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3 计划项目研究中的产掌研合作操讨 

陈 省 平 

(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510275) 

摘 要：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申报国家863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项目，并获 

得立项支持．．该项目在组织申报和实施过程中，强调了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行为，通过股份制等方式促进产学研之间 

的“强强联合”，以体制创新推动技术创新，组建国家“基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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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我国海水养殖种子工程高新 

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的产业化，并促进我国 

南方海水养殖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广 

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山大学、湛江海洋 

大学、中科院南海海洋所、水科院南海水产 

所和中国海洋大学等单位通过股份合作的 

方式，实行“强强联合”，共同申报国家 863 

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以下简 

称“基地”)项 目，并最终获得了项目立项，获 

得863专项经费696万元支持。 

l 项 目的组织强调以企业为主的技 

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 

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 

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 

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 

值。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技术创新是发 

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前提 ，而 863 

计划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 “发展高科技，实 

现产业化”。科技部十分重视并一直强调 863 

项目中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并采取了多 

项措施切实促进企业参与 863计划的研发 

工作，提高企业在863计划实施中的作用， 

进而提高企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其向 

技术创新的主体转变。 

在 863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国家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实施意 

见》明确规定“计划实施中所必须的专门人 

才从全国选聘。鼓励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 

组成产学研联盟，通过竞争参加课题的实 

施”，并要求“计划要面向和促进产业化 ，重 

视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在管理上为了有利 

于企业的参与，“十五”863(民口)计划设置 

的高技术主题项目和重大专项中，主题项 目 

占总经费的45％，其课题设置分前沿探索和 

面向应用研究两类，对于面向应用研究类课 

题的必须以企业为主申请或有企业、用户参 

加联合申请；而占总经费55％比重的重大专 

项则以重大产品 、系统和工程为核心 ，以市 

场 、应用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这类 

项 目更加强调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 

行为。为了促进企业的参与，在课题的评审 

中，要求对面向应用研究类的课题．必须聘 

请有关产业、企业和应用方的专家参加，并 

在评审和验收指标体系上，更重视产业化前 

景，要有利于以企业为主承担或参与。 

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海水养 

殖种子工程技术方面有着雄厚科研实力的 

科研单位，共同申请的863项目“海水养殖 

种子工程南方基地”就强调了以企业为主体 

的技术创新行为。该公司具有雄厚的经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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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良好的科技合作和技术开发基础、辐射 

广泛的科技推广网络和先进的硬件设施，在 

863项目中负责基地的投资、建设、管理和经 

营，并在已投入3 000多万元建成一个初具 

规模的水产种苗基地的基础上，将新增投入 

2 000万元进行该基地的建设和配套，而中 

山大学等科研单位与该公司合作共同开发 

的成果将直接在企业中进行产业化开发和 

市场化经营。 

2 促进产学研之间的“强强联合”。组 

建国家“基地” 

产学研合作是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的重 

要而有效的形式。通过产学研合作可实现科 

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但这种合作的基 

本前提是合作的几方互相需要，各自都能为 

合作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即提供各自掌握 

的生产要素。这种互相需要 、互相依赖的关 

系是产学研合作关系能够维持的基础。国家 

863项 目规模较大 、耗资也大，且往往都对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或 

实践意义，这就要求承担 863项 目的课题组 

要有足够的科研力量和技术水平、充足的资 

金、设备和场地等条件，以保证其项目的顺 

利实施，而不是由“孤家寡人”的单打独斗所 

能实现的。另外，国家863项目的研究结果 



往往是博大精深，其研究过程常常存在不少 

困难，这也体现了其内在要求：要多侧面、多 

角度、多种方法以及多种技术的联合攻关 ； 

要吸收新技术、新方法，并注意产学研多学 

科联合、不同领域 的专家之间的融合、交叉 

和碰撞 ，并最终击打出技术创新的火花。 

863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 

是通过广东省科技厅的精心组织，在国家科 

技部及 863海洋生物技术主题专家组的指 

导下，由广东恒兴集团公司承办“海水养殖种 

子工程南方基地”的项目建设，并负责该“基 

地”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以中山大学、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水科院南海水产研 

究所、湛江海洋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等单位 

为技术依托，实现“强强联合”，在原广东恒 

兴集团公 司水产种 苗基地的基础上 ，建立国 

家 863计 划 “海水 养殖种子工程南 方基 

地”。 建成的“基地”将通过广东恒兴集团 

有限公司已形成的辐射广泛的科技推广和 

市场网络，逐步建立以湛江为中·t2,，并向海 

南、广西和广东等南海海域特别是环北部湾 

地区辐射的技术服务和成果推广体系。“基 

地”建设的组织结构见附图。 

其中任务分工为：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 

司负责基地的投资、建设 、管理和经营。 

中山大学主要从事石斑鱼种苗规模化 

繁育及中试应用，对虾SPR的选育及中试应 

用，优质鱼虾饲料的研制与开发； 

湛江海洋大学主要从事军曹鱼种苗规 

模化繁育及其中试应用；中科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从事凡纳对虾 SPF亲虾及虾苗的规模 

化培育；水科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主要从事斑 

节对虾全人工繁育及其中试应用； 

中国海洋大学主要进行优质鱼虾饲料 

的研制与开发。 

3 建立股份制的合作方式，以体制创 

新推动技术创新 

863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 

项目建设的总体思路是：以技术密集为主要 

特征 ，以创新的成果研发、示范、辐射和推广 

为主要内容，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动 

力 ，以促进区域养殖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 

目标，努力建设成为现代科技先导型渔业发 

展的有效模式。将“基地”建设成为一个具有 

南海特色的海洋经济动物种苗创新技术研 

发、中试的平台，并建立完善的技术标准体 

系、技术服务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使之成 

为我国南方海水养殖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研 

发基地和产业化基地。 

3．1 建立国家863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 

南方基地有限公司” 

以中山大学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水科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湛江海洋大学和中 

国海洋大学等单位为技术依托和成果来源， 

将国家 863计划及其他科技计划的科技成 

果和技术作为股份 ，进入该“基地”进行产业 

化开发和推广 ，成立“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 

方基地有限公司”(简称“基地公司”)，“基地 

公司”将专门拿出35％的股份给成果和技术 

拥有者，作为技术或专利成果分成。“基地公 

司”成立董事会 ，董事成员由广东恒兴集团 

公司和技术成果拥有者组成 ，董事会为基地 

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总经理由董事会聘 

任，负责基地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基地公司”作为技术项目转化、投资、 

融资、基地建设、生产开发和技术推广的经 

济实体。广东恒兴集团公司每年从公司生产 

销售收入中提取 1 000万元作为基地的科 

研成果孵化和产业化开发基金。并建立一套 

匠 

湛江海 ／————＼  中科院南海海洋 

国海洋 人才、项 ／／／海水养殖种子、 才、项目 研究所、水科院 
学校 ＼＼、 !兰 ／／／— —  南海水产研究所 

等科研单位 ／ ＼ 
资金、市场信息／  ＼ 资金

、市场信息 

银行、风险投资f l 市 场 l 

厂‘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J 

(投资开发、经营管理)I 

附图 

创新机制，通过 

成果购买 、股份 

合作 、科技立项 

或其他方式，以 

一 定的资金抓住 

一 批可形成产业 

化的海洋生物高 

新技术项目和人 

才 ，通过项 目融 

合其他产业化要 

素，在基地内实 

施产业化。 

3．2 建立社会化协作大生产网络 

通过以

以资金、技术等为基本要素，集合省内、外科 

研院所的科技力量和企业的资金及市场营 

销推广方面的优势，包括现有机构、项目、人 

才、资金、基础设施、仪器设备和信息网络 

等，建立起科技协作网和产业化网络，筛选 

和投资一批项 目，尽快推向市场并进行市场 

经营运作。 

3．3 建立融资渠道和投资网络 

“基地”已投入 5 000多万元的资本金 ， 

广东恒兴集团公司2003~2004年将投入2 000 

万元进一步建设基地，并通过银行及其他金 

融机构贷款，恒兴公司已通过辅导期，准备 

上市。 

3．4 指导和协调 

在国家科技部 、863计划海洋生物技术 

主题专家指导下，由广东省科技厅联合湛江 

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组成基 

地协调指导小组，对基地的组织、规划 、建 

设 、管理等方面进行宏观指导和调控 ，组织 

实施国家 863计划及各相关科技计划项目 

成果的中试示范与产业化工作，并对“基地” 

建设给予政策优惠和科技经费倾斜支持。 

3．5 成立基地技术委员会 

该委员会为基地技术咨询机构，委员单 

位由中山大学、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湛 

江海洋大学、水科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中国 

海洋大学等科研院所组成，负责基地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技术水平的审查认定工作，保证 

基地生产技术的先进性和可靠性。 

3．6 重点研究开发项目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 

首席专家面向国内外招聘，实行目标责 

任制和动态管理。 

4 结束语 

实践表明高新技术的发展只有把人才、 

技术优势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规 

模．步人良性循环。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和21 

世纪未来的竞争，我们要进一步做好产学研 

结合，以体制创新促进科技创新，通过国家 

863项目的实施，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跨 

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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