园区企业中，管理人才
和市场开拓型人才极度缺乏的现状。
针对我国大学科技园管理人才缺失的问题，以徐磊（2002）为代表的学者从大学科技园自身视角提出
了针对性的建议，认为我国大学科技园应建设专业化服务机制：首先，大学科技园应当具备与社会化
中介服务接口的功能；其次，利用大学在技术、管理、信息等领域的资源，为创业企业提供培训、咨
询等辅助性服务，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能够从事专业化孵化服务的人才队伍；最后，通过了解产业动态
，发挥创业辅导，掌握专业化孵化技能，大学科技园就能够真正成为创业者与各类投资者之间的中介
结构，通过接受双方的咨询或代理业务，建立起科技园自身发展的盈利机制。
以徐小钦和唐潜宁（2008）为代表的学者则从政府视角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要全面落实
大学科技园发展规划，协调各高校的科技园组织机构，配备高素质的人才，对科技园的管理提供支持
和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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