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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系统视角下的创新联合体建设
———以美国纽约州纳米产业为例

彭慧东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州 5 1 02 7 5)

摘要:产业创新联合体的建设对于高科技发展至关重要。创新联合体的建设与架构者密不可分。产业创新系统理

论认为架构者是产业内部引导各行为体朝着共同目标协同进化的组织。架构者在政府的赋能下改进制度环境,创

建创新网络,扩散知识库,拓展和创造需求,推动创新联合体的形成和运行。纽约州纳米产业发展经验体现了这一

机制的运行过程。该州经验表明,建设创新联合体应注重扶持作为架构者的公立科研机构,改革知识产权转移制

度,完善科研人才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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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创新联合体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

一环[1]。创新联合体是一个较新的话题,目前相关

研究还不充分。已有关于创新联合体的研究主要

有两类:一类研究关注创新联合体促进技术创新的

相关机制。研究者们认为创新联合体能促进研发

绩效[2]、转变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产业结构[3]、加快

后发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4]。另一类研究探讨创新

联合体的形成机制。学者们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创

新联合体成员合作的动因[5]以及创新联合体建设的

制度保障、理论指导和组织模式[6-7]。已有研究丰富

了学术界对创新联合体的理解,但仍存在不足。一

方面,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发达国家区域层面创新联

合体的构建机制。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创新联合

体内部行为体间互动关系的分析还不是很充分。
本文试图借鉴产业创新系统相关理论,以纽约

州纳米产业为例,探讨区域层面创新联合体的建设

机制。

1 产业创新系统视角下的创新联合体

1.1 产业创新系统和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联合体在学术上尚未有公认的定义。一

般而言,创新联合体是由各创新主体为实现技术进

步和成果转化而组建的契约组织[8]。已有研究不足

之处在于对创新联合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

系关注不够。产业创新系统理论可以很好地解决

这一问题。从功能上来说,创新联合体实质上是一

个产业创新系统。Malerba 在创新系统理论和演化

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创新系统理论[9],为研

究者理解创新联合体的构成要素提供了启发。
产业创新系统认为技术进步和成果转化与产

业系统内部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密不可分。一个

产业创新系统包括以下要素[9-1 2]:①行为体,指影响

技术创新的组织和个人,包括企业、政府、大学、科
研机构、金融机构、科学家、企业家等;②网络,指行

为体之间市场性和非市场性的关系;③市场需求,
指消费群体可能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由行为

体创造;④制度,包括政策、规章、法律、惯例等,制
度对行为体的认知和行为有重要影响;⑤知识库,
指行业性技术知识的集合体,各行为体共同建造了

特定行业的知识库。
产业创新系统从一个动态的、互动的视角理解

技术进步和成果转化,极具启发性。然而,该理论

也存在不足。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指出了产业系统

的核心要素,但对要素之间互动的机制以及互动的

协调者等问题并未做详尽的分析。Malerba[9]的产

业创新系统理论缺乏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将各行为

体组织起来,实现系统内部的良好协作。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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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理论有助于弥补这一局限。
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成员间相互依存,以实

现技术进步和价值创造为目标的联合组织[1 3-1 4]。
其核心要素包括活动、行为体、位置和关系。依照

角色和影响力的差异,行为体可分为核心行为体

和非核心行为体[1 5]。核心行为体整合产业链上下

游,促进信息和资源流动,协调行为体间的关系,
在生态系统中起关键作用[1 6]。有学者进一步研究

指出,在核心行为体中,架构者(architect)尤其重

要[1 3-1 4]。“架构者”为整个生态系统确立目标,协
调系统成员之间的关系,促使成员朝着同一目标

协同进化[1 7]。
创新联合体实质上是一个产业创新系统。在

创新联合体中也存在着一个架构者。架构者是创

新联合体中的关键行为体。它协调行为体间关系,
改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扩散知识库,制造需

求,推动技术进步和成果转化。架构者这一要素的

引入完善了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有助于理解创新联

合体的形成机制。

图 1 架构者主导的创新联合体建设和运行机制

1.2 产业创新系统视角下架构者主导的创新联合

体建设

如前所述,创新联合体的建设和运行需要良好

的制度环境、顺畅的创新网络、被激发的知识库和

不断更新的需求。架构者在创新联合体的建设中

起主导作用。架构者通常是产业体系中拥有较多

资源和较强协调能力的行为体。在有些情况下,政
府会赋 能 特 定 的 行 为 体,协 助 其 建 设 创 新 联 合

体[1 7]。架构者有如下功能(图 1):

1)架构者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塑造有利于联

合体建设和运行的制度环境。架构者通过改进制

度环境,能有效激发各行为体活力,最终达成系统

层面的目标。
2)架构者构建并维护产业创新网络。行为体

之间通过合作关系结成产业创新网络。研究者指

出,产业创新网络包括研发网络、生产网络和市场

推广网络[18]。架构者在构建和维护产业网络中起

重要作用。

3)架构者整理并扩散场景相关知识库。知识

库的扩散可以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成果转化的

效率。

4)架构者联合其他行为体创造并更新需求。
需求不会自动出现,其形成涉及到多个行为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架构者可以协调各行为体,搭建供给

和需求之间的桥梁,甚至创造新的场景和需求。

2 研究设计和案例描述
为了验证以上分析框架的有效性,研究选择纽

约州纳米产业为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为案例研

究。案例研究有利于厘清复杂的互动关系和因果

机制[1 9],适合用来阐释创新联合体的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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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产业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被誉为引发新

一轮工业革命的先进技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

都有重要意义。这一产业技术门槛高,投资规模

大,对产业链协作要求高。探析纳米产业中的创新

联合体建设有助于理解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机

制,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政策启示。
纽约州的纳米产业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该

州研发机构分别于 20 1 5 年和 202 1 年研制出了世界

上最先进的 7 nm 和 2 nm 计算机芯片制造技术[20]。
更引人注意的是,纽约州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

展的动力。2002—2008 年,仅在纽约州首府区,纳
米产业相关就业人数增加了 34.2%,远超美国全国

同期平均值(7%)和一些美国高科技中心相关数值

(如在德州奥斯汀该数值为 8.6%)[21]。纽约州在纳

米技术领域的成就受到美国政界、学界和产业界的

广泛认可,其发展经验被总结为“纽约州纳米技术

发展 模 式”(New York’s Nanotechnology Mod-
el)[22],值得重视。本文对纽约州纳米产业的发展历

程进行分析,探究创新联合体的发展模式,以期为

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案例使用的材料来自纽约州纳米科学与工程

学院(以下简称纳米学院,College of Nanoscale Sci-
ences and Engineering,SUNY Poly)官网以及纽约

州当地报纸官网。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作者还对

部分纽约州纳米学院职工和纽约州金融机构工作

人员进行远程视频访谈。访谈时间范围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

3 架构者主导的创新联合体建设:以纽约州

纳米产业为例

3.1 得到政府赋能的架构者:纽约州公立科研机构

纽约州政府长期以来都重视发展高技术产业

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纽约州政府

对公立科研机构进行赋能,使之成为高技术产业发

展的推动者。政府赋能指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增加

特定行为体资源,提高行为体能力的过程[23-24]。纽

约州从事纳米科技研究的公立科研机构主要是纽

约州立大学系统内部的研究机构,主要包括 2004 年

成立的纳米学院及其前身纳米技术卓越中心(the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Nanoelectronics and
Nanotechnology)和先进技术中心(Centers for Ad-
vanced Technology)。

纽约州公立科研机构在政府的赋能下获得了

许多资源(如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廉价土地、关系

网络等)。在这些资源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才和资

金支持。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纽约州政府为

提高工业界的科研实力,在高校投资建立了多个先

进技术中心(Centers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重点发展可应用于工业界的信息科技和生物技术。
此外,纽约州政府还特别注重引进高新技术领域一

流的科研人才。1987 年,时任纽约州州长 Mario
Cuomo 开始向州立大学资助大量经费,并鼓励大学

高薪聘请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一位学者就

是在纽约州高技术产业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Alain Kaloyeros。他于 1 9 88 年进入纽约州立大学

奥尔巴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以下简称奥尔巴尼分校)任职。Kaloyeros
教授非常注重科研成果在工业中的应用。在他的

积极运作下,IBM(全称为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是一家生产计算机硬件包括

半导体器件和软件并提供咨询的大型跨国企业)和
奥尔巴尼分校与 1 9 88 年达成合作,致力于将 CV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技术运用到半导体产业

中去[25]。这次合作使纽约州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之

间的联系变得紧密,对纽约州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
公立科研机构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履行架构者

的职责,推动创新联合体的建设和运行。具体而

言,公立科研机构协调行为体间关系,改善制度环

境,建立创新网络,扩散知识库,创造并更新需求以

促进技术进步和成果转化。

3.2 公立科研机构对制度环境的改进

制度环境对创新联合体的建设和运行有重要

影响。纽约州的公立科研机构领导人在美国政治

制度的框架下,积极游说地方政府,为纳米产业的

发展 创 造 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纳 米 学 院 负 责 人

Kaloyeros 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向州议会议员和时

任州长 Pataki 说明政府支持对于纳米技术研发的

重要性。Kaloyeros 强调纳米产业发展对经济增

长、就业率以及选民支持的影响,打动了州政府领

导人。Kaloyeros 的游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纳米

产业政策的出台。例如,州政府推行多项政策对电

子信息产业和纳米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如实验室)
进行财政补贴,促进了纳米产业的壮大[25]。

其次,公立科研机构还积极推动科研人员管

理制度的变革。纳米学院倡导一套独特的人才评

价机制。机构在招聘和考核教职工时,不过分依

赖传统 学 术 评 价 标 准(例 如 高 影 响 因 子 学 术 论

文),而更看重教职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强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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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学术界合作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在

2 0 1 0 年,超过 1/3 的终身教职获得者拥有在工业

界工作的经验。部分教职工加入纳米科学与工程

学院前在知名企业(如 IBM 和半导体技术制造联

盟)从事研发工作,与企业联系紧密,对企业需求

有深入了解[2 1]。这为纳米学院展开工业应用导向

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具体考核时,纳米科

学与工程学院关注的一个重点是教职工与企业的

合作(如从企业获得研发经费的数量)。促进学院

和工业界的合作乃是教职工的重要职责。这一人

才评价机制激励科研人员将自己的研究和企业需

求结合起来,有助于强化创新联合体内部各行为

体之间的联系。

3.3 公立科研机构对创新网络的构建和维护

公立科研机构在政府的赋能下加强与工业界、
教育界和金融界的联系,构建了内部紧密协作的创

新联合体。

3.3.1 强化科研机构和工业界联系

在州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公立科研结构建设了

一流的基础设施,以此吸引大量企业与之合作。

2001 年,州政府决定在有纳米技术基础较好的州立

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建立纳米技术卓越中心(纳米学

院前身)并与 IBM 合作在该校建立了一个试验用

1 2 英寸芯片生产线。其中州政府投资 5 000 万美

元,IBM投资 1 亿美元[25]。这个芯片生产线安装了

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配套设备(如首个 1 9 3 nm 浸

润式光刻系统),致力于运用纳米技术提升芯片制

造水平。IBM 可借助这些先进的研究设施进行技

术研发,而不必完全通过自己投资来购买这些设

施。这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研发成本。同时,与科研

机构合作也有利于企业增强自己的研发实力。与

IBM合作对奥巴尼分校也有益处。该校可利用

IBM提供的设备、经费和信息提高研究水平和研究

成果在工业界的转化率。
作为国际知名的科技企业,IBM 与奥巴尼分校

的合作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众多企业和企业

集团被奥巴尼分校的一流研究设施、州政府的优惠

政策和 IBM的雄厚实力所吸引,纷纷来到纽约州投

资,希望利用该州资源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2002 年 7 月,半导体制造技术(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联盟 Sematech 宣布与

州政府和 IBM 在州立大学建立一个研究中心[22]。

Sematech 在 5 年 内 投 资 1 亿 美 元,州 政 府 资 助

2 000万美元,而 IBM 则提供研究所需设备。该中

心将利用州立大学已有的 1 2 英寸芯片生产线进行

极紫外光刻技术(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研究。紧随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的是日本的半导

体设备制造商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 Limited)。
东京电子在 2002 年 1 1 月宣布将投资 3 亿美元与纽

约州立大学合作,建立该企业第一个从事半导体设

备和制作工艺方面的海外研发中心。纽约州政府

也为这个中心提供 1 亿美元的经费。东京电子来首

府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纽约州的公立科研

机构拥有先进的研究用 1 2 英寸芯片生产线,与该校

合作可以降低其进行技术研发和工艺测试的成本。
在接下来十多年里,公立科研机构陆续与国际知名

企业如应用材料、东京电子、美光科技、英飞凌等合

作并创建技术联合体,如国际纳米光刻技术联合体

(the International Venture for Nano-lithography),
连接了产业链上下游,有力推动了企业间的协作。

公立科研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中立的共

享研究空间。这被有些学者称之为产业公地(in-
dustrial commons)[26]。这些最先进的设备可以被

不同的半导体制造商、材料和设备供应商租来使

用。他们可以借助这些设备和专业人员进行生产

过程的调试。先进设备通常造价高昂,且通常带有

一些只有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才会发现的瑕疵。设

备制造商一般会在下一次的生产过程中改进,推出

新的产品。对于造价高昂的设备来说,这种改进方

式成本太高。制造商想在第一代产品的生产过程

就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决掉。这时

候一个试验性的生产线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在芯

片制造领域,生产线的造价极其高昂(如台积电

1 2 英寸芯片生产线的造价高达 200 亿美元)。为调

试设备而建立试制生产线会给设备制造商带来巨

大的财政负担。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求与

设施完备的科研机构的合作。公立科研机构的存

在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政府赋能的公立科研机构不仅帮助企业降低

了成本和风险,同时对政府自身也有很多益处。从

科研机构的角度来看,先进的研究设备使得科研机

构可以从工业界获得大量研发经费不断提高研发

实力。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先进研究设

备使得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相对其他地方政府有

更多优势。这种模式促进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之

间形成良性互动。

3.3.2 倡导适应产业需求的高等教育

纽约州的公立科研机构还倡导适应产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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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等教育,为纳米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随着

公立科研机构吸引来的高科技企业越来越多,纽约

州对人才尤其是一线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
为应对这一情况,纳米学院不断优化相关项目设

置,为企业培养具有研究生学位的研究型和高级管

理人才。但除研发和管理人才外,当地企业也需要

大量一线技术工人。为满足高科技企业对应用型

人才的需求,当地的教育机构与纳米学院合作培养

能够胜任一线作业的工人。州政府资助的社区学

院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社区学院提

供两年制的副学士学位项目,注重理论与实践结

合,为 当 地 企 业 培 养 大 量 实 用 型 人 才。例 如,

2005 年,哈德逊谷社区学院启动了一个名为半导体

制造技术的副学士学位项目。该项目的课程内容

完全根据企业的需求进行制定[25]。进行学生第一

年学习电子工程类课程,第二年则可修读半导体制

造的相关课程。在第二年的第二个学期,学生利用

纳米学院的设施(如芯片生产线和无尘室)学习如

何操作相关设备(如刻蚀机),积累一线工作经验。
许多学生一毕业就直接到与纳米学院有合作关系

的企业(如格芯和通用电气)工作。这些社区学院

培养的一线技术工人为当地纳米产业提供了重要

的劳动力来源。

3.3.3 建立与投资界的联系

公立科研机构还积极建立纳米制造企业与投

资界的联系。例如,纳米学院出资并牵头组建纽约

上州投资协会(Upstate Capital Association of New
York)和纽约州纳米科技协会(New York Loves
Nanotech Consortium),为纳米产业的发展提供资

金支持。纽约上州投资协会的成员包括风险投资

公司、私募基金公司、天使投资、公立科研机构、州
政府等。这一投资协会为纳米产业的发展提供资

金支持,促进了纳米科技成果的商业化。此外,公
立科研机构还直接鼓励投资机构对纳米产业进行

投资。201 9 年,知名半导体制造商应用材料下属的

风投子公司就在纳米学院的动员下对纽约州上州

的中小型纳米相关企业注资 2 000 万美金。
在公立科研机构纳米学院的协调下,纽约州逐

渐建立起以政产学研金(即政府、企业、大学、科研

机构、金融机构)为核心的产业创新网络。

3.4 公立科研机构对知识库的扩散

纳米学院还积极整合并扩散知识库。纳米学

院对知识库的核心—专利尤为重视。纳米学院的

技术转移办公室和州立大学的研究基金会(SUNY

RF)合作建立纳米技术专利数据库 SUNY Tech
Connect 和 SUNY Flintbox,整合纳米行业相关专

利。这些数据库将纳米学院研发的纳米技术按照

“使用场景和技术特征分类”,为专利在不同创新行

为体之间的流动奠定了基础。通过关键词搜索,企
业和相关科研机构可以方便地查询相关专利。此

外,纳米学院的知识产权办公室还通过展会、学术

会议等形式向工业界介绍纳米专利,促进专利在工

业界的扩散。

3.5 公立科研机构对需求的拓展和创造

公立科研机构也注重拓展市场需求甚至创造

新场景和新需求。在州政府的支持下,纳米学院建

立的纽约州纳米科技协会向全世界推广纽约州的

纳米产业,拓展全球市场。纽约州纳米科技协会积

极参加全球各种工商业展览会,介绍纽约州的纳米

产品(如高端芯片、纳米医药)。同时,该协会每年

还在当地组织会议,邀请工商业领袖参加,并在会

议上推广纽约州的纳米产品。
除开拓市场外,公立科研机构还制造新场景,

创造对纳米产品的新需求。例如,纳米学院倡导在

办公大楼和宿舍采纳纳米新能源技术,以此推动新

型纳米技术的商业化。同时,纳米学院还与国外政

府(如日本)达成合作意向,建设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场景,在公共部门的办公大楼推广纳米能源技术。

3.6 公立科研机构和创新联合体的运行

近年来,在公立科研机构纳米学院的协调下,
纽约州的纳米产业创新联合体运行良好。纳米学

院延续了之前与企业合作的模式,继续推动纽约州

纳米 产 业 的 发 展 壮 大。例 如,201 5 年 通 用 电 气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在州政府的支持下与

纳米学院合作建造一个功率半导体制造厂。201 6
年,格芯(GlobalFoundries)宣布将投入数十亿美元

和纳米学院合作研发 7 nm 芯片制造技术。201 7 年

丹麦企业丹佛斯硅动力(Danfoss Silicon Power)联
合通 用 电 气 与 纳 米 学 院 合 作 生 产 功 率 模 块。

201 8 年,州政府宣布与应用材料在纳米学院共同投

资 8.8 亿美元建设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中心。202 1
年,IBM与纳米学院合作研发出世界上首块 2 nm
制程的芯片。这一系列项目的顺利开展意味着,纽
约州纳米产业创新联合体的运行机制已趋于成熟。

在继续与半导体产业相关企业保持密切合作

的同时,纳米学院也积极与其他产业开展合作。例

如在 20 1 5 年,纳米学院与能源产业巨头国家电网

(National Grid)达成合作。国家电网投资在纳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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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建立试验台(包括一个太阳能发电厂),研究利用

纳米技术开发可再生能源。这些合作的成功开展

说明纽约州纳米产业创新联合体的业务范围从半

导体逐渐拓展到其他领域,规模不断壮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架构者是产业创新系统中引导各行为体朝着

共同目标协同进化的组织,在政府的赋能下可以有

效推进创新联合体的建设。架构者在政府的赋能

下改进制度环境,创建创新网络,扩散知识库,拓展

和创造需求,推动创新联合体的形成和运行。本文

以美国纽约州纳米产业为例,阐明了这一机制的运

行过程。

4.2 理论贡献

本文将产业创新系统理论和创新生态系统理

论结合起来,对创新联合体的形成机制做了理论解

释,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术界对创新联合体的理

解。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指明了技术创新过程中的

核心要素,但对要素之间的具体互动机制关注不

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架构者视角能较好地弥

补这一不足。借鉴这两个理论,从产业创新系统视

角理解创新联合体的形成过程,认为政府赋能的公

立科研机构能履行架构者责任,建设产业创新联合

体,促进产业创新系统的良性运行。

4.3 政策建议

纽约州纳米产业创新联合体的发展经验对中

国地方高技术产业发展有重要启示。

4.3.1 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公立科研机构

纽约州纳米产业的发展经验表明作为架构者

的高水平公立科研机构对创新联合体的建设以及

地方高技术发展都非常重要。纽约州政府斥巨资

建立公立科研机构-纳米学院,专攻纳米科技。大量

经费支持使得纳米学院能够购买更新研究设备,创
造一流的研究平台,不断吸引企业前来合作,由此

推动创新联合体的建设和发展。
公立科研机构与企业自己设立的科研机构不

同,其经费的重要来源是政府,具有公益性。州政

府是给州内的科研机构投资,而不是给特定的企业

投资。州政府投资建立的设施都在公立科研机构

内,州政府持续提供经费而不用担心企业会随时迁

走。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公立科研机构与州政府

合作,在科研机构内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或者租用

科研机构内的研究设备。公立科研机构这一研发

平台某种意义上成了纳米技术领域“产业公地”的

提供者。产业公地这一概念由 Pisano 和 Shih 提

出,意为某一产业内各个企业共享的知识和能力,
其物质载体主要是各产业共享的研发设施[26]。“产
业公地”是产业不断创新发展的基础。通过建设一

流设施,纳米学院为纳米产业提供了一块“公地”。
每一个与纳米学院合作的企业都可以使用“公地”
来种植自己的“作物”(满足产品研发需要)。通过

与纳米学院合作,企业可大幅减少研发成本和生产

风险。正是因为这一优点,各大企业才纷纷来到纽

约州投资建厂,以便就近利用纳米学院的研发平台。
地方政府可以学习纽约州的经验,建设特色鲜

明的高端公立科研机构和“产业公地”。目前中国

部分地区的研发机构也在努力建设“产业公地”(建
设多产业共享的研发设施),但其存在的问题是贪

多求全,没有形成自己独特优势。以中国南方某纳

米技术研发平台为例,该研发平台同时建设半导

体、生物医药和新型材料等多个领域的研发基础设

施,但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压倒性的优势。这种

状态很难吸引大型企业与之合作,因为类似的研发

机构(备选项)太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

州对“产业公地”的建设。在发展阶段初期州政府

结合州内存在半导体巨头这一现状,投入大量资金

建设半导体领域的“产业公地”。州政府集中发展

该领域,使得该州的半导体“产业公地”达到世界一

流水平,形成对其他同类机构的压倒性的优势。借

助这种优势,纽约州吸引大量龙头企业与之合作,
极大地推动了纳米产业的发展。纽约州的经验表

明,公立科研机构和“产业公地”建设要结合地方情

况,有所侧重,突出特色。

4.3.2 改革知识产权转移制度

纽约州纳米产业的发展经验还表明改革知识

产权转移制度,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强化创新联

合体的内部协作。科研机构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

头,这些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

供了不竭的动力。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很大程度

上受知识产权转移制度影响。中国现行的知识产

权制度存在一些不足,阻碍了科技成果转化。现行

专利制度规定科研机构中研发人员的创造发明主

要为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单位所有。2020 年最新修

订的《专利法》明确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

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

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

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

人”。在中国的教育管理体制下,这一规定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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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转移。中国高校绝

大多数为公立,高校科研人员的发明专利属国有资

产。知识产权的转移涉及政府和高校间错综复杂

的关系,程序复杂,一不小心就有国有资产流失的

风险[27]。这些因素干扰了科研人员进行科技成果

转化的积极性。相比较而言,纽约纳米学院科研人

员的创造发明虽然也归大学所有(准确说应该是利

用大学资源进行研发得出的科技成果归大学所),
但因大学自治权较大,处理专利权不受政府影响,
不用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知识产权转移相对

顺利。大学可与发明人签订专利收益分配合同,激
励科研人员进行成果转化。

为激励高校科研人员进行科研成果转化,需要

改革现有制度,增强大学自主权。部分高校做了一

些尝试。例如,西南交通大学实施“职务科技成果

混合所有制”,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由单纯的国

有改变为单位、个人混合所有,以此激励高校科研

人员个人开展可商业化的研究,推动高技术产业发

展[27]。这些改革是有益的,但其效果不很明显。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即便所有权归个人和单位混合所

有,这其中还会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大学/单

位是国有的)。如何理顺知识产权转化机制仍是一

个棘手的问题。纽约州经验表明增强大学自主权

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4.3.3 完善科研人才评价体系

纽约州公立科研机构中有关科研人才评价的

制度也值得借鉴。科研人才评价体系为科研人员

提供激励,引导其研究取向,对科技和产业都有深

远影响。目前中国高校科研人才的评价标准注重

论文和课题,不太重视科技成果在工业界的转化。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科研人员缺乏转化其研究成

果的动力,不利于高技术产业发展。为鼓励高校开

展面向企业需求的研究,中国可以学习纽约州的经

验,在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内采取鼓励产学合作的评

价体系。例如,在考核科研人员时,可更多关注专

利在工业界的转化率或获取企业经费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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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oral Innovation System Perspective on Building Innovation Consortium:
Evidence from New York State’s nanotechnology industry

PENG Huidong
(Center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School of Govern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 1 02 7 5,China)

Abstract:Building innovation consortia i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es.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consortia is closely
related to an architect.An architect is an actor in an industry which coordinat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ctors.With the government’s empow-
erment,the architect can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create innovation networks,diffuse knowledge bases,expand and create de-
mand,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consortium.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New York State’s nanotechnology
illustrates this mechanism.The story of New York’s nanotechnology industry enlightens us that several measures might be beneficial,such as
building first-class research institutions meeting the local need,reform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nsfer system,and improving the evalua-
tion system of research talents.

Keywords:sectoral systems of innovation;innovation consortium;architect;nanotechnolog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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