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2030年

产品名称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2030
年

公司名称 北京华商纵横信息咨询中心

价格 6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四方大厦

联系电话 188-11718743 13621060192

产品详情

第1章：中国产学研合作概念及发展环境分析

1.1 中国产学研合作概念及其演变分析

1.1.1 产学研合作的概念

1.1.2 产学研合作术语界定

1.1.3 产学研合作概念的演变

1.2 中国产学研合作发展情况

1.2.1 我国产学研合作发展历史

1.2.2 产学研研发投入情况分析

（1）中国研发投入规模概况

（2）各行业研发投入规模

1.2.3 产学研各主体合作现状

1.3 产学研合作政策环境分析

1.3.1 产学研合作制度体系发展历程

1.3.2 产学研合作政策法规体系框架



1.3.3 中国产学研合作相关重点政策法规汇总

1.3.4 产学研合作地方层面政策法规

1.3.5 获取产学研合作优惠政策路径分析

（1）高校获取产学研合作优惠政策路径分析

（2）企业获取产学研合作优惠政策路径分析

（3）科研机构获取产学研合作优惠政策路径分析

1.4 产学研合作经济环境分析

1.4.1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概况

（1）中国GDP增长情况

（2）工业经济增长情况

（3）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1.4.2 产学研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1）产学研合作提升区域科技创能力

（2）产学研合作有利于区域科研成果的转化

（3）产学研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4）产学研合作提升从业人员的素质

1.4.3 产学研合作与产业经济发展关系

1.5 产学研合作其他环境分析

1.5.1 技术创新环境影响分析

（1）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尚难成为创新的主体

（2）技术创新的投入要素不足

1.5.2 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影响分析

第2章：发达国家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借鉴

2.1 发达国家研发投入情况分析

2.1.1 发达国家研发支出总额

2.1.2 发达国家研发强度



2.1.3 发达国家研发投入趋势

2.2 美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2.2.1 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2.2.2 美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1）科技工业园区模式

（2）企业孵化器模式

（3）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及工程研究中心模式

（4）知识股权制度

2.2.3 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1）政府提供政策保障

（2）政府提供资金支持

2.2.4 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2.3 英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2.3.1 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2.3.2 英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2.3.3 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2.3.4 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2.4 德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2.4.1 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2.4.2 德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1）校企合作研究中心模式

（2）科研机构联合会模式

（3）顾问合作制模式

2.4.3 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2.4.4 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2.5 法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2.5.1 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1）议会

（2）科学与技术研究部际委员会

（3）科技管理层

2.5.2 法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2.5.3 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2.5.4 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2.6 意大利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2.6.1 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2.6.2 意大利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2.6.3 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2.6.4 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2.7 日本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2.7.1 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2.7.2 日本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2.7.3 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2.7.4 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2.8 北欧国家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2.8.1 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2.8.2 北欧国家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2.8.3 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2.8.4 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2.9 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国际经验比较分析

2.9.1 国外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作用比较

（1）产学研合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鼓励和引导

（2）各国政府通过计划等方式推动合作网络或产业研发联盟的形成



（3）各国政府对产学研合作的战略侧重点不同

2.9.2 国外产学研合作创新政策比较分析

2.9.3 国外产学研合作模式比较分析

第3章：中国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与管理运行分析

3.1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发展阶段与演化机理

3.1.1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发展阶段

3.1.2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演化机理

3.2 产学研合作模式及比较分析

3.2.1 传统模式

3.2.2 联合模式

3.2.3 产学研外部一体化模式

3.2.4 共建模式

3.2.5 教育模式

3.2.6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要素组成

（2）组织形态

（3）运行机制

（4）主要内容

3.3 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

3.3.1 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的博弈

（1）合作模式选择的模型构建

（2）合作模式选择模型的启示

3.3.2 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

3.3.3 产学研合作中伙伴选择分析

3.4 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的方法

3.4.1 复杂协同网络下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的常用方法



（1）模糊评价法

（2）层次分析法

（3）数据包络分析法

3.4.2 合作管理角度下的合作方绩效评价

（1）合作管理角度下的合作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合作管理角度下的合作方绩效评价

3.4.3 相对生产有效性角度下的组织绩效评价

（1）相对生产有效性角度下的企业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相对生产有效性角度下的学研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3）区间数据包络综合评价模型

（4）相对有效性分析

3.5 产学研合作项目的风险管理机制分析

3.5.1 风险管理的内涵与方法介绍

3.5.2 产学研合作风险评估

（1）风险定义

（2）风险识别

（3）风险估计

（4）风险评价与决策

3.5.3 产学研合作风险控制

（1）风险监控与预警

（2）风险对策

（3）产学研风险交流

第4章：以高校或科研机构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及典型案例分析

4.1 中国高校产学研合作现状

4.1.1 中国高校科技研发现状

（1）高校科技研发人员



（2）高校科技研发经费

（3）发明专利

4.1.2 中国高校产学研合作成效

（1）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产出

（2）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

4.1.3 中国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困难和障碍

（1）高校传输知识的传统模式局限

（2）高校对产学研合作的需求与目标不明确

（3）高校缺乏产学研合作的动力机制

4.2 中国高校产学研合作主要模式分析

4.2.1 技术转让模式分析

（1）技术转让模式可行性分析

（2）技术转让的优劣势

（3）技术转让模式实效性分析

4.2.2 自办产业模式分析

（1）自办产业模式可行性分析

（2）自办产业模式的优劣势

（3）自办产业模式实效性分析

（4）校办企业改革

4.2.3 校企合作模式分析

4.2.4 大学科技园模式分析

（1）大学科技园模式可行性分析

（2）大学科技园的优劣势

（3）大学科技园模式实效性分析

4.3 国外高校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4.3.1 斯坦福大学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1）学校科研现状

（2）学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3）学校产学研合作实效性

4.3.2 牛津大学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1）设立科技创新成果开发公司

（2）建设大学科技园

4.3.3 剑桥大学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1）剑桥现象

（2）成立各类协会组织

（3）建立剑桥企业中心

（4）形成创新创业载体

4.3.4 柏林工业大学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4.3.5 早稻田大学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1）产学官研究推进中心

（2）成立技术转移机构

（3）设立创业孵化推进室

4.4 国内高校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4.4.1 清华大学产学研合作分析

（1）学校科研体系分析

（2）学校产学研合作的平台

（3）学校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4）学校产学研合作典型案例

4.4.2 复旦大学产学研合作分析

（1）学校科研体系分析

（2）学校产学研合作的平台

（3）学校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4）学校产学研合作典型案例

4.4.3 浙江大学产学研合作分析

（1）学校科研体系分析

（2）学校产学研合作的平台

（3）学校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4）学校产学研合作典型案例

4.4.4 同济大学产学研合作分析

（1）学校科研体系分析

（2）学校产学研合作的平台

（3）学校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4）学校产学研合作典型案例

4.4.5 山东大学产学研合作分析

（1）学校科研体系分析

（2）学校产学研合作的平台

（3）学校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4）学校产学研合作典型案例

4.4.6 中国科技大学产学研合作分析

（1）学校科研体系分析

（2）学校产学研合作的平台

（3）学校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4）学校产学研合作典型案例

4.4.7 哈尔滨工业大学产学研合作分析

（1）学校科研体系分析

（2）学校产学研合作的平台

（3）学校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4）学校产学研合作典型案例



4.4.8 华中科技大学产学研合作分析

（1）学校科研体系分析

（2）学校产学研合作的平台

（3）学校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4）学校产学研合作典型案例

4.4.9 中山大学产学研合作分析

（1）学校科研体系分析

（2）学校产学研合作的平台

（3）学校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4）学校产学研合作典型案例

4.5 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的探索与实践

4.5.1 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的特征分析

4.5.2 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分析

（1）项目的内容和形式

（2）人才培养模式

（3）实训基地建设

4.5.3 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的典型案例分析

第5章：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及典型案例分析

5.1 中国企业产学研合作可行性分析

5.1.1 中国企业产学研合作动因分析

（1）技术创新的发展需要新的风险分担机制

（2）及时应对技术及市场的快速变化

（3）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5.1.2 企业产学研合作有利因素分析

（1）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及强化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

（2）有利于分散科技投入风险，保障产学研合作的资金来源



（3）有利于企业新的内生激励机制的形成

5.2 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构建

5.2.1 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的原因和特点

（1）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的原因

（2）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的特点

5.2.2 企业主导型产学研合作的运行机理及价值分析

（1）企业主导型产学研合作的运行机理

（2）企业主导型产学研合作的价值分析

5.2.3 企业主导型产学研合作存在的问题

5.2.4 企业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研究

（1）企业对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2）企业发展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分析

（3）合作模式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分析

5.2.5 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对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研究

5.3 中国企业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5.3.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科研现状分析

（3）企业产学研合作路径

（4）企业产学研新动态

5.3.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介

（2）企业科研现状分析

（3）企业产学研合作路径

（4）企业产学研新动态

5.3.3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科研现状分析

（3）企业产学研合作路径

（4）企业产学研新动态

5.3.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简介

（2）企业科研现状分析

（3）企业产学研合作路径

（4）企业产学研新动态

5.3.5 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

（2）企业科研现状分析

（3）企业产学研合作路径

（4）企业产学研新动态

5.3.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

（2）企业科研现状分析

（3）企业产学研合作路径

（4）企业产学研新动态

第6章：中国重点区域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6.1 京津冀地区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6.1.1 北京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1）产学研合作政策

（2）产学研合作发展现状

（3）科技园区建设与运营情况

（4）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现状分析



（5）高等学校科技活动分析

（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分析

（7）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产学研合作现状

（8）产学研合作发展前景

6.1.2 天津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1）产学研合作政策

（2）产学研合作发展现状

（3）产学研合作发展前景

6.1.3 河北省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1）产学研合作政策

（2）产学研合作发展现状

6.2 长三角地区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6.2.1 上海市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1）产学研合作政策

（2）产学研合作发展现状

（3）产学研合作发展前景

6.2.2 江苏省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1）产学研合作政策

（2）产学研合作发展现状

（3）产学研合作发展前景

6.2.3 浙江省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1）产学研合作政策

（2）产学研合作发展现状

（3）产学研合作发展前景

6.3 珠三角地区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6.3.1 广东省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1）产学研合作政策

（2）产学研合作发展现状

（3）产学研合作发展前景

6.3.2 广州市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1）产学研合作政策

（2）产学研合作发展现状

（3）产学研合作发展前景

6.3.3 深圳市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1）产学研合作政策

（2）产学研合作发展现状

（3）产学研合作发展前景

第7章：中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建设与发展分析

7.1 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的概念

7.1.1 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的概念

（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

（2）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的概念

7.1.2 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的战略意义

7.1.3 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的构建及运行与管理机制

（1）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的构建

（2）运行与管理机制

7.2 国家高新区协同创新体系建设

7.2.1 国家高新区发展概况

（1）国家高新区培育的新兴产业集群

（2）国家高新区总体经济指标

（3）高新区竞争力分析

7.2.2 国家高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分析



（1）高新区协同创新体系的特点

（2）高新区协同创新模型的比较分析

（3）高新区协同创新体系构建

7.2.3 高新区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1）制定科学的、切实服务企业的创新政策

（2）完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

（3）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研究成果产业化

（4）提高产学研国际化发展水平

7.3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7.3.1 园区发展综述

（1）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总收入

（3）企业技术收入

7.3.2 园区科技政策分析

7.3.3 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7.3.4 企业孵化建设情况

7.3.5 重点产业培育分析

7.3.6 科技金融服务分析

7.3.7 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7.3.8 产学研合作分析

7.4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7.4.1 园区发展综述

7.4.2 园区科技政策分析

（1）高新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鼓励政策

（2）滨海新区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利用股权投资基金融资若干政策措施》

7.4.3 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7.4.4 科技孵化器建设情况

7.4.5 重点产业培育分析

7.4.6 科技金融服务分析

（1）科技金融服务发展良好

（2）搭建科技金融平台，探索科技金融创新

7.4.7 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7.4.8 产学研合作分析

（1）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

（2）打造新型人才培养与培训平台

7.5 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7.5.1 园区发展综述

7.5.2 园区科技政策分析

（1）《促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的若干意见实施导则》

（2）《关于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与发展的实施办法》

（3）关于加快推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与发展的实施办法

7.5.3 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1）产业技术研究院

（2）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3）技术创新平台

7.5.4 科技孵化器建设情况

7.5.5 重点产业培育分析

7.5.6 科技金融服务分析

（1）融资体系初步建立，融资机制逐渐完善

（2）科技金融组织机构较为多样

（3）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稳步推进

（4）科技金融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化



7.5.7 园区引进企业及经营情况

7.5.8 产学研合作分析

7.6 哈尔滨工程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7.6.1 园区发展综述

7.6.2 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1）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青岛产学研基地

（3）与学校共建工程中心

（4）设立研发机构

7.6.3 科技孵化器建设情况

7.6.4 重点产业培育分析

7.6.5 科技金融服务

（1）设立创业孵化资金

（2）产业化项目孵化资金

7.6.6 产学研合作分析

（1）产学研合作外部环境分析

（2）产学研合作内部环境分析

7.7 深港产学研基地

7.7.1 园区发展综述

7.7.2 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1）新一代信息与装备自动化领域

（2）人居环境安全与生态技术开发研究领域

（3）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领域

7.7.3 科技孵化器建设情况

7.7.4 重点产业培育分析

7.7.5 科技金融服务分析



7.7.6 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1）设有专门的基地培训中心

（2）多层次、多样化培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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