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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结合目前我国纺织服装业采用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及相关分析, 探讨对企业和高

校合适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介绍产学研合作的四大模式和首推模式, 提出关于纺织服装业选择产学研合作模式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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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产学研合作的科研与开发项目,都会采用一定的合作模式。模式规定了合作的形式和利益分配方式,是

合作的制度安排。具体地说, 合作模式是指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合作技术创新行为的活动方式, 即人员、技

术和设备的交互方式以及合作产出的分配方案。产学研合作涉及多个主体和多种要素, 其合作模式多种多

样,如何选择适合纺织服装业的合作模式,是该行业融入当前竞争大环境的重要环节。

这些年来, 国内很多纺织服装企业和学研单位对产学研合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主动性,产学研合作工

作正在蓬勃开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实际运行中尚存在两方面问题:

a)内部机制方面, 合作各方管理体制不健全,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 保障体系不健全,科研成果转化运行

机制不畅通;

b)外部条件方面, 合作信息不畅通、合作资金不充足、合作所需政策法规不到位。

纺织服装业是我国出口创汇最多的行业之一,要想在全世界范围内稳健快速地发展,就要不断突破阻碍

生产力发展的旧模式,运用更新更优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来提高生产效率。近二十多年来,产学研合作的模式

不断改进,每一种合作模式都有其利弊,只有扬长避短的合作模式才有利于科技创新,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

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研究纺织服装业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纺织服装业产学研合作模式分析

为了研究纺织服装业产学研合作模式,首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走访了 20家纺织服装企业与 15家纺

织服装高校。通过分析得到纺织服装业产学研合作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且各有特点。

1. 1  产业主导模式

产业主导模式是指合作各方根据市场需求,将科学研究与产业部门的生产结合起来,以企业为重点,围

绕产业建设和发展,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与其它主体进行交流和合作的发展模式。我国纺织服

装业产学研合作的产业主导模式主要有两种形式:建立校办企业和建立企业附属研究院。



纺织服装业产业主导的合作模式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a)该模式的主体功能围绕纺织服装企业的发展目标来展开, 注重产业功能的主导作用, 如产品开发,

研制;

b)该模式的运行载体是企业,就企业而言, 走产学研合作创新之路是企业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它是

一种以市场为导向, 企业为支柱,学校为依靠的产学研合作的途径;

c)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能较大地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企业经济发展。

d)该模式的缺点是较少考虑产学研合作对整个行业的科技进步以及对教育的指导作用和培养人才的

功能。

1. 2  教学主导模式

教学主导模式是指从培养高素质人才出发,以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为中心,按照教育发展规律和人

才培养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开展与社会其他主体进行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发展相结合的交流与合作

的模式[ 1]。我国纺织服装业产学研合作的教学主导模式主要有两种形式:建立大学研究院与建立大学科技

园区。

纺织服装业教学主导的合作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a)该模式的动力来源于国家/科教兴国0政策的驱使。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高等教育必须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走产学研合作之路,这是生存之计、立校之基;

b)该模式的运行主体主要是高校,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对工程技术人员的管理

素质、经济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正是这种要求在教育上的客观体现,而

这就迫切需要高等院校通过产学研合作得以实现;

c)该模式的主体功能围绕培养创新适用型人才的目标展开,通过产学研三者有机结合, 学生增加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 为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

氛围,注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产业部门实际工作的结合;

d)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高等教育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现象, 适应了现代科技发展对培

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需要;

e)该模式的缺点在于缺乏多向激励机制, 自我的持续发展能力不强,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

欠快。

1. 3  联合开发模式

联合开发模式指学研单位通过同企业的联合开发、实验,使技术和产品迅速转化为商品和生产力
[ 2]
。我

国纺织服装业产学研合作的联合开发模式主要有两种形式:成立联合研发中心与项目联合开发。

纺织服装业联合开发的合作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a)该模式的主体功能围绕寻求课题项目以及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的目标展开;

b)该模式由合作各方共同充当主体,共同完成产品或技术的开发;

c)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加强企业与学研单位的紧密合作, 充分发挥各方优势, 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从而

使合作各方得到实际的利益;

d)该模式的缺点在于多方作为主体容易产生合作各方决策管理不协调、权益分配不当、知识产权冲突等

问题。

1. 4  政府参与模式

政府参与模式指政府与企业、学研单位在科技、教育、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的模式[ 3]。

我国纺织服装业产学研合作的政府参与模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产学官(官方)全面合作与国家实验室的建立。

纺织服装业政府参与的合作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a)该模式的主体功能围绕政府的政策推动产学研合作的持续稳定发展的目标展开, 体现了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产学研合作中政府的扶持功能;

b)该模式由政府提供各项完善的政策法规作为动力及研究资金作为保障;

c)该模式的优点在于政府通过政策法规的建立健全, 能为产学研合作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政府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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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基金能为合作方提供充足的资金;

d)该模式的缺点在于一些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或科研能力不强的学研单位难以得到政府的财政扶持。

2  相关调查与分析

2. 1  问卷设计

为了对纺织服装业产学研合作模式有深入的了解,展开了调查研究并设计了调查问卷。笔者于 2008年

7月初将 500份调查问卷发给浙江省纺织服装企业及高校, 8月底收回有效问卷 425份,回收率 85%。这些

问卷的 53%来自企业, 47%来自高校。

图 1  选择产学研合作模式分布

2. 2  问卷分析

根据问卷统计相关数据,得到纺织服装业开展产

学研合作中采用不同模式的分布情况, 见图 1。图 1

中的自然数表示的是各模式及合作形式的排名位次,

外柱形上表示的数量比例为其具体形式数据相加所

得。

图 1数据显示, 在纺织服装业产学研合作中, 采用

最多的是企业和学研单位采用联合开发模式,其中两

种具体形式被选择的位次也在第二和第三位。例如,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和服装学院, 近年来开

展产学研联合开发, 合作研发项目数高达数百项, 合同

金额达上亿元。产学研联合开发提高了浙江理工大学

的科研创新能力,使得浙江理工大学迅速崛起为省内

具有重要影响的教学科研型大学; 而企业方面如汉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童装服饰有限公司、

中国盛宇集团、美国宝洁公司等等合作企业通过该产学研联盟的建立,在科学研究、产品设计与开发、成果转

化、学术交流、资源共享、人才培养与使用、队伍管理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四类模式中排名第二的是政府参与模式,其中的产学官全面合作排在各合作形式的首位,是企业或学研

单位的首选,而另一种建立国家实验室的形式被选择的位次在第六位。产学官全面合作成功的例子很多,其

中深港产学研基地是较典型的一个。深港产学研基地是由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三方于

1999年 8月在深圳高新区创建的一个高层次、综合性、开放式的官、产、学、研、资相结合的合作机构。基地

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在深圳市政府和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以实验室/

工程中心为支撑,以深港产学研基地产业发展中心为载体,孵化了上百家科技企业,建立了完善的创业孵化

体系和强大的技术支撑平台。2008年 12月 24日, 深港产学研基地已通过专家评审, 被国家科学技术部认

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产学研合作产业主导模式是四类模式中排名第三,其中以第一种建立校办企业的形式较为普遍,在八大

形式中排名第四。四类模式中排名最后的是教学主导模式。

根据调查问卷,将以上四种模式的具体形式、内容及选择不同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进行归纳,如表 1所示。

由表 1显示,选择联合开发模式的典型案例最多, 选择产业主导模式和教学主导模式的机构最少。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a)教学主导模式作为传统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在市场经济的需求中难以充分拓宽各合作领域,难以较大

幅度地促进企业的科技创新。

b)对于纺织服装业来说,联合开发的合作模式更能适应科技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国际环境。

c)地方或国家在纺织服装业产学研中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于合作方的财政扶持及政策制订,

对合作的可持续性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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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纺织服装业产学研合作模式归纳
合作模式 具体形式 合作方式具体形式 典型案例

产业

主导

模式

建立校办

企业

高校、公共研究机构通过开办企业, 直接开展技

术成果的孵化和转化。

湛江开发区教育服装厂、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校办服装厂

企业附属

研究院

企业根据自身需要在内部成立附属研究院, 并

开展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
绍兴市盛达纺织服装研究中心

教学

主导

模式

建立大学

研究院

高校独立或与地方政府合作, 到产业聚集地建

立开展研发和产业化的研究院, 并与当地企业

建立密切产学研合作关系。

东华大学现代纺织研究院

大学科技

园区

以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为依托, 利用高校的科研

与人才优势, 发挥技术创新的辐射作用。通过

园区内所设立的创业服务中心, 鼓励企业对能

实现成果转换的科研项目进行投资和研究。

东华大学科技园

联合

开发

模式

联合研发

中心

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设立科研开发机构、

工程研究中心等相对独立的研发机构, 不断向

产业界输送技术。

汉帛(中国)有限公司 # 浙江理工大学联合研
发中心、嘉兴市越龙提花织造有限公司与浙

江理工大学合作成立的越龙提花面料研发中

心、杭州娃哈哈童装公司与浙江理工大学合

作成立的娃哈哈童装研发中心、东华大学与

上海纺织控股集团等多家大企业合作建立产

学研基地

项目联合

开发

高校、科研院所承担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设

备改造、难题攻关等工程项目, 这是目前我国产

学研合作的一种常见形式。

嘉兴市秀洲区 10 多家企业与浙江理工大学

建立了合作关系

政府

参与

模式

产学官全

面合作

国家或地方政府与企业、学研单位签订全面合

作协议, 在科技、教育、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

开展全面合作。

深港产学研基地、广东服装产业研究与人才培

训工程项目、福建海西工研院、天津高新纺织

工业园产学研基地、江阴化工产业技术联盟

国家实验

室

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设立国家实

验室

浙江理工大学依托/ 先进纺织材料及制备技
术0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美国宝洁公司共同
成立纺织品保护研究中心( TCC)

3. 2  建议
a)参与合作的机构可根据自身的资源状况及规模大小选择合适的合作模式。市场拓展能力、创新能力

较强的企业可选择产业主导的模式,以便更快地转化科技成果和实现经济利益。科研能力较强的学研单位

可选择政府参与模式,以便获得充足的财策扶持并能增强其科研实力。

b)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机构需要经常了解产学研合作开展的情况与需求, 完

善各项工作细节。

c)产学研合作中要遵循符合市场规律的竞争法则、利益法则、法人治理法则、公平法则等基本行为准则。

d)国家在税收、信贷、利益、产权、处理合作纠纷等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保障

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制定一套完整的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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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bination o f product ion- teaching-research in Chinese tex tile and garment indus-

try , the paper obtains the appr opr iate mode o f production- teaching-research cooperat ion for enterpr ises and

universit ies af ter quest ionnair e survey and analy sis. T he paper int roduces the four major pat terns and the

select ion of the best mode. T hen it raises proposals which ar e helpful for the text ile and garment indust ry

to choose the mode o f Product ion- teaching-resear ch cooper 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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