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

部分，是全面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石，在国家创新体系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已

经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构建高校科技创新体

系是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创新发展的战略部署，也是

高校提升科学研究水平的必然选择。

1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构成

关于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构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

点。 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构成主要

有以下几种观点：
戴军、穆养民、李兴鑫、吴锋、王晓君 ［1］认为，高校科技

创新体系由龙头体系、支撑体系和保障体系3个系统构成。
龙头体系的主要任务是构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要求

的学科结构； 支撑体系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人才支撑体系、
创新基地支撑体系以及科研任务支撑体系；保障体系的主

要任务是构建政策保障体系（创新管理模式和建设良好的

政策环境）、后勤保障体系（保证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

活条件）［1］。
张林、曾昭智 ［2］认为，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由知识创新、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3个系统构成。 知识创新系统由基础

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专家、教师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组

成，体现创新系统知识生产、扩散和传播的功能；技术创新

体系由技术与产品开发研究的专家、 教授和科技开发机

构、科技产业及咨询服务机构组成，体现创新系统的创造、
革新、学习和传播新技术的功能；制度创新体系由高校科

研、教学、产业及相关的管理机构组成，主要是进行体制改

革，制定新的政策，为知识创新系统和技术创新系统高效

运转创造有利条件。

2 对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系统分析

2.1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内外环境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网络系统，作为

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与有关政府部门、中介机构、
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其它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子系统密切配

合、互相推动，在不断变化中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3］。 由此，
国家创新体系的其它子系统就构成了高校科技创新体系

的外部环境。 如图1所示。

图1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内外环境

高校与政府有关部门、企业、中介机构和研究研所共

同构成国家创新主体，其科技创新体系都是国家创新体系

的一个子系统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根据系统论的整体性原

则， 系统内相互依赖的若干子系统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

系，构成一个综合的整体，以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 同样，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首先要加强高校科技创新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联系，适

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自身的应对方式，共同提升国家

科技创新能力 ［4］。 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更加需要一个多

方主体参与、能够有效调动各方资源、集中力量攻关的运

行体系来构建高新科技创新活动的整个价值链条，以完成

整个科技创新活动。 因此，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必须处理好

与其它国家创新子系统的合作关系，实现科技创新活动的

基于系统论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思路

傅小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高校科技创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网络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与其它子系统在

不断变化中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归纳总结我国学者对高校创新体系构成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了高

校科技创新体系的系统环境、系统结构，提出要从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

平台构建以及高校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来构建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体系。
关键词：系统论；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9）16-0151-02

收稿日期：2009－07－30
作者简介：傅小勇（1975-），男，湖北英山人， 硕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校管理与思政教育。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6 No.1%
Jan. 2009

第26卷%第16期

2009年 8 月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6 No.16%
Aug. 2009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年

社会价值。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由多个要素构成。各个要素之间能

否协调以营造良好的内部运行环境，是高校科技创新体系

构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各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有通过

有效机制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形成一个能健康稳定运行

的科技创新体系，才有可能不断涌现多种创新成果，以实

现科技创新活动应有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5］。 一个健康稳定

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运行过程，可以分为内部循环和外

部 循 环 。 内 部 循 环 为 “科 研 队 伍 建 设———创 新 基 地 建

设———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成果产出———教学能力增

强———科研队伍强化”的教学科研运转循环；外部循环为

“科研队伍建设———创新基地建设———创新氛围强化———
创新成果产出———成果社会转化———科研资源反馈———
科研队伍强化”的科研社会运转循环。
2.2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内部协同

（1）基础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协同。 基础教学和科研活

动都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基础教学是提高高校科

研能力的基础，科研活动为基础教学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

科技创新过程中， 要实现基础教学与科研活动之间的协

同，进行无缝对接，使得它们能够互相支持，实现学科建设

与科技创新的渗透与互动、资源共享、集成创新。
（2）科技创新活动与科技管理体制的协同。高校要探索

建立能够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良好服务环境的科技管理体

制，为科技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激发

他们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从科研立项、科学研究、科研

成果、技术成果产业化等各个环节保障创新活动有效进行。
（3）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协同。 科技创新是为了能

够创造社会价值，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高校进行科

技创新时， 要处理好创新活动与技术成果转化的关系，实

现科技创新与技术应用的有效对接。例如可以通过产学研

模式，充分发挥科技的社会价值。

3 构建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思路

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形成一条完整的科技

创新、科技公共服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的科技价值链条， 提高科技创新活动的整体效益。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重点围绕科技创新基地、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以及高校科技

管理体制5个方面进行相应建设。
（1）完善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一方面，高校要充分发挥

学科优势，广泛吸纳科技资源和科研力量，调整现有科研

机构，组建跨学科研究中心和跨学校、跨地区的科研联合

体，实现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要不断探索高

校科研组织形式，优化科研环境，促 进 新 思 想、新 成果 萌

发，提高科研机制的运行效率，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6］。
（2）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人才队伍建设是科技创

新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优秀的人才队伍是建设一流学科

的重要保障，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因此，高校必须

实行人才战略， 制定以高校重点实验室和创新基地为依

托，以优秀学术带头人为核心，以科技创新群体、梯队建设

为目标的人才培养计划，努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全力打造有利于吸引人才、
稳定人才、培养人才的良好环境。 进行高校科技创新人才

队伍建设，既要高度重视优秀拔尖人才的培养，又要注重

人才结构和梯队建设，依托学科优势和创新基地，注重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7］。
（3）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高校要加强与社会

各界开展广泛和直接的合作，促进与企业之间人员、信息

的流通，以便有针对性地确定选题方向，减少科研资源的

浪费；要建立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科技服务中心等各类中

介服务机构和合作组织，以市场为导向，通过企业化运作

建设高校科技园，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与开发创新能力。 在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要依托学校资源，探索

产学研的合作模式，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和技术转移中心

的作用，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成果转化、科技服务和培训

活动；通过专利许可、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各种方式，推

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

转化和产业化。
（4）构建公共服务平台。 高校要抓住信息化建设的发

展机遇，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科研工作现代化，并以此为基

础搭建教育科研公共服务平台，以实现资源共享、大型设

备共享、信息共享、数据共享以及一些优质科技环境共享，
形成以计算机网络服务平台、 教育科研信息资源系统平

台、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系统平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综合

服务平台四类核心平台为主的公共服务体系。
（5）创新高校科技管理体制。 能否建立适应知识经济

时代科技创新活动发展的科技管理机制，关系到高校科技

创新体系能否健康良好的运行。因此，要理顺高校各院系、
学科、科研基地、学校行政管理 部 门 的 关 系；依 托 学 科优

势，优化各种科研资源、人才资源的配置，对高校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资源进行统筹有效的管理；建立合理的利益

共享与监督约束机制，创新院系、学科、科研基地、管理部

门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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