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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高职院校开展科技协同创新的合作形成机制,组织治理机制,协同攻关机制和责权平衡机制;提出了

建立健全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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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创新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有力抓手。高

职院校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要力量之一与企业联

系最为密切,要解决企业所遇到的关键问题与共性技

术难题,就必须进行科技协同创新,并且在机制上确保

科技协同创新健康发展。

1 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的分析

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机制指的是促使创新组织

构成、运作和发展的方式或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协同创

新合作形成机制(包括合作的动力、进入、退出机制

等)、协同创新组织治理机制(包括组织协调、沟通信

任、学习成长、激励约束机制等)、协同创新协同攻关机

制(包括资源整合、分工协作、成果导入机制等)及协同

创新责权平衡机制(包括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监管评

价机制等)等。
1.1 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合作形成机制

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合作形成机制是指各协同

创新主体如高职院校、企业、政府、行业协会、科研院所

等,形成协同创新组织的方式或制度安排。
(1)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合作动力机制 该机

制形成促使高职院校、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各协同

创新主体产生协同意向的内在动因,主要来自于企业

的市场需求牵引力、高职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

原动力与政府的政策推动力。在这三力的共同作用

下,各协同主体产生出科技协同创新合作意愿。
(2)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合作进入机制 该机

制是指各协同创新主体如高职院校、企业、政府、行业

协会、科研院所等相互选择,形成科技协同创新组织的

方式或制度安排。各科技协同创新主体应具有目标一

致、资源互补、文化兼容等条件,才能使科技协同创新

稳步发展,达到1+1>2的协同效应。
(3)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合作退出机制 该机

制是指高职院校、企业、政府、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协

同创新主体退出科技协同创新组织的方式或制度安

排。这是科技协同创新组织在内部环境变化时,实现

自我更新、可持续发展、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科技协

同创新主体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或不履行或违背自

己的责任和义务而有必要退出科技协同创新组织。因

此科技协同创新组织需要建立并完善监督评价和绩效

考核制度,以降低或避免因科技协同创新主体退出对

科技协同创新造成的损失。
1.2 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的组织治理机制

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的组织治理机制是指对跨

区域、行业、学科,跨协同主体的结构和过程进行管理、
组织、协调、激励、沟通的方式或制度安排。

(1)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组织协调机制 该机

制是指对科技协同创新的组织和运行方式进行协调管

理的方式或制度。科技协同创新组织必须建立组织协

调机制,以打破协同主体的自我意识及技术、资金、人
才、设备等条块分割的机制壁垒,以协调好各协同创新

主体的利益和矛盾,促使技术、资金、人才、设备等资源

在科技协同创新主体间无障碍流动。
(2)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沟通信任机制 该机

制是指各协同创新主体通过有效的信息沟通,实现相

互之间信任的方式或制度。由于各科技协同创新主体

如高职院校、企业、政府、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在各

自文化(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知识和资源结构

(如设备、技术、资金和人才)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不

同,且在拥有的信息资源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

需要建立沟通信任机制,通过有效的信息沟通,建立良

好的信任关系,以满足科学技术创新的需求,增强协同

效应。
(3)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学习成长机制 该机

制是指科技协同创新组织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

·45· 纺织科技进展            2016年第1期     




获取及传递,从而促进各科技协同创新主体创新能力

的提升和发展的方式或制度。建立学习成长机制有利

于增加科技协同创新组织的自我管理能力,从而提升

科技协同创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4)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激励约束机制 该机

制主要包含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两个方面。激励机制

是指激发和调动高职院校、企业、政府、行业协会、科研

院所等协同创新主体参与协同活动的能动性方式或制

度,如股权、科研创新、免税等政府政策激励。约束机

制是指约束和规范高职院校、企业、政府、行业协会、科
研院所等协同创新主体的相关行为,以确保协同创新

能有效运行的方式或制度,如监督评价和绩效考核制

度,合作协议与合同等。
1.3 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的协同攻关机制

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的协同攻关机制是指整合

科技协同创新主体优势资源,通过分工协作,对制约科

学技术发展的关键问题与共性技术难题进行协同攻关

的方式或制度安排。
(1)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资源整合机制 该机

制是指根据协同创新的内在要求,实现科技要素如人

才、资金、技术、设备等有效汇集的方式或制度。该机

制可实现创新要素如大型仪器设备、重点实验室等的

共享,人才培养、引进和柔性流动。
(2)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分工协作机制 该机

制是指科技协同创新主体进行合理分工、协同合作的

方式或制度。科技协同创新需要经历一系列的研究、
生产环节,各个环节均需要各协同创新主体发挥协同

效应。
(3)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成果导入机制 该机

制是指提高科技协同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的方式或制

度,这也是科技协同创新成果的归宿。只有实现成果

转化,才能增强协同效用。主要包括选取导入切入点,
制定导入方案,控制成果导入,评价与考核成果导入效

果等方面。
1.4 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的责权平衡机制

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的责权平衡机制是指科技

协同创新主体根据其责、权、利承担相应风险,分配收

益的方式或制度安排。
(1)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风险分担机制 该机

制是指协同创新主体的风险分担责任制度、风险预警

制度。协同创新主体应根据其责、权、利共同承担、管
控、应对和规避风险。

(2)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利益共享机制 该机

制是指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主体合理分享各种形式

收益的方式或制度。在互利互惠、风险互担、责利对等

等原则下,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按投入的资源、承担的

风险、所作的贡献来获得相应的利益。
(3)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监管评价机制 该机

制是指为保证协同创新可持续运行,通过监管和评价

工作来规范各协同创新主体行为的方式或制度。监管

保障机制主要包含法规政策体系、监督奖惩制度、风险

管理体系和项目管理制度。科学评价机制遵循“科学

性、系统性、简洁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原则,
在以协同运行管理、协同资源整合、协同服务数量、协
同服务成效等方面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对
科技协同创新效益进行评价。

2 建立健全高职院校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的对策

2.1 建立健全科技协同创新的组织管理机制

由牵头单位负责,联合多方协同主体,建立理事

会、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等。理事会是科技协同创新组

织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处理在协同创新过程中遇到

的重大事项,其职责是执行理事会决议、制定工作计

划、经费审核等。理事长负责理事会各项工作的开展,
把控其运行方针和发展方向,其职责主要是配置人员,
设置科技协同创新组织机构、协调内部和外部关系,促
进科技协同创新组织可持续发展。科学与技术委员会

的职责是审议项目相关事宜,如项目申报、检查、验收、
奖励申报等,负责学术交流和人才队伍建设,学术道德

规范等相关事宜。
2.2 建立健全科技协同创新的资源整合机制

创新资源汇聚和科技协同创新共享机制,包括共

享科技协同创新组织机制、有偿服务机制、增量投入统

筹规划机制、共享软环境建设机制。在此基础上,整合

利用各协同主体中的各类有效资源,集中分散的建设

经费,使科技协同创新组织成为行业内一流的高新技

术研发平台。
2.3 建立健全科技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机制

依托重大项目,采取高等教育与市场融合培养和

引进人才等方式,重视跨学科、跨行业创新型人才的培

养,为社会培养相关的科技领军人才;同时根据行业转

型升级的需求,加强生产、管理、研发等专门技能人才

的培养。设立创新创业基金,鼓励科技协同创新主体

的成员创新创业。改革各层次学生的专业课程设置和

培养环节,加强各类学生培养工作的过程控制,切实提

高学生的培养质量。
2.4 建立健全科技协同创新的科研机制

科技协同创新组织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首席

科学家受科技协同创新组织管理委员会的委托,负责

科研任务的统筹规划、计划安排、组织推进与跨单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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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设立若干个项目级首席科学家岗位,由项目级首

席科学家负责组建跨高校、跨学术界与工业界、跨国内

与国外的协同创新团队,报送科技协同创新组织遴选

委员会审核通过。各项目级首席科学家负责相应科技

创新任务的规划、推进、组织与协调,并接受科技协同

创新组织考核委员会的年度考核。各创新团队在项目

级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下,依托项目级首席科学家所在

单位,开展各项科技创新活动。
(1)科研人员流动机制。实行科研人员双聘机制,以

流动不调动方式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能力所长。同时引

入相应的考核互认机制,由各项目首席科学家负责对流动

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进行考评,并报送流动科研人员所属

单位进行认可。科研人员流动期间所在单位的基本工资

保持不变,绩效工资由临时聘用单位支付。
(2)科研成果共享机制。流动科研人员所产生的

科研成果所有权归接受流动的单位所拥有,流动科研

人员的所在单位享有科研成果的署名权或联合署名

权,双方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由接受流动单

位与原单位共同署名。

(3)科研资源共享机制。流动科研人员享受本单

位科研人员同样的科研资源使用权,包括仪器仪表、硬
软件科研环境、图书资料等。

3 结语

高职院校务必清醒认识到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新

特点,积极探索科技协同创新的新机制,建立健全科技

协同创新的组织管理机制、资源整合机制、人才培养机

制和科研机制,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贡献自身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马顺彬,蔡永东.科技协同创新:高职教育转型发展的助推

器[J].山东纺织经济,2015,(6):16-17.
[2] 易晓波,李 光.湖北省政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J].湖北社会科学,2014,(1):68-72.
[3] 聂继凯,危怀安.高校科技协同创新机制运行现状研究:以

湖北省高校为例[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5,36(2):103-
107,115.

CollaborativeInnovationMechanismofScience
andTechnologyofHigherVocationalCollege

MAShun-bin
(JiangsuCollege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Nantong226007,China)

  Abstract:Thecooperationmechanism,organizationalgovernancemechanism,collaborativeresearchmechanismandliabilitybal-
ancemechanismofscienceandtechnologyinnovationmechanismofhighervocationalcollegewereanalyzed.Thecountermeasureson
collaborativeinnovationmechanismofscienceandtechnologyofhighervocationalcollegewereproposed.

Keywords:highervocationalcollege;collaborativeinnov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operatingmechanism;strategy



共推纺织产业高端化

  近 日,全 球 知 名 的 检 验、测 试 及 认 证 服 务 企 业

TüV南德意志集团(以下简称TüVSüD)与浙江省土
产畜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土畜)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并为TüVSüD杭州纺织品合作检测中
心———杭州惠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祥检
测)开业揭牌。

纺织行业是浙江省的传统优势产业,是扩大出口
贸易、促进创业就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民生产业与支柱
产业之一。近10余年来,浙江当地的纺织业技术创新
日趋活跃,制造水平不断提升发展。此次TüVSüD与
惠祥检测携手建立合作实验室,将与当地的出口纺织
企业建立起紧密、深入的合作关系,为杭州以及整个浙
江省的进出口企业和国内外客户提供纺织品服装及相
关产品的检测、咨询、培训、市场拓展等领域的全方位
技术支持。

浙江土畜董事长高秉学表示:“此次与 TüVSüD
强强联手,发挥长期以来各自在纺织服装领域的产业
优势,不仅为集团的纺织外贸业务提供符合国际一流
水平的出口检测支持,更将助力浙江省纺织服装行业
的转型升 级,不 断 推 动 中 国 纺 织 出 口 业 务 的 良 性 发
展。”

据介绍,针对此次合作建立的纺织品合作实验室,
TüVSüD将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市场化运作的管理
模式、质量体系、标准操作流程以及相关国际及国内检
测法规、指引、标准等相关最新信息的技术支持,并对
检测试验人员进行国际纺织标准的培训、检测项目的
实验室间比对以及定期的检测技术的监督与交流,从
而全面 提 升 实 验 室 的 检 测 和 技 术 能 力。此 外,TüV
SüD还将负责国外品牌客户进入国内市场的业务,促
进检测业务的进一步拓展。 (来源:中国质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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