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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 ,研究了 1995 —2008 年期间主要发达国家对其大学研发活动进行支持的相关

文献资料 ,探讨了主要发达国家对其大学研发活动的各类直接和间接支持模式。研究发现 ,主要发达国家

在直接支持模式中大都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此外 ,所研究的发达国家还十分重视通过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来间接支持大学的研发活动 ,且这种间接支持模式已成为一大趋势。

关键词 :发达国家 ;大学研发支持 ;内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 :C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9) 05 - 0001 - 07

收稿日期 :2009 - 03 - 13

基金项目 :国家知识产权基金项目“武汉高校专利维持和实施状况调查研究”(SS08 - A - 02)

作者简介 :秦石磊 (1986 —)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创业管理 ;杨倩 (1985 —) ,

女 ,内蒙包头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创业管理 ;陈保国 (1962 —) ,男 ,湖北武汉人 ,

武汉市知识产权局计划发展处处长。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我国推出了一系列科技

投入政策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科研中坚力量的大

学 ,其研发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一直得到国家的大力

支持。但是 ,技术与市场脱节、大学自身管理能力不

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使得我国大学研发活动

的效率和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因此 ,有必要学习世

界发达国家的科研支持模式和经验 ,以审视我国对

大学研发活动的支持模式。

由于各国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成效对其综合国

力的提升起着较大的影响 ,因此 ,在国际上 ,媒体不

断报道国家对大学研发的支持模式 ,学者也在不断

深入与之相关的研究 ,学术界先后出版了大量有关

国家对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专著

和论文。无论是 O ECD 等权威机构还是中外众多

造诣较深的学者都对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阐述了

各自的观点 ,并对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进行了多

方面的诠释。Henry Etzkowitz 和 Loet Leydesdor2
ff 提出了测量政府 - 企业 - 大学三者合作关系的

GU I 三重螺旋结构 ( Triple2Helix) [1 ] 。O ECD Sec2
retariat 在 1998 年发表的资料中总结了两点 :第一 ,

大学和企业参与政府资助的共同研究计划 ;第二 ,政

府、大学、企业三者建立研发联盟。西安交通大学汪

应洛院士采用合作对策方法 ,建立了高校与企业在

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联盟机制[ 2 ] 。唐松林和黄学军等

人认为英国采用“双元支撑体系”(Dual Support

System)支持大学研发活动[3 ] 。康小明等人认为 ,

许多发达国家通过科技资源投入的统筹协调机制来

提高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 ,并将拨款和大学科研质

量评估结果挂钩 ,同时注重对大学科研间接成本的

补偿[4 ] 。以上研究成果都发表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之

后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国家对大学研发支持

模式的研究近况与发展趋势。

通过分析国家对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相关资

料 ,笔者发现大多数相关研究仅针对一国的某一个

或少数几个模式进行研究 ,而针对一国多模式或多

国多模式的研究较少 ,加之各国对各模式的重视程

度还没有统一的计量标准 ,因此有关国家支持大学

研发活动诸模式的被重视程度的相关研究文献还较

少 ,各模式被重视程度随时间而变化的趋势分析研

究则更为罕见。各国在一定时期采用了哪些模式以

及对这些模式是否重视、重视程度如何等问题 ,通常

会通过学者或媒体在一定时期是否对这些模式重视

以及重视程度如何反映出来 ,也可能从与国家支持

大学研发活动相关的各项研究、报道等文献资料上

反映出来。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 ,并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

础 ,对最近 14 年来有关发达国家的大学研发支持模

式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 ,以识别具体的各类支

持模式 ,并对这些模式进行有效观察、测量和评估 ,

力图找到发达国家的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共性、特

点和发展趋势 ,以为中国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优化

与创新贡献绵薄之力。

1 　研究方法

由于各国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都是基于本国

的社会背景、都有一定的实践依据 ,因此这些模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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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侧重面和强调点。如果采用个案分析、社

会调研或统计分析等传统方法对这些模式进行研

究 ,不仅容易受到主观性与不确定性的影响 ,而且难

以在庞杂的资料中找到核心与关键。

内容分析法是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量化

分析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5 ] 。它将“用语言表示而

非数量表示的文献转换为用数量表示的资料”,并将

分析结果采用统计数字描述 ,通过对文献内容“量”

的分析 , 找出能反映文献内容的一定本质方面而又

易于计数的特征 ,从而克服定性研究的主观性和不

确定性 ,达到对文献“质”的更深刻、更精确的认

识[6 ] 。

因此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 ,其分析过程如下 :

根据研究范围抽取样本 ;根据研究问题确定分析单

元 ;对样本进行编码以取得量化数据 ,对量化数据进

行统计处理 ,最后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

111 　样本的来源和分布

本研究中样本选择的标准是 :符合研究目的、信

息含量大、具有连续性、内容体例基本一致[7 ] 。

本研究使用的样本来源 ,一是 J STOR 数据库 ,

二是同方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取得外文

样本 80 个、中文样本 30 个 ,选取范围包括 23 种学

术期刊、2 部专著、6 部会议论文、3 份政府文件和 3

家新闻媒介等 ,研究范围涉及美、英、德、法、日、韩、

瑞士、瑞典、挪威、荷兰、加拿大等国的大学研发支持

模式。根据样本的选取标准 ,剔除不合格样本 ,得到

国家对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相关研究及报道 73 篇。

这 73 个样本的时间分布如下 :发表在 1995 -

2002 年间的有 22 个 ,占到总样本数的 30 % ;发表在

2003 - 2006 年间的有 19 个 ,占到总样本数的 26 % ;

发表在 2006 - 2008 年间的有 32 个 ,占到样本总数

的 44 %。图 1 显示了 73 个样本的发表时间分布状

况。73 个样本以内容所涉及的国家来分 (空间分

布) ,北美地区的有 26 个 ,占总样本数的 3516 % ;欧

洲地区的有 23 个 ,占总样本数的 3115 % ;日韩区域

的有 24 个 ,占总样本总数的 3219 %。各地区样本

数均约占 1/ 3 ,较好地避免了地区差异对结果的干

扰。图 2 显示了 73 个样本的空间分布状况。

　　　

　　　

112 　分析单元、类目与编码

内容分析法的核心问题是构建分析框架 ,而构

建分析框架的主要任务是选定分析单元和设立分析

类目。分析单元是指实际计算的对象。本研究的关

键信息可能散布在样本的整个篇幅中 ,因而选择一

个样本的所有内容为一个分析单元 ,同时选择与国

家支持大学研发模式相关的单词作为关键词 ,用于

抽取样本中的关键信息。设立分析类目就是要确定

分析单元的类目归属。表 1 描述了为研究国家对大

学研发支持模式而确定的分析类目。

表 1 　分析类目

直接支持模式

国家对大学研发活动的非竞争性一揽子拨款或者合同拨款

国家基于绩效评估结果对大学的拨款

国家进行项目招标 ,大学竞标

将国家实验室等研究机构委托给大学管理

国家机构的研发人员和大学的研发人员间的交流互换

间接支持模式

(主要通过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通过立法提高大学科研积极性和促进各界对大学研发的支持

帮助建立大学科学园区与科技成果孵化器

为大学的技术转移提供包括信息服务在内的各项服务与便利

国家参与并从行政上促成大学与企业界的共同研发活动

　　为了得到尽可能客观的编码结果 ,本研究事先

设计了编码规则 :一是尽量直接采用样本本身的描

述 ;二是尽量采用二值数据“1 和 0”(有或无 ,是或

否) 。以上编码规则可使不同研究者解读相同信息

出现歧义的概率较小 ,且研究过程具有可重复性。

113 　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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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主评判员 (第一作者)评判结果的可靠性

进行检验 ,需要对结果进行信度分析 ,即比较评判员

之间的相互同意度。本研究的比较评判员 (第二作

者)在 73 个样本中随机抽取了 20 个样本 (占样本总

数的 2714 %) ,对主评判员的研究结果进行检验。

其中 ,若两个评判员观点一致 ,则标记为“1”;若不一

致 ,则标记为“0”。若不同研究者一致性比率达到或

超过 80 % ,则主评判员的评判结果就被认为是可以

接受的[ 8 ] 。表 2 简要显示了本研究中对两评判员间

信度进行判定的方法。

表 2 　评判员间信度判定表

分析标准 样本 1 样本 2 ⋯ 样本 20 一致性比较

A 非竞争性拨款 1 0 ⋯ 1 A = ( ∑
20

i =1
A i ) / 20 = 95 %

…　　… … … … … …　　…

I 参与企业大学共同研发 1 1 ⋯ 1 I = 100 %

综合一致性 R = ( A + B + ⋯+ I) / 9 = 931 9 %

　　通过计算 ,本研究中评判员一致性比率达到

9313 % ,远远超过了 80 %的基础标准 ,这证明主评

判员的评判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2 　数据分析

由于本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法 ,因此数据处理

即为将分析单元分配到分析类目系统中 ,并对各个

分析类目中的二值数据“1”出现的频次、频率等进行

计量。

211 　总体状况

在 73 个有效样本中 ,国家直接支持大学研发活

动的模式出现了 63 次 ,国家间接支持大学研发活动

的模式出现了 94 次。图 3 描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

家对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总体状况。

图 3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总体情况

　　由图 3 可以看出 ,世界发达国家支持大学研发

活动的不同模式出现的频次并不均衡 ,其中立法促
进模式出现的频数有 27 次 ,而研究机构委托给大学

模式出现的频数却只有 5 次。在直接支持的模式
中 ,国家的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拨付是最主要的模式 ,

而基于科研评估结果的竞争性资助模式也受到较高
的重视。同时可以看到 ,国家对于大学研发的间接
支持模式十分重视 ,其中立法提高大学科研人员积

极性和促进社会各界对大学科研的支持以及为大学
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信息与便利也受到高度重视。可

以说 ,国家的间接支持模式甚至比直接支持模式更
受青睐 ,其中对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给予了极大的

重视。由此可见 ,模式多样而侧重点不同是世界主
要发达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
也恰恰证明了研究主要发达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

的必要性。

212 　区域特征

研究中笔者发现 ,可能是受文化和历史的影响 ,

在选取的 73 个样本中 ,所属相同地域的国家所采用

的支持模式十分相似 ,而所属不同地域的国家所采

用的支持模式则各有特点。因此有必要分地域研究

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学研发支持模式。图 4 和图 5 描

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的区域状

况。

由图 5 可以看到 ,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学研发支

持模式在总体上还是相似的 ,都对科研成果的转化

尤为关注 ,但是不同区域有其各自的特点。

1)北美 :多方位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青睐竞争性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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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国家在国家大学研发的直接支持模式中 ,

除了直接拨款外 ,还通过基于项目的竞争性资助模

式和委托高校运营管理国家实验室的方式来支持大

学的研发。国家不但通过立法提高大学科研人员的

积极性和促进社会各界支持大学研发 ,同时也努力

通过帮助大学实现科技成果转移来间接支持大学的

研发活动。研究发现 ,科技成果转移这种来自产业

界的自下而上的激励 ,使得这种间接支持模式起到
了非常显著的正面作用。可以说北美国家不仅十分

注重竞争性的直接投入 ,而且更加注重帮助实现科

研成果转化这一间接模式来支持大学的研发活动。

若以科研成果转化率作为评价指标来衡量各支持模

式的优劣 ,那么北美模式无疑是成功的。

2)欧洲 :着力基于绩效评估的竞争性拨款 ,关注

产学合作。

欧洲各国十分重视以评估为基础的竞争性拨款

方式 ,尤其是英、德、法三国对于以同行评议为基础

的竞争性资助模式尤为青睐 ,这种方式占所有方式

的比例达到了 3418 %。可以说 ,欧洲国家在直接支

持大学研发活动上普遍采用一种经常性拨付与竞争
性拨付相结合的支持模式。研究发现 ,欧洲国家间

接支持大学研发活动的努力也有很多 ,也力图像北

美国家一样提高社会各界尤其是产业界对大学研发

的支持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但是从实际情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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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欧洲各国实施的效果参差不齐。在瑞士 ,产业界

支持大学研发的比例十分高 ,私人企业的投入占了

瑞士大学研发费用的 6 成以上 ,高于 O ECD 其他国

家。而英国大学的科研人员更倾向于学术论文的发

表而非科研成果的转化 ,因此英国大学较少受到产

业界的资金支持 ,使其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赖国

家的拨款。同时 ,英国大学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效率

低下 ,并且收益有规模递减效应 ,因此有研究建议该

机构应该重组为更小的单元[ 9 ] 。瑞典人均研发投入

名列世界前茅 ,政府也试图以国家为主导 ,自上而下

地促成知识转移 ,但研发成果的转化率却非常之低。

有研究认为瑞典的支持模式和激励机制不合理 ,没

有根据研究质量来给予资助[10 ] 。也有研究认为瑞

典更倾向于通过政府直接转化科技成果 ,使得通过

新创小企业这种转化模式被忽视 ,这才是研发成果

转化率非常低的症结所在[ 11 ] 。因此 ,若以科研成果

转化率作为评价指标来衡量各支持模式的优劣 ,则

欧洲模式总体上是不成功的。

3) 日韩 :国家拨款与评估挂钩 ,重视官产学合

作。

日韩对大学研发活动的支持模式源自美国模

式 ,但并非是美国模式的简单翻版 ,而是有着自己的

特点。全部 24 个日韩样本中 ,涉及“基于绩效评估

的拨款”和“项目招标”这两种竞争性支持模式的样

本在总体上与涉及“非竞争性拨款”这种经常性科研

经费拨付模式的样本所占比例相当 ,都为 3715 %。

可以看出 :日韩为了提高大学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 ,

多采用通过评估进行公平竞争的科研资金分配方

式。日韩高度重视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促进大学研

发成果进行技术转移。从图 4 还可以看出 ,日韩十

分重视建立产业、大学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型研究机

制 ,通过竞争与合作促进科技创新 ,以使其产业具备

战略优势。

213 　趋势分析

为了克服以上研究只能反映在时间点上的不

足 ,笔者将 1995 —2008 年这 14 年的样本分为三段 ,

进行综合比较和对比分析 ,以探究世界上主要发达

国家对大学研发支持模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笔者

将 1995 —2008 年划分为 1995 —2002 年、2003 —

2005 年、2006 —2008 年 3 个时间段 ,以满足时效性

与趋势性的需要。图 6、图 7 反映了世界主要发达

国家支持大学研发模式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

图 6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在时间上的分布状况

　　从图 6、图 7 中 14 年数据的纵向对比分析可以

发现 :“将研究机构委托给大学”以及“建立大学科技

园区”等模式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弱 ,“基于绩效评估

进行拨款”和“国家参与企业大学共同研发”等模式

的关注度呈明显上升趋势 ,“立法促进大学研发”等

模式始终受到较高的关注程度 ,而“人员交流”等模

式的关注程度一直较低。

1)前端激励 ———与绩效评估挂钩的竞争性拨

款。

各国在对大学的直接资金支持上 ,非竞争性的

科研拨款一直是各国大学研发支持的重要模式。值

得注意的是 ,基于大学科研绩效评估的拨款模式越

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 ,其比例也从 1995 —2002 年间

的 415 %飙升至 2006 —2008 年间的 4318 % ,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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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甚至将与评估挂钩的拨

款作为直接资金支持的主要方式。究其原因 ,传统

的经常性拨款往往会遇到因资源配置不合理而造成

事倍功半的窘境 ,为了优化资源的配置 ,各国在拨款

中也引入了竞争机制。在对政府拨款的使用上 ,各

国也都在积极地对大学进行绩效评价研究 ,以促进

资源使用的高效化。

图 7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在时间上的分布比例状况

　　2)后端激励 ———源自市场动力的大学科研成果

转化。

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是一种技术转移活动 ,是指

技术从高校向企业、市场的运动 ,即技术被商业化开

发、实现其市场价值的转化过程[ 12 ] 。由图 7 可以看

出 ,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一直是各国支持大学研发

的重要模式之一 ,其单项指标中的“通过立法提高大

学科研积极性和促进各界对大学研发的支持”一直

都保持着很高的比例 (基本在三成以上 ,甚至过半) ;

国家从行政上为大学进行技术转移提供了包括信息

服务在内的各项服务与便利 ,且其呈现出极快的上

升势头 (从 1995 —2002 年的 911 %飙升至 2006 —

2008 年的 112 %) ;国家支持高校与产业界进行共同

研发也呈现出陡峭上升的趋势 (从 1995 —2002 年的

415 %飙升至 2006 —2008 年的 3414 %) 。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 ,大学科技园区的比例从

1995 —2002 年的 3614 %逐年滑落到 2006 —2008 年

的 1516 % ,这反映了大学科技园区受重视的程度正

在下降。Markman 等在发表于 2005 年的有关大学

技术转移的研究中指出 ,企业孵化器和大学工业园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将技术从实验室向新

企业转化[13 ] 。而解决了上述问题的大学科技园区

在国际上屈指可数。目前 ,国际上大学科技园区普

遍乏善可陈的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Geuna 等在发

表于 2006 年的有关英美大学专利实施情况的实证

研究中表明 ,大部分高校的科技园还不能产生正收

益[14 ] 。

3)着力要点 ———大学 - 企业 - 国家合作。

通过研究可以看到 ,大学 - 企业 - 国家合作的

支持模式在其具体运作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两大类 :

一是大学和企业参与政府资助的共同研究计划 ;二

是政府、大学、企业三者建立研发联盟。这两类模式

多年以来一直受到各国青睐 ,如今更是备受关注。

这种趋势的出现有着诸多原因 :一方面 ,由于大学科

研开支对国家财政的负担一直较重 ,因此来自国家

的直接研发资助在日渐降低 ,这严重影响了大学研

究活动的开展 ;另一方面 ,来自科研成果转化的回报

及其预期可以直接刺激大学研发的积极性 ,有助于

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研发效率。除了以上两点之

外 ,还需要看到的是 ,国家对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来

提高大学科研积极性与促进社会各界对大学研发进

行支持也给予了很高的重视 ,这从法律层面上保障

了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更从行政层面为大

学进行技术转移提供了支持和服务。

3 　研究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除了

直接对大学的研发活动给予支持以外 ,还十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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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来间接支持大学的研发活

动 ,这已经成为一大趋势。

在直接支持模式中 ,为了提高科研经费与设施

的使用效率 ,各国都引入了竞争机制来优化资源的

配置 ,纷纷将对各所大学研发活动的支持与其科研

质量的考核结果挂钩 ,甚至在一些国家项目上 ,有时

会采用招投标的方式来选择所支持的大学。为了保
证大学科研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采用与大学签订合

同的方式支持大学研发活动这种模式也相当普遍。
相较于直接支持模式 ,促进技术转移来支持大

学研发活动这种间接支持模式更受青睐。这种模式

使学术研究从后台走向了前台 ,并与社会的互动进

一步加强 ,促使学术研究开始向下游的应用学科发

展。为了促进大学技术转移 ,各国不仅通过立法和
减免税收的方式鼓励社会各界支持大学研发活动 ,

还通过专利给予大学一定时间排他性的独占使用
权 ,使其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 ,从而实现对大学科研

的“来自市场的后端激励”。与此同时 ,为了减少将
绩效考核与专利申请挂钩这种“前端激励”所带来的

“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逆向选择行为 ,在立法和行
政上 ,各国均对科研成果的转化提供积极服务。大
多数国家鼓励基于高校科研成果 ,创立小企业。大

部分国家十分重视大学和产业界的合作 ,通过吸纳
企业的直接科研投资与设备资助 ,推动各类基金会

的建立 ,制定支持高科技资本风险市场和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等措施 ,积极营造大学与企业合作研

发的良好社会氛围。需要强调的是 ,大学的研究质
量依赖于长期以来累积的中央政府资助 ,而过多依

靠地方政府或者产业界的资金则不利于大学进行可
持续研发 ,也难以使大学成为有效的创新者[15 ] 。同
时 ,太过密切的产学合作关系将会干扰追求长期的、
公正的基础研究的学术自由[ 16 ] ,因此 ,需要注意产
学合作的度 ,积极寻求平衡之策。由于传统的基础

研究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
在[17 ] ,因此大多数国家十分注重引导企业和社会加
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 ,以避免大学研发活动倾

向于工业应用而忽视了基础研究。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 ,笔者尚未对各支持模式
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所选择的样本来源

大多为收集的国内外近 14 年来的相关资料 ,同时在
进行量化编码时 ,为确保客观性 ,只使用了二值数

据 ,没有深究各支持模式对实施效果的影响程度 ,也

未对比我国大学研发支持模式 ,这些内容都值得进

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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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Development of Wine Industry in China :Statu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Ma Xiurui ,Qiao J 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 he research review ,t his paper uses four kinds of indexes including t he geographic concent ration ,t he st ructural and effective

index of indust ry cluster ,t he affective index of indust ry cluster and t he specialized rate of indust ry cluster to measure and evaluate t he geographic

concent ration and t he performance of indust ry cluster in China1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 t he wine indust ry cluster in China develops in a higher

level ,but shows downt rend ;t he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 of wine indust ry is improved ,but t he wine indust ry develops relatively slowly ;t he spe2
cialization degree of wine indust ry cluster in China is higher ,but t he difference of specialization degree among wine indust ry clusters in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is obvious ,and tends to be weak1 Finally ,it point s out t hat posi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wine indust ry in China

to develop healt hly and fastly f rom t hese aspect s such as t 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indust rial cluster in wine indust ry ,t 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and so on1

Key words : wine indust ry ;indust ry cluster ;measuremen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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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odel of Support for R &D of Universit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Qin Shilei1 , Yang Qian1 ,Chen Baoguo2

(1.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

2. Wuhan Intellect ual Property Bureau ,Wuhan 430023 ,China)

Abstract : Using t he content analysis met hod ,t his paper t ries to explore t he models of direct and indirect support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f universities in major developed count ries f rom 1995 to 20081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 most of developed count ries int roduce t he com2
petitive mechanism into t he models of direct support for R &D of t heir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 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 developed

count r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promote t he t 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s to support R &D of domestic univer2
sities indirectly ,and t hese indirect support models have been a main t rend1

Key words : developed count ry ;support for R &D of university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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