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l4卷，第 6期 
l997年 l：月 

}斗学 技 术 与 辩 证 法 
Scqe~ce，Techr~ogy and Dia1．ectics 

V()1．I4．No．6 

Dec．，1997 

借 鉴 与 启 示 
美国工业企业与大学科研合作的历史、方式、问题及对策 

魏屹东 N)~1 23 

内容提要 美国工业企业与大学的科研合作是很成功的，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范纠。本文在简要地考察了 

美国工业企业与大学科研合作历史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合作的方式、成功的条件与原因、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最后得出几点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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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历史 

园 

l9世纪后半叶，美国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 

应用，生产力得到迅速发 展．工业企业很快兴趣，大 

学也纷纷成立。然而，工业企业与大学相互封闭，在 

科研上几乎无任何联系。美国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1862年颁布了旨在鼓励工业企业与大学科研合 

作的莫里尔法案。此后，国会又通过一系列资助和 

加强赠地学院的法榘，为工业企业与大学的合作奠 

定 了基础，双方开始接触。但由于双方的研究兴趣、 

目标和目的不同，合作多是 自发的、发散的、短期的 

和个人性质的。企业只是通过向大学提供资助及委 

托大学研究一些小规模的课题来保持与大学的联 

系；大学也只是通过个别教授向企业提供咨询，担任 

企业的顾问或公司董事以及承担企业的研究项目等 

为企业服务。 

二战期问，出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加强了工 

业企业与大学的科研合作。1941年，政府成立了科 

学研究与发展局，对战前相互隔离的政府、大学和工 

业企业的研究机构进行统一的协调与管理。1942 

年，政府组织了大学、工业企业和政府研究机构的几 

千名研究人员在洛斯·阿洛莫斯实验室进行被称为 

“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制工作。l950年，政府又 

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其中专门设立了大 

学——工业企业合作研究资助中心，进一步加强了 

大学与工业企业的合作。在这些合作研究中，大学、 

工业企业与政府部门的科研人员建立了密切的关 

系，使工业企业与大学的科研合作由自发转向自觉。 

由非正式转向正式 ．由个别转向普遍．并且以围绕大 

学建立的科学园、工业园为标志的合作进入了高潮， 

如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建立的“硅谷”便是这方面的 

成功范例。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整个工业企业与大学 

的科研合作有所削弱。主要原因是工业企业科研力 

量增强与技术成熟度提高使其独立性增强，规模变 

大，因而减少了与大学的合作研究项目；而大学则因 

追求纯科学知识的研究而脱离了工业企业的需要。 

为改变这种状况。70年代中期 NSF相继成立了十多 

个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旨在加强大学基础 

研究与工业应用技术研究同的联系，使大学的科研 

面向工业界．面向开发应用。 

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的发展内在的对基础研 

究的依赖性增大，迫使工业企业要求与大学的合作； 

而大学由于政府缩减了对其 R&D(研究与发展)经 

费的支持，也积极要求与工业企业合作，寻求经费来 

源。科技发展要求的内在动力与科研经费短缺的外 

在压力的耦合，促使工业企业与大学更加紧密地合 

作。从这种意义上讲。工业企业与大学的科学合作 

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同时， 

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鼓励性政策，如美国 

国会 1980年通过“史蒂文森 ·威尔德勒法 ，l984年 

通过“联合研究开发法”，1986年通过“联邦技术转移 

法”等，大力加强产学合作。正由于此，80年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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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业企业纷纷与大学合作，大学也积设寻找合 

作伙伴 并在合作中建立丁不少行之有效的合作方 

式。 

二 台作方式 

一 般来说，美国工业企业与大学的合作方式有 

两种 ：自下而上的合作与 自上而下的合 作。自下而 

上的合作指工业企业与大学的科学家之间的私人合 

作，一般是一对一的合作．包括工业企业对在大学里 

进行某一项个人的研究项 目的支持，或者采取由大 

学教授在企业研究机构当顾问的形式。这种方式是 

自发的、带有个人性质的合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 

研合作。自上而下的合作是指工业企业与大学就某 

一 科研项 目的合作，这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 目 

的并有一定规模 的合作．如企业参与大学的各种研 

究中心或与大学在重大项目上长期合作等。这正是 

本文所讲的研究合作。 

美国工业企业与大学的科研合作的具体形式主 

要有： 

1．以企业为主太学参与 

这是美国工业企业特别是太企业与大学合作的 

主要形式。太企业的科研力量一般都很强，设备先 

进 资金雄厚 ，自然要求以自己为主，就 自己感 趣 

的并与本企业的生产 紧密相联的课题进行合作研 

究。如牡邦公司就主要采取 这种形式与大学合作， 

该公司利用自己先进的设备和雄厚的资金，吸引大 

学的科研人员进行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基础性探索研 

究以及对现有产品的改良、工艺改革和扩大生产的 

支持性研究。大学剐利用其高新技术和很强的科研 

力量参加企业的研究。这种合作形式的项目多是应 

用与开发项 目，是以大学为企业吸务为宗旨的。 

2．以大学为主企业资助 

这种合作形式一般来说在电于、化学化工、生物 

镊域采用的较多，理由是：电子、化学化工和生物领 

域对高新技术的依赖性大，敏感性强，而且生产产品 

的周期短 l磬易采用新技术。以这种形式合作时，工 

业企业多是向大学提供各种非专项科研基金，辩研 

补贴、赠款或提供或捐赠科研设备和仪器等，以此激 

发和吸引高水平科研人员从事企业感 趣的研究项 

目；大学则让与之合作的企业优先使用研究成果。 

工业企业普遍认识到，某些特殊领域内具有针 

对牲的专门研究，最好与大学合作在大学进行，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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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才济济，设备先进，信息灵通．创造性气氛浓 

厚，在基础研究和高难度课题方面具有工业企 业不 

可比拟的优势。如联合碳化物公司参加了 3O多个 

大学的联合研究中心，并与之达成 了指定项目的研 

究协议。·1 J该公 司认识到与大学进行辩研合作 可使 

自己在技术强项 目上继续保持优势，在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 

这种合作形式对于规模小、资金有限、技术较弱 

的小企业更适合，可借大学之优势补 自己的科研劣 

势，做到单靠企业自己难以做到的事；而对太企业来 

说 ，由于规模太，资金雄厚，科研投入太．科研力量 

强、技术与设备先进，相对来说对大学依赖性不太。 

3．企业与大学共同研究开发 

这是工业企业与大学科研合作中最广泛与最主 

要的形式，包括研究计制的制定、经费的分配、研究 

方向与课题的确定等一系列合作。 这种合作通常 

是企业出钱、大学出人以簦定合同或协议的形式进 

行。 ． 

工业企业为获取最大经挤效益，往往以 自己生 

产与技术中遇到的难题为研究课题，以招标方式来 

选择大学合作对象，一旦选定，就与之签定合同或协 

议，合同期艰可长可短．出于经济上 的考虑，一般比 

较短，如 l990年孟山都公司与华盛顿大学在制药项 

目上签定了为期数年价值 l亿美元的研究协议 J。 

同样 ，大学根据拟定的科研项 目向企业招标来 

确定合作对象。企业若愿意同大学合作，双方便签 

定协议，并拄协议各行其职。尽管企业资助一般担 

的风险较大，但有利于解决企业技术中的难题。如 

w．R格莱斯公司同大学合作共同改进生产线，取得 

了显著效果。⋯ 

4．企业、研究与研制财团、大学联台 

这是 以研究与研制财团为中介的工业企业与大 

学的科研合作形式。研究与研制财团是某一学辩或 

研究领域的利益集团，一般拥有较雄厚的资金。美 

国化学研究委员会(【职 )就是典型的研究与研制财 

团，与 l30多所大学和 4O多家企业进行了合作，提 

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在这种合作中，三双共同 

对研究方 向、研究方案进行协商、选定共同感 趣的 

课题，共同承担科研经费，即所谓风险、经费共担，利 

益共享。这种合作的课题往往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也有明确的实用价值，涉及多个高新科技顿域。如 

杜邦公 司、美国化学研究委员会与杜克等大学共同 

投人五百万美元进行压药与应用生物技术方面的研 

究 ，旨在癌症治疗上有所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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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业企业、政府、大学联合 

在工业企业与太学的合作中，常常遇到一些困 

难和问题 ，需政府部门参与解决。政府 部门在其 中 

即是参与者又是协调者。美国科学基盘会建立的 

“大学与企业合作中心”就是为促进二者的合作而建 

立的。这种“官、产、学 三位一体的合作研究形式． 

一 般说来是由政府规划筹款，大学提供人才，企业投 

人资金进行开发研究．以便使科学新发 明尽快转化 

成生产力。这种合作形式在美 国科研中也相当普 

遍。 

三 合作成功的条件及原因 

工业企业与大学进行科研合作，显示出单个不 

具有的整体功能，双方通过整合，忧势互补，互惠互 

利，相互促进，在合作研究中求得共同发展。但合作 

是有条件的，并非任何一个企业与任何一个大学都 

可合作，双方需要披此进行选择，物色合适的合作伙 

伴。合作的条件主要有： 

第一，彼此保持独立。合作应建立在有利于各 

白发展的基础上，不能看成是一种依附关系而失掉 

独立性。企业不能因合作而失去开发新产品的能力 

与特征，大学不能因合作追求商业利益而降低 自己 

的学术水准。 

第二，研究 目标一致。双方研究的项 目或方 向 

应基本一致，即在相互感兴趣的领域合作。否则 目 

标不一，难以沟通。 

第三．时空的制约。一般来讲．企业往往与附近 

的大学合作，尽量避免舍近求远。在合作时间上要 

根据企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而定，在这一点上，企业具 

有主动权。 ． 

第四，合作的愿望 双方都认识到合作的重要 

性，迫切寻求理想的合作伙伴。 

合作成功的原因主要有 ： 

其一．彼此有强烈追求共同目标的信念与决心。 

没有这一点，合作是不可想像的。共同的 目标可使 

双方在看法上相互沟通，在工业生产与科研上步调 

一 致。 

其二，合 人员融洽的情感。情感在合作中起 

着重要作用，它可以协调合作人员间的关系，促使双 

方相互理解、消除误解，使合作研究在融洽和谐的气 

氛中进行。合作的最终 目的是开发新产品，如果合 

作由于种种原因设有达到孺期目标．但只要在合作 

研究中关系融洽，人人尽职尽责，也不能不算是好的 、 

合作，因为合作毕竟是人的台作，可为进一步合作打 

下基础。 

其三，对合作研究项 目预先进行可行性、实用性 

评估。合作研究之前 ，工业企业与大学共同对所要 

研究的项 目进行科学评估、审核研究程序；在研究的 

不同阶段进行跟踪评估，及时作出调整 

最后，对合作体的科学管理。对合作体管理的 

好坏，直接影响着合作研究的效率，制约着研究项目 

进展的快慢。工业企业与其合作的大学都非常重视 

对合作体的管理，如同重视企业本身的管理一样，需 

要对合作项 目的人力、街力和财力投人进行科学地、 

系统地分配与安排，发挥合作体的整体性功能 

四 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工业企业与大学的科研合作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双方都积极寻求 

解决的办法。这些问题主要有： 

1．文化差异造成的国有酞陷。工业企业普遍着 

重应用与开发研究，着重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而大学 

则着重于基础研究，着重于理论问题。双方在 目的、 

兴趣和步调上均存在着差异 。比如盂山都公司与华 

盛顿大学合作研究新药物，但由于研究辣题范围广、 

难度大。且与企业的生产需要相距较远，企业投人大 

量资金而近期又难见成效，加之大学的科研凡员缺 

乏实践经验，对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既不了解也不感 

趣 ，结果是合作的成效不大。该公 司与华盛顿大 

学协商重新调整了该研究项目，将研究方向集中在 

有限的疾病病理机制以及针对其特效药的研制上． 

双方通过通力合作．很快便见成效 L7J美国化学学会 

理事长，孟山都公司的 S·艾伦·海宁格对该公司同华 

盛顿大学进行的这项花费数百万美元的合作表示不 

满意。他认为这一重大项 目还没有被证 明是成功 

的．因为并没有开发出多少新产品。L8 J他将工业企业 

与大学问的这种文化差异与分歧部分地归因于政府 

对大学研究工作的资助机制，这种机制易导致大学 

科研人员沉溺于对科学知识的追求而不屑于对生产 

实际问题的研究。【0 J 

这一问题需要通过双方的频繁接触与合作，相 

互沟通、相互理解，逐步得到缓解，从根本上消除比 

较困难。 

2．台作中产生的儡见与谡解。工业企业常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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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抱有一种偏见，认为大学的清高与纯洁会困追 

求商业利益被。污染”。这种偏见在台作中会进一步 

导致对大学的误解，进而不适当地利用大学进行研 

究；大学则过份地看重发现与发明的金钱价值，将企 

业仅看成财掠，而贬低其对新发明与发现的工业化 

与商品化的作用，而且过份地依赖专利与知识产权 

的保护．其结果往往阻碍了合作研究。 

工业企业对大学的专利与知识产权 ．一方面持 

宽容态度．尊重并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又不为其所限 

制．因为仅靠大学的专利和专门知识来开发新产品， 

只能是作茧白缚，同大学合作不成，还可与政府部门 

的科研机构合作，或自己开发研究。何配在信息社 

会．信息在科研与开发新产品中的作用恐怕不会比 

专和逊色．而且信息的获得相对来讲投有那么多限 

制。因此．企业昔追认为．信息比专利与专仃知识更 

重要．获得最有用的信息就等于获得了最有价值的 

成果，园而纷纷成立专门的信息情报机构 ．有针对性 

地收集企业所需的信息。 

大学也意识捌专利并不是获利的唯一途径和手 

段，专利的价值应建立在吸引企业商该专利授资或 

使企业购买专利的基础上．尽快使专利的技术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实现其价值。在大学资金不足的情 

况下更应如此，尽快寻求使专利产业他的合作伙伴。 

至于知识产权，大学昔追认为是保护而非限制．应尽 

量将其工业让、商品化。 

解决合作中专利与知识产权带来的偏见和误解 

的对策是：采用订立合同或协议的形式。合同或协 

议规定：完全由企业资助的合作成果，产权属出资 

者；企业部分资助的合作成果，产权一般属大学，优 

先使用投归于与之订立合同或坍议的企业；非独占 

性和独占性使用问题根据企业出资多少而在合同或 

协议中明确规定。 

3．台作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襄与优先权 独占权 

和保密权的问墨。对合作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上双 

方有异议。大学方面想尽快发表其研究成果，以保 

持其在学术研究上的镊先地位；工业企业则更多地 

要求对研究成果的优先使用权或独占权或保密权， 

更多地着眼于市场竞争问题，以使其在激烈的竞争 

中居于优势地位。对这一问鲤的解决．双方采取事 

先协商．签定合同，明确规定各自应有的权利，用法 

律手段加以保证。 

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合作过程中台逐渐地消除。 

理由是：工业企业与大学的合作目前更多地是针对 

基础性研究而非专门性开发研究，因而耐台作成果 

· 58 · 

的保密也不柞严格要隶。如果企业对所涉及的专门 

研究保密，常常避免同太学合作 

4工业企业与政府瓷助大学的同一研究项 目问 

题。政府对大学研究项 目的资助 使大学热衷于 基 

础研究，强调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对实际问题表现玲 

渣，而且政府对资助的项 目的最终成果有严格限制。 

因此．工业企业一般尽量避免与政府资助的项 目重 

叠。这样以来，企业与大学的合作项 目就会太大减 

少，相应地，合作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不利于合作的 

发展。针对这一问题．企业的对策是：在政府资助的 

研究项目中．也适当地进行部分投资，目的是加强与 

大学的合作，井使新的研究成果逐渐向企业转移。 

可以预见，随着政府投入的减少与企业投^的增加， 

这种转移的势头会越来越大，二者的合作会更加密 

切。 

五 对我国产学合作的启示 

产学合作是国家创新活动中扳为重要的一环， 

是刨新系统中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力量，它 己成为一 

种世界性潮流。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困，科研力量主 

要集中在国隶科研机构和大学里．而工业企业的科 

研力量相对根弱，加之相互间的联系与合作不甚紧 

密，这{盛不利于我们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 

在这种情形下，产学合作更显得必要，我们要实现经 

济上的两个转变．宴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个 

战略，必须走产学合作之路。尽管我国与美国的国 

情不同．企业与大学的具体情况相异，但美国产学合 

作中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仍有重要的借鉴 

与启示。 

1．企业与大学作为国家剖新系统中两种不同的 

组织要素．作为国家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应 

在分化与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功能整合．即彼此应将 

对方槐为自己的必要补充与组成部分，在广泛的领 

域进行合作．借对方的优势朴自己的不足．发展自 

己。 

2．在产学合作中，企业要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 

(或工业研究实验室)．壮大 自己的科研力量；建立相 

应的技术创新机崩，提高技术创新能为，成为技术开 

发的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逐渐建立多种联合研究中 

心，有针对性地联合攻关，开发商新接术成果，实现 

产业化．提高市场竞争力；不瞻仅依耪大学或其他研 

究机构进行技术与产品剖新 ．否剜会出现依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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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人 

3产学双方要从长远目标出发，克服现存体制 

性障碍和转型期出现的种种同题与矛盾，更新观念、 

解放思想，消除传统文化造成的偏见，根据实际研究 

与开发项目，采取公开竞争的招标方式，物色合适的 

合作对象，加快自身的科技剖新、革新与改造工作。 

4．对产学合作体进行科学管理，即对合作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为蔗免 

合作中诸如泄密、课题评价、计划变更、价值分歧和 

利益分置己矛盾等同题，虽好以具有甚律效力的合同 

或协议形式规定各自的权限、责任和利益分配等。 

5政府应作为产学合作的支持者和组织者，参 

与者与协调者，太力倡导和加强产学合作，加快产学 

合作的组织化、制度化和法规化建设，使产学合作真 

正成为科教兴国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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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直接破坏了科学研究的正常开展。根据德国 

科学委员会统计，搀国各类高校在校学生人敷从 

l928—1929学年度的 111600人锐碱至 1938一l939 

学年度的 55900人，碱少 了约 50％；教学 人数在 

1933--1940年问减少了49．3％，其中教授减少了近 

20％之多。 

纳粹对于 KWG学会的统治导致了学会的彻底 

覆灭。KWG学会，这个在德国现代史上卓有成效的 

科研机构．这个令许多人联想到战争的戚胁、海军的 

扩张政策、毒气弹、核裂变、v2火箭的轰炸的名称， 

终于随着第二敬世界大战的结束面宣告终结。 

日 事不忘．后事之师。愿在它的基础上新建的 

啪 是一个真正代表和平和进步的学会；愿 MPG 

学会在自然、技术、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广泛领域都取 

得更辉煌的科研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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