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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有科技创新中心作为策源地和发动机，研究型大学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的建设具有支撑和引领作用。本文重点阐述了纽约市研究型大学服务纽约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发展路径。纽约市依

托研究型大学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更好地服务我国城市和区域建设全球科技创新

中心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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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研究型大学如何服务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基于纽约市三所研究型大学的经验

笮苏 洋 赵文华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

集中体现和创新发展的核心依托。积极打造全球科

技创新中心，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提升国家综合实

力和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举措。随着我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一些重点城市和地区（如上

海、北京、深圳等）相继提出了建设全球创新中心的

目标，并出台了相应的战略规划。从全球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硅谷、波士顿（128公

路）等新兴地区，还是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大多

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支撑。具有雄厚科研实力的

研究型大学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动

力源和扩散级，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中发挥

引领作用。本文以纽约市为例，探究纽约市研究型

大学在服务纽约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的

作用，希望为我国研究型大学更好地服务全球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一、研究型大学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关系

任何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都是时间和空间因素

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城市或区域成长为科技创新

中心的路径和类型各有差异。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与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
pany）根据城市不同的区位优势，把全球科技创新中

心分为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以新加坡、台湾新竹为

代表的“政府扶持型”、以印度的班加罗尔为代表的

“市场导向型”和以美国硅谷、纽约为代表的“大学驱

动型”。[1]“大学驱动型”这类科技创新中心的区位优

势是知识密集，集聚了相当规模的创新型人才，其成

长路径是通过大学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人才培

养服务科技创新城市和区域的发展。
与其他城市相比，纽约的优势是拥有丰厚的教

育资源。分布在纽约市的大学有30多所，[2]根据卡耐

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有哥伦比

亚大学、纽约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大学是美国大学协会成员，哥伦比亚大学还是

“常春藤联合会”成员。在2014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哥
伦比亚大学列第8位、纽约大学列27位、洛克菲勒大

学列第33位。受技术和知识溢出的地理临近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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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相对于其他地区、州和国家的教育资源，纽约

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与其顶尖研究型大学有着

紧密关系。围绕知识、技术、人才等核心要素，研究型

大学通过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吸引和集聚一流人

才、推动孵化器建设等，提升了纽约科技创新能力。
随着纽约从“财富驱动”的传统金融城市向“创

新驱动”的科技创新型城市逆向转型，对大学的要求

也随之发生改变。首先，要求大学瞄准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前沿，有前瞻性地发展和开拓新的学科发

展方向，建设与新兴技术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群、跨
学科研究中心。例如，“纽约媒体2020计划”要求大学

创立新的媒体实验室，主要致力于提升新媒体科研

面向应用转化的能力和水平，挖掘新媒体科研成果

的实践应用价值；其次，要求大学拥有一批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学家、学科带头人，产生出大量革命性、颠
覆性的重大原创科研成果，成为全球重大原创技术、
新技术的策源地；[3]再次，为了推动成果的研发和转

让，纽约州大学董事会要求各大学系统积极探索和

发现与纽约发展相关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催生大批

新兴产业；最后，要求大学适应纽约产业发展的需

要，使人才培养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相匹配。纽约全

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定位，意味着纽约需要更多的

应用科学和工程类人才。

二、研究型大学在纽约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中的作用

1.发挥学科优势，对接新兴产业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是纽约抢占未来科技发展制

高点的重大战略。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节
能环保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是纽约未来产业的发展

方向，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
纽约市研究型大学拥有一批有优势、有特色的高水

平学科群，不仅能够支撑产业的发展而且能够引领

产业发展的未来。以国际通行的学科计量分析数据

库（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划分

的22个学科领域的世界科研机构水平排名为例，哥

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洛克菲勒大学这三所纽约市

研究型大学共有75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有27个

学科（哥伦比亚大学15个、纽约大学8个、洛克菲勒大

学4个）进入全球百强，其中与纽约市新兴产业[4]———
电子信息、生物医学、新材料、节能环保等相关计算

机科学、医学、等学科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见表1）。

数 据 来 源 ： 根 据 http : //esi .webofknowledge.com/home.

cgi，http :www.nyu .edu/students/graduates/prospective-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studies-at-nyu.html，http://www.rockefeller.edu/

research/intercenter/整理。

表 1 纽约市研究型大学对接纽约市新兴产业的

学科与研究中心情况

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依赖于交叉学科的支撑。
纽约市研究型大学围绕新兴产业发展需求，面向科

技前沿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建立了一批世界级的研

究中心（见表1）。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材料研究科

学与工程中心———因探索出微波传导获得诺贝尔

奖，目前专注于研究新型的纳米晶体；基因组中

心———在生物学和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

医学研究中心———产生了多项重大原创成果，其中

包括世界首例成功实施的儿童心脏移植手术、荣获

诺贝尔奖的心导管检查医疗手段、第一次使用苯妥

英治愈癫痫等等。
凭借纽约市研究型大学的学科优势和世界级的

跨学科研究中心，纽约市吸引了一批高科技创新型

企业，形成了地理空间上的创新集群，带动了产业转

型升级。
到目前为止，纽约成功吸引了微软、谷歌、雅虎、

3COM等高科技公司入住，辉瑞、惠氏等生物医药企

业也已将总部或者研发机构设在纽约，苹果、台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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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世界芯片巨头纷纷在纽约建厂，全球最大的移动

互联网芯片基地也落户纽约等。[5]

2.集聚全球顶尖科学家，产生引领科技发展方

向的原创性成果

研究型大学是全球顶尖人才集聚的场所。拥有

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大师，不仅决定着大

学的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更是城市基础研究

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一支主力军。
纽约市研究型大学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

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科学家（见表 2），是城市科技创

新的引领者。全球顶尖科学家主要包括诺贝奖获得

者、拉斯克医学奖获得者 （Lasker Medical Re－
search Awards，美国最具声望的生物医学奖，诺贝

尔奖的“风向标”）、美国科学院院士、高被引科学家

等。各类顶尖人才集聚，科学领域涵盖了生物学、化
学、医学、电子科学、经济学、材料学等领域，产生的

重大研究成果推动了纽约市产业的快速发展。以生

物医学为例，哥伦比亚大学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坎

德尔教授研究发现了“突触的效能如何改变以及涉

及哪些分子机理”，这对理解人体大脑的正常功能、
信号传导紊乱如何引发神经或精神疾病至关重要。
借助于此项发现，人们已成功研制出治疗帕金森氏

症的新药物。 [6]此外，诸如“发现DNA是遗传的基

础”、“证实胆固醇和心脏疾病之间的相关性”、“确认

病毒导致癌症”等来自洛克菲勒大学科学家的重大

研究突破，均推动了纽约市生物医学产业的发展。

数 据 来 源 ： 根 据 http://www.nasonline.org/member-directory/?

referrer=http://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rg/?referrer=https://www.

google.com/ http://www.rockefeller.edu/about/awards/lasker/、http://

fiveyear.columbia.edu/nobel_winners.php、http://www.rockefeller.

edu/about/awards/nobel/整理。

表 2 分布于纽约市研究型大学的全球顶尖科学家

3.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催生大批新兴高科

技企业

美国学者罗杰·米勒和马塞尔·科特指出: 是否

存在提供高技术创业相关信息是决定一个地区创业

活动发展的关键。[7]为了加强与企业的交流、提高大

学的技术创新能力，纽约市研究型大学设立了服务

科研成果转化的中介组织。如哥伦比亚大学科技创

业公司（Technology Ventures）、纽约大学工业联络办

公室（office of Industrial Liasion）、洛克菲克大学科

技转化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等。这

类组织或是隶属大学的一个部门，或是自负盈亏的

商业实体，一方面为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科研成

果寻找市场，另一方面将企业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

传达到学校。通过中介组织的“牵线搭桥”，纽约市研

究型大学科技创新与市场紧密联系，创新成果与企

业需求相适应，科技成果转化率高，为纽约市全球科

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提供强大而持久的技术支撑。据

统计，纽约大学工业联络办公室（office of Industrial
Liasion）累计授权专利共767项，其中接近60%已经在

生产中得到应用，超过70家新成立的创业公司依赖

于纽约大学提供的科技成果。[8]2007-2011这5年间，

专利总收入为18亿美元，在全美高校中排名第一，这

部分收入又用于纽约大学开展进一步的研究。[9]

面对纽约市新兴产业的需求，自2010年起，纽约

大学开始设立创新创业基金 （Innovation Venture
Fund），专门用于投资于初创的新兴企业，尤其是高

新技术企业，包括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清
洁技术等领域。该基金与其他风险投资公司和天使

投资合作，投资对象为在校的学生和教师，每年大概

资助5-6家企业，投资金额在10－20万美元之间。目

前，创新创业基金已经帮助集成电路、触摸屏、新型

抗生素等纽约大学一批高科技产品投入市场。[10]哥

伦 比 亚 大 学 于 2014 年 成 立 创 业 实 验 室（Starup
Lab），主要为初创企业提供商业建议与咨询。经过遴

选，有45家初创企业（包括电子商务、神经科学、新媒

体等）获得进驻实验室资格，所有企业的创办人都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这些举措充分发挥了研究

型大学科技创新对城市产业创新的引领作用。
此外，纽约市研究型大学通过建立科技企业孵

化器／大学科技园（见表3），为高新企业的成长提供

物理空间、基础设施和服务，提高创业成功率。大学

孵化器是由高校主办的培育和扶植高校新创科技企

业的服务机构，其孵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培育创业精

神、构建公共平台、建立信息网络等方面。[11]为了对

接新媒体、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纽约大学

自2009年起建立了丹波孵化器 （DUMBO Incuba－
tor）、瓦里克街孵化器（Varick Street Incubator）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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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源孵化器（ACRE Incubator），帮助初创阶段的企

业迅速成长。到目前为止，在孵企业59家，已成功孵化

35家新兴企业（新材料、信息技术、清洁技术），累计提

供900个就业岗位，对纽约市产业调整、升级有带动作

用；对接生物医学产业，哥伦比亚大学分别于2005年

和2013年 建 立 奥 杜 邦 生 物 医 学 科 技 园（Audubon
Bio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和哈莱姆

生物空间孵化器（Harlem Biospace Incator）。奥杜邦

生物医学科技园是纽约市唯一一家生物技术的孵化

器，通过开发生物技术，加速了生物医药从实验室到

临床的速度。目前聚集了46家新公司，其中有13家生

物医药公司。作为纽约市第一个依托大学创建的研究

园区，奥杜邦生物医学科技园为孵化区提供组织与结

构上的支持，促进了生物技术的发展以及医疗卫生领

域的改善。同时，通过与私营企业进行合作研究以及

创立生物医学相关的新型企业，为纽约市的经济增

长做出贡献。哈莱姆生物空间孵化器于2013年秋季

开放，为24家生命科学初创企业提供实验室、净化工

作台、专业实验设备、商务支持、培训辅导等，服务纽

约快速发展的生物科技产业。

资料来源：根据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官网整理。

表 3 纽约市研究型大学建立的孵化器／科技园

4.培养创新型人才，输送高质量毕业生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新兴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大量

拥有高素质、高技能的人力资本，即知识型劳动力的

推动。多伦多大学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Meric S.

Gertler指出，人们普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公共研究

基金委员会给大学提供资金支持，大学产生的价值

按科研成果、专利收入等衡量就足够了。虽然这是大

学服务城市、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人力资本。[12]与研发

相比，大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地通过人力资本

的开发来实现。[13]大学不仅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

力，而且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大多

会留在读书的城市，成为企业创新的核心力量。在由

高等教育机构所提供的多种分类功能中，存在一种

地理分类，即外地生源毕业后，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当

地（他们接受教育的地区或者国家）。[14]纽约市大学

的毕业生在纽约市劳动力市场起重要作用，据统计，

有80%的本科生毕业后仍留在纽约。[15]2009-2014年

间，仅哥伦比亚大学就授予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
士学位8.1万个。[16]这些毕业生将新知识、新理念、企
业家精神带到纽约市，为产业界提供大量高科技人

才，成为城市科技创新的主要推动力。高素质的人力

资本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系统的产出，而且有助于

催生高技术产业，引导一般性资源流向高技术产业。
为了应对纽约市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对人才的需

要，纽约市大学主动调整人才培养的层次和结构，与

人才需求相匹配。近些年来纽约市的经济产业结构

发生了明显转型，从以制造、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

为支柱的传统行业开始向智力、文化和教育行业转

型。[17]在2000年至2010年之间，制造行业的岗位下降

了39.1%，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的工作岗位整体

下降了6.2%，智力、文化和教育上升了22.4%。[18]与之

相对应的是，近10年来纽约市大学授予的教育学学

位增加了143%，视觉与表演艺术学位增加了130%，

传媒学学位增加了83%，而授予的工程技术学位下

降了13％。[19]纽约市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结构的调

整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符合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

展的需要。

三、我国研究型大学服务全球科技创中心建设

存在的不足

与纽约市三所研究型大学相比，我国研究型大

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原创性突破性成果较少，

顶尖人才相对匮乏，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对城市产

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的贡献度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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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层级制的学术治理结构抑制了跨学科的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原创性成果的产生依

赖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国外越来越多的大学将促进

跨学科研究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设立众多规

模层次不同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以哥伦比亚大学为

例，2004年该大学已经拥有277个跨学科研究机构，

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学系的数量。[20]再比如洛克菲勒

大学没有设立学系，而是直接在实验室和医院的基

础上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大学研究正在经历

从同质的、学科的、分等级的传统模式向一种异质

的、跨学科的、水平的和流动的新模式转变。[21]然而，

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组织机构主要是按照人才培

养的要求纵向设置院、系、室等机构，缺乏科研机构

和横向设置。这种层级制的学术治理结构不利于学

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学科之间的“围墙”往往是影响

跨学科研究顺利开展的一根“倒刺”。
2.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难以发挥研究型大学

科技创新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中的引领作用

从纽约研究型大学服务纽约建设全球科技创新

中心的经验来看，纽约三所研究型大学不仅提供高

质量人才、产生大量原创性成果，还通过多种途径孵

化高新技术产业，发挥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在新经

济增长点培育中的引领作用。近几年我国一些研究

型大学，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在

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从全国范

围来看，大部分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依

然存在科研与经济互相脱节的现象。据统计，我国所

有高校每年的科技成果在6000-8000项之间，但真

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却不到10%。[22]

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抑制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效

率，具体表现在：第一，科研成果评价机制不合理。
我国研究型大学过于注重对科研成果的理论水平和

学术价值进行评价，缺乏对科研成果实际应用水平

的评价, 尤其是对成果的创新性、产业化后取得的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没有明确的要求。在这种评价

体系下，教师往往重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的数量，而

忽视了科技成果的应用，导致大量具有市场潜力的

创新成果被束之高阁。第二，缺少大学与外部企业进

行信息交流的“中介机构”。我国大多数研究型大学

尚未建立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技术转移工

作一般由科研处下的成果科具体负责，管理人员多

为兼职，缺少既懂市场又懂技术的专职人员。大学、
科研工作者和企业三者之间缺乏交流机制和平台，

导致信息交流不畅。第三，风险投资机制不完善。科

研成果转化一般要经过研究、中试和产业化阶段，这

三个阶段发达国家的资金投入比是1∶10∶100，而

我国仅为1∶0.7∶100。由于缺乏资金投入，使很多

科研成果得不到二次研究、开发和应用。
3.顶尖人才匮乏，原创性成果相对较少

高校与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紧密结合，重要的

是基础研究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坚实后盾，从而

不断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通过我国“千人计

划”和各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实施，部分研究

型大学汇聚了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领军人才和

战略科学家，进而催生了一批一流学科和实验基地。
从支撑纽约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研究型大学所

拥有的高被引科学家数量来看，我国研究型大学顶

尖人才仍然匮乏，原创性、突破性成果较少，基础研

究水平难以有效支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四、推进我国研究型大学服务全球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的路径

1.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资源，重点建设一

批高水平学科

我国研究型大学要在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

做出贡献，必须立足现有基础和优势，对接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支柱产业，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和

趋势，选择一批重点领域重点突破。目前，我国36所

研究型大学中 （依据《2015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

告》），共有15个学科领域进入ESI排名，8个学科领域

（化学、物理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药理学、数学、
计算机科学、农业科学）进入全球前100名。现有的优

势学科可以较好地支撑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信息

技术领域的发展。但在生物学、传媒学、环境科学与

生态学、临床医学等学科方面还不具备支撑产业发

展的能力。我国研究型大学应整合各类学术资源，聚

焦微电子、生物医药、高端设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尽

快建设若干个国际一流水平的标志性学科。
2.加强跨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形成多学科交

叉融合的新模式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关键重大技术的突破

需要多学科的支撑与协同。我国研究型大学应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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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创新科学运行机制，面向产业需求，推进跨学科研

究。一要推进跨学科的科研组织形式创新。打破原有

学科壁垒，融合学科优势，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关键技术问题，建立由多学科专家、教授组成的跨

学科研究院或研究中心；二是推进跨学科考评机制

创新。与传统学科相比，跨学科涉及多学科的交叉渗

透，其成果的孕育周期和产生的时间较长。因此，在

进行考评时，不能只用论文、成果数量等指标进行测

算，应注重跨学科研究中心核心作用的发挥，设立由

各领域专家组成的跨学科研究委员会对交叉学科研

究中心进行评估和考核。
3.建立专业化的中介组织，搭建完善的信息交

流平台

大学是一个松散联合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里

要顺利进行科研成果转化，必须要建立大学与外部

社会信息交流机制。[23]纽约市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

转化的经验之一是建立专业的中介组织。我国研究

型大学应设置独立的、商业化运作的技术转移办公

室，连接企业需求和大学科研产出，设计科研成果市

场化路径，保障科研成果转化的信息畅通。
4.推进大学孵化器和科技园建设，催生高新技

术企业

大学孵化器和科技园为高校师生提供了一个系

统的微观环境，这个微观环境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基

础设施和一系列服务，便于他们通过创办高新技术

企业，使大学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上海现有8家被科技部、教育部认定为国家大学科技

园，成为上海新兴产业与新技术的重要孵化基地。大
学科技园及科技企业孵化器要立足于企业需求，通

过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鼓励

大学孵化器和科技园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结

合自身优势和创业企业特点，搭建关键共性技术服

务平台，加强与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合作，形成各具

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5.重视顶尖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发挥研究型大

学人才的集聚效应

重大创新成果不断产生、高效转化、推动产业发

展，关键靠顶尖人才。我国要创建全球科技创新中

心，就要营造包容的生态环境，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人

才引进计划，建立更加灵活的人才管理制度。通过提

供较高的工资待遇、进行科研创新的物质硬件和政

策软环境，面向产业需求，吸引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

沿、引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科技领头人和

发明家。通过发挥领军人物的带动作用，实现本地区

人力资本开发，吸引更多的全球性人才。
6.优化人才结构，培养创新型人才

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上海产业调整需要，优化

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和专业设置结构。逐步建立高等

学校主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的引导机制, 促进高等

学校更好地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专门人

才。依据我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

战略,特别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对高

层次人才的紧迫需，实施优秀人才培养卓越教育计

划。采用产学研联盟、国际合作等方式，重点加强金

融贸易、物流航运、工程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人

才培养。
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

目“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研究型大学发展方式研究”
（ZXZY507002）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翁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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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se China's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ree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New York City

Su Yang & Zhao Wenhua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must take the innovation center as the source
and engine.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undertake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nd play a supporting role in developing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Taking New York City as an example, the article focus on the role of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building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Studies shown that, by developing subject advantages, attracting top scientists, establishing
the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cultivating more innovative talents,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successfully helped New York City become a cen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s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China's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to seve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Key words: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y，New York City，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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