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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产业组织理论引入到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中，并运用修正后的 ISCP 范式对中国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的制度、结构、行为和绩效进行了分析，发现: ①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体绩效长期表现不佳

实际上是制度、结构和行为影响下的必然结果; ②在制度和结构的影响下，高校及其科研人员、企业更

愿意绕开各类限制，采用更为隐蔽的科技成果转化行为，最终导致绩效表现为显性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明显偏低。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不佳的难题，必须进一步加强相关制度建设，通过

制度的完善来影响产业结构和市场行为，从而最终提升整体绩效和促使隐性的科技成果转化行为阳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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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科技成果转化

的三大主体之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效问题一

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布的《2015 年中国专利数据调查报告》显示，

2014 年中国高校有效专利的实施率仅为 9. 9%，远

远低于 57. 9% 的全国平均水平［1］。对于造成中国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不佳的原因，很多学者进

行了研究。据统计，1979—2011 年之间，涉及研

究中国高校成果转化成效障碍因素的文献共 186
篇，占这一期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研究文献的比

重高达 18. 83%［2］。郭晓川以及原长弘等将这些影

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的障碍因素归纳为 “管

理体制没理顺，缺乏有关政策、法规”、 “受传统

观念制约”、“缺乏应用推广费用”“科技成果转化

后所获的利益分配不合理”等 20 多项［3 － 4］。
然而，这些研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效影响因

素的文献大多采用的是简单地归纳分析和问卷调查、
专家访谈等实证方法，理论的深度略显不足，真正

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理论来研究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成效问题的文献还是太少。基于此，本文从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出发，尝试运用将制度因素引

入传统产业经济学的经典研究范式 SCP ( Structure-
Conduct-Performance，结构 －行为 －绩效) 模型之后

得到的修正后的 ISCP ( Institution-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制度 － 结构 － 行为 － 绩效) 模型，来

对中国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效问题进行新的诠释，

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

2 ISCP 研究范式与本文的研究框架
2. 1 SCP 与 ISCP 分析范式

SCP 模型是传统的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式，其核

心观点认为: “产业的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存在

着一定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

场行为则决定最终的整体绩效”。然而，这一理论

是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发展成熟的，

其对中国这样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国家而言，

可能未必完全适用。因此，国内学者金碚最早提

出: “如果将体制因素纳入产业组织的研究框架，

成功建立一个包含体制因素新的分析范式，将能

更好地解释中国的产业现实［5］。”随后，中国其他

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黄建欢以中

国证券业为例全面探讨了制度与 SCP 的关系［6］;

于良春认为可以将制度因素纳入产业组织理论的

SCP 范式构建 ISCP 研究框架，用于分析和测量行

业性行政垄断的程度［7］; 杨永忠等认为制度对转

型国家的作用尤为突出，他们以传统的 SCP 分析

范式为基础，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外在制度和

内在制度的相关理论建立了更为全面的产业制度

ISCP 传导模型［8］。后来，一些学者利用 ISCP 模型

对中国 电 信、蜂 蜜、光 伏 不 同 的 产 业 进 行 了 研

究［9 － 11］，进一步验证了该研究范式的有效性。

2. 2 本文分析框架的提出

很多学者通过研究指出: 中国的科技成果转

化问题，本质上不是转化率问题，而是体制机制

问题［14］。作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产业也不应例外。因

此，本文拟采用引入制度因素的 ISCP 范式而不是

传统的 SCP 范式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进行研

究。当 然， 我 们 认 为 制 度 并 不 仅 仅 像 于 良 春

( 2008) 、杨永忠和雷琼 ( 2008) 所提出的 ISCP 范

式那样仅仅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 ( S) ，而且还会

对企业行为 ( C) 发生直接影响。所以，本文对已

有的 ISCP 范式进行了一定修正，得到了分析框架，

如图 1 所示。

图 1 修正的 ISCP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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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 ISCP 范式

分析
按照修正后的 ISCP 范式分析框架，从制度、

结构、行为、绩效四个方面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分析如下:

3. 1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分析

为了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其中，1996 年颁布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 以

下简称“老 《转化法》”) 对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

活动从基本原则、组织实施、保障措施、技术权

益、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为了配合 《转

化法》的顺利实施和鼓励科技成果转化，1999 年

国务院 办 公 厅 转 发 科 技 部 等 七 部 门 联 合 制 定 的

《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 ( 国办发

［1999］ 29 号) ，其与浙江、河北、山东等全国二

十多个省市分别出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地方条

例一起共同确立了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基本

制度。
随着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不断深入，原有的

相关法律法规已经严重滞后，极大地制约了科技

成果转化产业的发展。为此，2015 年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了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

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决定》，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以下称新 《转化法》) 。新

《转化法》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向包括高校在内的科研机构

完全下放了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如第十八条规定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

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
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第四十三条规定 “国家设立

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

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在对完成、转化职务科

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后，

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

作”; 二是提出要建立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

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如第二十条规定 “国家设立

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建立符合科技成

果转化工作特点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和考核评

价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机制”; 三是大幅

提高了包括高校在内科研人员的收益比例，四十

五条规定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

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不低于转让净收入、
许可净收入、股份或者出资比例的 50%。

为了配合新 《转化法》的实施和激励包括高

校在内的科研机构进行科技成果转化，2016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了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从 “促进研究开

发机构、高等院校技术转移” “激励科技人员创

新创业”“营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良好环境”三

大方面对科技成果转化进行了更为详细和具体的

规定。这 一 系 列 法 律 法 规 和 相 关 配 套 政 策 的 出

台，使得 高 校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的 制 度 环 境 不 断 完

善，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行业

的发展。
但是，由于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环节、部门和

法律很多，整个制度体系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

仍然存在。例如，新 《转化法》规定的奖励、报

酬标准与专利法实施细则、正在制定的职务发明

条例之间的协调问题［12］，新 《转化法》与专利法

在职务发明转化过程的法条竞合问题，科技成果

转化过程中的国有资产管理方式不适应问题、税

收制度不合理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下一

步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建设中妥善解决。
3. 2 制度影响下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市场结构

分析

市场结构反映了特定制度下产业内的竞争态

势，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中，通常从产业规模、
市场集中度、市场进入退出障碍、与客户的讨价

还价能力等方面进行探讨。本文也将从上述几个

方面对现有制度影响下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市场

结构进行分析。
( 1)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规模。在中国

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和中国各级政

府纷纷出台政策鼓励高校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影

响下，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规模迅速扩

大，专利出售和技术合同转让数量分别从 2007 年

的 711 项、6920 项，大幅增加至 2013 年的 2310
项、10534 项，当年实现的专利出售和许可收入、
技术 转 让 收 入 也 分 别 从 2007 年 的 2. 08 亿 元、
13. 17 亿元大幅增加至 2013 年的 4. 35 亿元、27. 23
亿元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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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7—2013 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市场规模变化

年度
专利出售数

( 项)
合同金额
( 亿元)

当年实际收入
( 亿元)

技术转让
合同数 ( 项)

合同金额
( 亿元)

当年实际收入
( 亿元)

2007 711 4. 48 2. 08 6920 21. 04 13. 17
2008 1311 6. 70 2. 79 8408 30. 52 19. 78
2009 1571 7. 62 5. 62 8770 31. 20 21. 53
2010 1745 7. 21 3. 58 9159 33. 34 20. 82
2011 2143 8. 23 4. 69 10550 37. 57 24. 10
2012 2357 8. 21 4. 35 10275 38. 76 27. 56
2013 2310 7. 52 4. 35 10534 39. 82 27. 23

数据来源: 2008—2014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然而，从表 1 中 也 可 以 看 出，自 2011 年 开

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市场进入了发展瓶颈，增

速放缓，专利出售和许可收入、技术转让的当前

实际收入分别在 4 亿元和 28 亿元左右徘徊。究其

根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可能原因就在于中国原

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已经严重滞后和制约了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的 发 展，这 也 正 是 2015
年中国对老 《转化法》进行修订的根本原因。

( 2)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集中度。产业

集中度是衡量产业内部竞争和垄断程度的重要指

标，其测度一般用产业内前 N 家最大企业所占的

市场份额之和进行。我们分别采用前 4 家和前 8 家

高校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的市场份额之和来对

2007—2014 年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的集中

度进行测度，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2007—2013 年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集中度变化

从图 2 可以看出，尽管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市场的集中度有一定的波动，但除了 2009 年

和 2010 年 以 外， 其 余 年 度 的 CＲ4 值 都 大 于

30% ，CＲ8 值都大于 40% ，而且近年来的集中

度有逐步 提 高 的 趋 势。根 据 美 国 学 者 贝 恩 对 市

场结构进 行 的 分 类 标 准，这 一 类 型 属 于 典 型 的

寡占型产 业 结 构。之 所 以 呈 现 这 种 产 业 结 构，

本文认为主要是受中国现有的高校制度影响所

致，因为 : 一 是 中 国 政 府 对 不 同 类 型 的 高 校 采

取了不同 的 财 政 支 持 政 策，如 将 高 校 人 为 的 划

分为 “985 工程 学 校” “211 工 程 学 校”、普 通

本科院校 等，这 使 得 不 同 类 型 高 校 之 间 的 科 技

人才、资源 极 度 不 平 衡，强 者 恒 强 的 马 太 效 应

现象非常 突 出 ; 二 是 中 国 高 校 通 常 分 成 文 科 院

校、理工科 院 校 以 及 综 合 类 院 校 等 几 类，不 同

类型的高 校 所 拥 有 的 科 技 人 才、资 源 也 有 很 大

不同，无疑 理 工 科 院 校 因 为 更 偏 向 应 用 而 获 得

了较多的科技资源。这也从现实中得到了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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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年度各高校当年实现的技术转让实际收入

来看，清 华 大 学、上 海 交 大、东 南 大 学 等 985
工程和理工科高校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高校。

( 3)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市场的进入退出壁垒

分析。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使得进入转化的高校

科技成果一般都是以专利或者核心技术的形式出

现，而且其都是由经过多年学习和具有丰富科研

经验的专业人员经过长期研究攻关所得，因此具

有较高的进入技术壁垒特征，竞争对手要实现对

其的替代非常困难。同时，由于科技成果的取得

耗费了高校研究人员的大量时间、精力和很多的

科技资源，这些都已经成为沉没成本，如果不能

进行有效转化实现价值的话，这些投入就会完全

失去价值，所以各高校在科技成果市场的退出壁

垒也非常高。
3. 3 制度和结构影响下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行为

分析

( 1) 高校。一方面，已有制度对高校在科技

成果转化活动中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这主要表

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长期以来，教育部在对高校

的科技评价中，存在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激励

不足的突出问题，尽管在 2014 年教育部发布 《高

等学校科技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要点》中已

经将科技成果转化列为一项重要指标，但由于缺

乏明确的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并没有

得到各高校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应有重视; 二

是按照现有制度规定，高校科技成果需要按照国

有资产对待，而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办法，

科技成果转化的手续烦琐，过程冗长，尤其是科

技成果的应用前景和市场价值不确定性很大，转

化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国有资产流失的诟病。另一

方面，产业结构也对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

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因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产

业属于典型的寡占结构，在这种产业结构下，作

为科技成果的持有人和主要供给方的高校对科技

成果转化活动并不热衷，他们或者从不主动地进

行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或者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

中凭借自己所拥有的专利或者技术的垄断力量大

幅抬高报价，索取超额收益。
因此，在已有制度和产业结构和约束下，高

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行为有两大突出特征: 一是大

多数高校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重视不够，积极性

不高，突出表现在全国大多数的高校仅仅将科技

成果转化作为科技处或者某一其他部门的职能之

一，在学校内部设立技术转移研究院或者技术转

移办公室等专职机构的高校相对较少，目前尚不

足四成; 二是目前高校从事科技转化工作的专职

人员不足，即使是专职人员，他们的行政色彩浓

厚，主动服务意识不强，通常只会提供简单的科

技成果信息发布，很少与相关企业联系，主动提

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 2) 高校科研人员。科技成果的转化并不仅

仅是转让某一项技术或者专利，其通常还伴随着

相关的技术培训、后续的实验开发应用等一系列

的活动，这些都离不开高校相关科研人员的参与。
而对高校科研人员来说，他们对科技成果转化活

动也不太热衷，这是因为: 一是在中国高校对科

研人员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和考核评价等现有

制度中，存在非常明显的 “重理论研究，轻成果

转化”的倾向，科研人员进行成果转化工作并不

能得到学术界和学校应有的认可和尊重，也难以

获得相应的学术收益; 二是尽管 《转化法》及其

他相关政策对科技成果的技术权益分配做了较为

明确的规定，但由于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必要

的过程监控，高校科研人员在实际的科技成果转

化收益方面实际上仍处于相对劣势，挫伤了其参

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因此，在既有的制度下，高校科研人员的科

技成果转化行为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高校科研人

员进行专利申请仅仅是为了满足职称评定等考核

方面的数量要求，很少考虑进一步的成果转化问

题; 二是他们对于自己所掌握的核心技术和研发

成果并不愿意进行专利申请，而是更愿意从事与

企业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等隐蔽性更高的科技成果

转化方式而谋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 3) 企业。作为需求方，企业对高质量的科

技成果有着较大的需求。然而，由于中国对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各种山寨技术盛行，企业花

大价钱购买专利或者某项科技成果的实际意愿并

不高，他们更愿意采取跟随的技术策略。因此，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企业利用自己的资金优

势对高校的科技成果进行主动压价的行为较为普

遍。此外，科技成果的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买了之，

通常在购买完专利或者技术之后，企业还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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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进行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

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而在

目前中国的科研力量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体

制下，企业自身的研发人才缺乏，通常还需要继

续借助高校的科研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

常更偏好绕开各类限制，采取与高校相关科研人

员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方式来进行隐性的科技成

果转化，而不太愿意采取直接购买专利或者技术

的显性成果转化方式。
3. 4 行为影响下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绩效

分析

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行为在制度和结构

影响下呈现两大特征: 一是高校对科技成果转化

工作重视不够，意愿不高; 二是科研人员和企业

更愿意绕开各类限制而从事更隐蔽的隐性科技成

果转化行为。那么，在上述行为的影响下，中国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绩效呈现出什么样的特

征呢? 在此，本文借鉴李修全等学者的成果［14］，

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的市场绩效分为显性和

隐性两种，分别用高校专利转化率 ( 采用当年专

利转让许 可 件 数 与 当 年 获 得 专 利 件 数 的 比 值 表

示) 和高校隐性科技成果转化率 ( 采用当年接受

企业委托开发研发经费数额与当年研发支出总额

的比值 来 表 示 ) 来 进 行 测 度，研 究 结 果 如 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以看出，在既有制度、结构和行为

下的影响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绩效呈现

以下特征: 一是长期以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

整体绩效 ( 专利转化率与隐性成果转化率之和 )

表现不 佳，最 高 年 份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绩 效 也 不 足

40% ，远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近 80% 的科技成

果转化率［15］; 二是从分类指标来看，与科研人员

和企业更愿意从事更隐蔽的隐性科技成果转化行

为相一致，高校科技成果的显性绩效表现一直不

佳，除了 2008 年和 2009 年略高以外，其余年份

的专利转化率均在 5% 及以下，特别是自 2008 年

以来，呈现明显下 滑 的 趋 势，截 至 2013 年，专

利转化率已经不足 3% ，而隐性的科技成果转化

率表现 则 较 为 稳 定， 多 年 来 基 本 上 都 在 30%
左右。

图 3 2007—2013 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市场绩效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产业组织理论引入到科技成果转化的

研究中，并运用修正后的 ISCP 范式对中国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的制度、结构、行为和绩效进行了分

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整

体绩效长期表现不佳实际上是制度、结构和行为

影响下的必然结果，而且在制度和结构的影响下，

高校及其科研人员、企业更愿意绕开各类限制，

采用更为隐蔽的科技成果转化行为，最终导致绩

效表现为显性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明显偏低。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的中国高

校科技成果成效不佳的难题，必须进一步加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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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制度建设，通过制度的完善来影响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的产业结构和市场行为，从而最终提升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体绩效和促使隐性的科技成

果转化 行 为 阳 光 化。由 此，提 出 以 下 几 点 政 策

建议:

( 1) 尽快制定落实新《转化法》。一是相关部

门尽快制定新 《转化法》的相关实施细则，确保

新《转化 法》尽 快 落 地; 二 是 各 省 市 要 根 据 新

《转化法》尽快制定或者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

地方条例，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保障新 《转化法》
的实施; 三是鼓励各省市制定出台更为具体和明

确的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意见，以更好地促

进和激励本地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四是加

快建立健全高校及其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岗位

管理和考核评价等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机制，

着力解 决 高 校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中 的 有 效 激 励 不 足

问题。
( 2) 进 一 步 加 强 知 识 产 权 保 护。一 是 对

《专利法》等 知 识 产 权 的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进 行 修

订，加大相 关 条 款 中 对 侵 犯 知 识 产 权 的 惩 处 力

度 ; 二是深 入 落 实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等 五 部 委 印

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 产 权 运 用 和 保 护 助 力

创新创业的意 见》中 的 相 关 规 定，切 实 保 护 高

校科技成 果 得 合 法 权 益 ; 三 是 加 大 知 识 产 权 执

法力度，严 查 各 类 山 寨 产 品 和 技 术，进 一 步 打

消高校及其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

保护不力 的 担 忧，激 励 科 研 人 员 将 更 多 的 隐 性

科技成果转化为显性化。
( 3) 加强各种制度间的协调。一是成立专门

机构就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程中涉及科技、财政、
税收、知识产权等制度和政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

进行研究，并向人大及相关部门提出解决建议;

二是建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问题协调领导小

组，协调解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不同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不一致所引起的重大制度障碍问题;

三是积极推动全国人大对涉及科技成果转化的各

个法律规定的进一步修订，从制度层面根本上解

决法律体系的不协调和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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