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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首先，评述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现状，指出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存在的信息化
平台研究缺失问题；其次，将产学研三方比作一个虚拟的 “企业”，分析了其协同创新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最后，借助协同管理系统 （ＣＭＳ），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工作的实现进行了探究，论证
了协同管理系统可作为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信息化平台。从管理信息化手段出发，探究产学

研协同创新，将会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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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协同创新作为整合创新资源的有效途径，成

为科技创新活动的新趋势，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

重视，也是研究者们研究的焦点［１］。我国自

“２０１１”计划提出以来，涌现出一批又一批 “协同

创新中心”，组织架构形成了，但是其协同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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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如何？科技创新的绩效如何？值得我们去反

思和诊断，并提出积极有效的解决方案。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项合作创新活动，各主

体间，多跨组织、跨地域、跨文化，如果没有良

好的协同路径，很容易出现创新效果低下。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体间协作手段落后、主体信

息不对称、管理平台缺失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

着协同创新的层次和水平。在关于产学研协同创

新问题的研究方面，学者多强调技术创新本身，

而淡化了非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

本文拟从管理信息化角度，将产学研看作一个虚

拟的 “企业”，分析产学研协同创新各主体协同创

新的过程，给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现代化支持平

台，力求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绩效。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综述

从研究成果累积与研究热度来看，产学研协

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和模式、影响因素与对策、绩

效评价研究是其主要研究方面。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和模式研究方面：

徐梦 采用对比分析、博弈分析、算法举例等方法

对基于供应链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基于供应链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

方式［２］；菅利荣从国际上成功的协同创新案例出

发，提出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合模式与建立

产学研网络型创新模式是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发

展的新方向［３］；涂振洲、顾新基于知识流动视角，

将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共享、知识创造

和知识优势的形成三个递进演化阶段，构建了基

于知识流动的理论框架［４］；虞佳、朱志强基于生

态学理论，梳理并总结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生态

学隐喻，进一步归纳分析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

系统结构及形成机理，最后从种群、群落、环境

三个方面提出了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

几点思考［５］；等等。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方面：

赖馨正探讨产学研联盟协同创新机制，认为协同

创新的基础是知识转移，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包

括内外两部分［６］；张伟指出沟通和学习是解决产

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冲突的有效方法［７］；王子龙、

许箫迪从博弈双方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出发，在

研究纯市场行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础上，引入

政府行为，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模

型，通过数值模拟描述了具体的演化路径及影响

因素［８］；等等。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价研究方面：张爱

琴、陈红从知识共享、网络能力、创新绩效三方

面构建了产学研知识网络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９］；杜栋、胡慧玲从要素和过程两个层次

分析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的因素，初步构建

了包括协同创新环境、协同创新投入、协同创新

过程、协同创新产出、协同创新结果等５个一级指
标组成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１０］；

王钰云、杜栋进一步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进行

了研究综述［１１］；等等。

归纳起来，学者们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研究

已经很广泛，但从管理信息化手段这一角度针对

产学研协同创新这一主题的研究几乎没有。自我

们提出可以借助协同管理系统开展产学研协同创

新工作以来［１２］，虽然已有产学研协同创新主体与

信息化软件机构尝试进行合作，但目前基本上还

处于探索初期。所以，本文拟对此课题展开深入

的分析和讨论。

　　三、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分析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建立起来之后，伴随
着的是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作问题。各主体缺

少沟通与互动，也就谈不上协作与耦合，这将直

接影响合作绩效和创新效果，严重的甚至导致产

学研协同创新体解体。经过深刻分析，本文将产

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在协同创新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管理问题

知识管理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核心。知识管

理就是将各主体拥有的知识融合起来，对其进行

高效管理和利用，最大程度地减少知识的摩擦及

损耗，从而实现知识的最大化应用和增值。产学

研协同创新中的知识管理是企业、高校与科研院

所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所进行的知识辨别、知识分

析、知识接受、知识创新的一个持续的、动态化

的管理过程。

知识的复杂特性提高了各主体之间信息不对

称的概率。学研方与产方在知识管理过程中，由

于学研方拥有更多的创新资源，是知识创造方，

产方拥有生产经营资源，是知识接收方，主体之

５８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总第１７９期）

间存在知识势差。在知识共享过程中，各方知识

不均衡，往往会导致知识断层，各主体之间互动

耦合程度不够，继而引发信任危机和利益纷争。

各方只有有效平等地共享知识，才有可能实现知

识的整合。所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知识管

理，需要在产方和学研方之间建立知识管理平

台，共享各主体拥有的知识，实现知识的增值

创新。

（二）项目管理问题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通常是围绕着一

个个项目进行的。当项目建立起来之后，必然会

出现项目管理，这就需要对各种资源进行分类与

整理。对这些资源的快速衔接和消化需要项目各

主体的协作，打破 “资源孤岛”壁垒。而这就需

要有一个能支持多主体面对单项目甚至多项目的

协同管理平台。

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项目管理，涉及技术、

经济、文化等，其核心是对人力资本的管理。充

分调动主体中参与人员的积极性，是合作项目得

以顺利高效实施的前提。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项

庞大的系统工程，由于参与人员众多，组织庞

大，合作过程容易产生角色错位以及过多干预现

象。合作各方必须要找准角色定位，对各自分工

进行战略部署。一旦定位明确，各主体的目标就

很容易和群体目标形成一致，达到预期目标。这

时候就需要借助项目管理，厘清产学研各方职责

所在，使各方权责分明，共担职责，增强各方

动力。

（三）流程管理问题

不管是哪种工作任务，工作流几乎无处不在。

在实际操作中，任何战略、计划的实施，有形或

无形的管理过程，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程序，都

可以使用工作流描述。现在，在信息技术的帮助

下，工作流是一种可以部分或完全自动实现业务

流程自动化的过程。工作流可以让各种事物在多

组织之间高效流转，带来协同应用效果。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各方在调用信息

资源和人力资源来协调合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时，

因为地域因素或各自利益诉求，执行项目时往往

很混乱，没有秩序。因而，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

流程化管理，监察、控制、管理产学研合作中的

各项步骤，平衡调用组织中的各项资源，使协同

过程有序进行。只有实现了流程管理，产学研协

同创新才能最大限度地集成各方现有信息资源，

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

　　四、基于协同管理系统支持产学

研协同创新工作

　　 协同管理系统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简称ＣＭＳ）是新一代管理信息系统，是
一种管理创新方式，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企事业管

理之中。ＣＭＳ是为企业等组织提供信息门户、知
识管理、项目管理、流程管理以及内外网一体化

一站式应用的管理软件。它的期望价值在于实现

了连接、沟通、协作和监控的应用，增强了管理

执行力［１３］。本文正是基于 ＣＭＳ这一信息化平台，
把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作为一个 “虚拟企业”对

待，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各主体的协同创新

工作。

（一）可行性分析

首先，ＣＭＳ可为产学研协同创新各主体组成
的 “企业”建立多个子知识库，提供产学研各方

创造、衔接和创新知识资源、进行知识的增值，

最终解决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管理问题；其次，

ＣＭＳ突破了管理的各种屏障，使资源整合，实现
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项目管理；再次，ＣＭＳ提供
的电子化工作流程，打通了主体之间业务运作的

各个环节，大大提升了协同业务效率；以上说明

了基于 ＣＭＳ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工作的可行性。
（二）实现机理分析

１基于 ＣＭＳ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管
理。一般来说，要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管理提

供有效支持，必须解决以下问题：如何把主体中

不同主体对象所拥有的大量信息和知识，按不同

信息源与知识源特点，寻找符合的匹配目标，将

匹配知识源，转移给合适的匹配对象，实现信息

资源与知识流的互动；如何根据业务活动的需要

使每一个主体，可以快速有效地从形形色色的知

识资源中找到所需的知识；如何用信息化方式，

将各主体的知识有效地整合起来，快速高效地向

内外部传递信息，实现各主体内部间、主体与主

体之间多种形式的信息交流和知识交流。而 ＣＭＳ
就是这样一个信息化平台，它集成了所有关联的

人员、流程、信息、数据，具有知识管理功能。

以上可见，ＣＭＳ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管理的支
持，体现在为产学研协同创新各主体的知识积累

和知识创新开辟了新的舞台，并提供了强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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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动力。

２基于 ＣＭＳ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项目管
理。项目管理，ＣＭＳ的主要功能模块之一。整体
来看，ＣＭＳ的项目管理涉及项目进行的整个过程
中与项目有关的所有信息，包括人力资源、相关

知识文档、流程、项目预算和实际支出等，使得

多个主体在掌握关于项目的所有信息后，能通过

协商，在合适的时间点做出及时有效的决策。项

目监管强化了主体内部监管机制，明确项目实施

中各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强化责任制，建立各主

体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项目管理制度。可见，

ＣＭＳ对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管理的支持，实质上
就是把产学研各主体凝聚在一起，使大家真正实

现协同工作。

特别是，项目管理的核心就是人力资本的管

理，项目实施环节中的绩效考评是项目管理的功

能之一。如果协同创新绩效不理想，产学研协同

创新项目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被立马终止。

项目管理能及时将绩效反馈给各主体，各主体针

对绩效，有针对性得进行分析，及时调整策略。

绩效的公开透明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的不

对称，从而消除信任危机，保证主体合作的稳

定性。

３基于 ＣＭＳ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流程管
理。ＣＭＳ的出现，让工作流得以以电子化的方式，
规范 “企业”行为，使得 “企业”有序化地将完

成的工作传递到业务过程的下一步。最重要的是，

工作流还实现了关联数据的自动保存和更新。特

别是，ＣＭＳ引入了信息门户，通过工作流，实现
信息在不同信息门户中的收集、转移和共享，实

现业务流程在主体内外部间的高效流通。基于

ＣＭＳ的工作流管理，通过主体信息门户，可将产
学研主体之外的组织也联结起来，工作流节点上

的信息从网关进入和离开，主体内外部信息高效

流通。

另外，流程管理还具备高效性：自动提醒功

能可以在工作流到达时及时通知相关人员处理信

息，提高信息交流的速率，加速信息的共享；所

有过程信息可追溯，用户可以方便地查看其他人

的事务进程；管理者可以全程监控项目的执行情

况，及时提出对策；支持远程办公，解决了产学

研协同创新主体由于地理因素导致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大大提高了工作流的处理效率。可见，通

过ＣＭＳ，能有效实现产学研各方工作流的畅通。

五、结束语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运用 ＣＭＳ这一信息化平台
手段，使产学研协同创新工作现代化。借助 ＣＭＳ，
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信息化平台，可以实现主体

之间无障碍沟通，解决产学研协同创新各方的冲

突问题，从而达到预期的互赢效应。本文虽然探讨

了将协同管理系统应用于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可

能性和实现机理，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实践与研

究提供了指导和参考，但尚需得到更多的产学研

协同创新实体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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