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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机构案例

In this paper, policies f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 Coordinated 

Innovation in the capital city group of japan were analyzed, and the participants and mechanism of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ere identified.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posed a conclusion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for Beijing-Tianjin-Hebei Community of Coordinate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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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官协同创新在 20 多年来得到世界各国

的普遍重视，并逐渐向跨区域化、国际化和网

络化方向发展。而良好的协同创新生态对产学

官之间的深度合作和成果产出起到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创新活动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

人力、资源的投入和基础设施等因素，还取决

于某一个特定区域内创新环境的质量。随着世

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

器，创新绩效高的地区，都是支撑条件良好的

地区，创新发生的条件就是 “ 创新环境 ”，包括

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和人力资源、中介、知识产

权保护等软环境。创新环境负责营造有利于创

新的有形和无形氛围。域内各种资源相互结合、

各种要素优化使创新主体所处的环境更加优良。

2003 年， 美 国 总 统 科 技 顾 问 委 员 会

（PCAST）发布了《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体系、

信息技术制造和竞争力》和《维护国家的创新

生态系统》两个报告，正式提出 “ 创新生态系

统 ”（Innovation Ecosystem）的概念，创新生态

系统是创新要素集聚和聚合反应、创新价值链

和网络形成并拓展的开放系统，突出了创新系

统的动态演化性，强调了创新系统创新要素的

有机聚集。目前创新生态概念受到发达国家的

普遍重视和采纳。

and construct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 Coordinated Innovation which is 

focusing on the aspects of essential factor, system, and environment. Moreover, we also suggested it should 

be to provide a prefe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Community of Coordinate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Community.

Keywords：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 coordinated Innovation, innovation ecosystem，Beijing-

Tianjin-Hebei community of coordinated innovation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日本政府越来越

重视产学官协同创新，从法律层面、战略层面、

产业层面、大学体制改革和公共制度等层面对

产学官协同创新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已建立

产学官分工明确的协同创新体系（国立大学从

事基础研究、国立研究机构从事应用研究、企

业从事开发研究、政府主要是政策引导、资金

支持和制度设计者）[1]。近年来日本政府认识到

建设产学官协同创新生态对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文部科学省于 2010 年发

布《基于创新 “ 生态系统 ” 建设的产学官协同

创新战略》，旨在创造一个有利于各方协同合

作且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环境，从人、财、物等

各个要素完善产学官协同创新环境，构建产学

官协同创新 “ 生态系统 ”。

1  产学官协同创新相关概念界定

1.1  产学官主体界定
产学官结合在世界各国刚兴起时称为产学

结合，后由于政府在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中的

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演变为产学官。产学官

在我国叫政产学研，随着参与主体越来越广泛，

在我国政产学研逐渐扩大为政产学研用和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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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用介，介指中介机构。在日本，产学官中

的 “ 产 ” 是指民间企业和 NPO 等将研发成果和

经济活动直接对接起来的一方，“ 学 ” 是指大学、

专科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从事新知识创造和人才

培养的一方，“ 官 ” 是指制定和执行科技政策和

制度的国家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机构①。在科技

行政体制改革前，国立研究机构归属于科技厅

管辖、大学归属于文部省管辖，这种状况下确

实存在国立研究机构作为 “ 官 ” 的一部分来发

挥作用的情况，但随着 2001 年科技厅的解体，

大学与国立研究机构的 “ 学 ” 由文部科学省管

辖、“ 产 ” 则由经济产业省管辖、“ 官 ” 指政府

职能部门。广义上来说，有时也把政府全额拨

款的研究机构列入 “ 官 ” 这一方，但大多数情

况下政府性质研发机构属于 “ 学 ” 这一方。我

国将大中专院校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分开来

称呼，称为政产学研。

1.2  协同创新和产学官协同创新概念

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其

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

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

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

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

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系统

叠加的非线性效用 [2]。协同创新的目标是要取

得推动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示范和产业化，

产生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性成果，突破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点领域的跨越发展，

创造更具有合作性、更开明的创新文化。

协同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包括国家宏观创新

系统中的产学研之间的协同以及企业内部 R&D

部门、生产部门、市场部门之间的协同 [3]，其

中基于协同创新的产学研合作方式是国家创新

体系中重要的创新模式，是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的新进展。所谓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

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以创新资源共享及创新优

势互补为基础，以联合研发、利益共享、风险

分担为原则，共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协作模

式，其实质技术、人才、信息和管理等创新要

素的有效整合，关键是构建以产学研三个主体

为核心，以政府、金融机构、科技中介服务等

为辅助，以有效的知识共享和技术转移为途径

进行深入合作，达到 “1+1+1>3” 的效用 [4]。

2  日本首都圈产学官协同创新生态
建设政策分析

日本产学官协同创新生态建设政策的提出

是与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密不可分的 [5]，

日本政府与 2001 年和 2002 年推出产业集群和

知识集群计划，从国家层面对重点产业和重点

区域加大投资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旨在通过

产业链的空间聚集提高产业的综合竞争力。这

些产业集群和知识集群在经过 5 至 10 年的发展

后，已经进入自主发展和升级换代期，国家对

集群的发展也由主导变为辅助，由直接的集群

建设变为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养、中介

服务等基础性服务为主，旨在为产业发展提供

一个良好的环境。产业发展离不开创新，建设

①産学連携. https://ja.wikipedia.org/wiki/[2016-12-13].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7.0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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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良好的产学官协同创新生态对产业集群的

自主良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政府在 2010

年颁布的《基于创新 “ 生态系统 ” 建设的产学

官协同创新战略》提出建立产学官协同创新平

台、构建大学与科研机构、TLO、金融机构等

相关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网络、与知识产权保

护基金合作促进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加强产学

官协同创新服务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措施，这些

措施为构建良好的产学官协同创新环境和协同

创新生态系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6]。

2.1  建设高精尖领域产学官协同创新平台

高精尖领域的科技研发和产业化耗时长且

耗资巨大，只有有效聚集创新资源和要素，突

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实现产学官协同创新，

才能提高高精尖领域的创新效率。为此，日本

政府面向高精尖领域建设产学官协同创新平台，

充分运用产学官协同创新这一方式提高本国高

精尖领域的创新效率。文部科学省从 2006 年到

2008 年实施了高精尖领域产学官协同创新平台

建设专项。专项立足长期布局，用大约 10~15

年时间建成世界水准的高精尖跨领域研发基地，

通过产学官协同创新推动从基础研发、实用化

研究、中试到应用推广的高精尖领域创新事业。

该专项的申请主要面向大学、大学共同利用机

构、国立试验研究机构和独立行政法人，但这

些机构在申请资助时必须与产业界的单位合作

申请，以此推动产学合作。在项目实施前三年，

每年拨付约 3 亿日元的项目资金，项目正式启

动后，每年给予 5~7 亿日元的项目资金。在这

三年间，首都圈地区共有五个项目受到专项资

助，建成五个高精尖领域产学官协同创新平台。

表1  首都圈高精尖领域产学官协同创新平台计划[7]

基地名称 研究内容 实施期限 事业主体 参与企业

光纤低能耗技术
创新联盟

研发从设备、系统仪器、到网
络资源管理的一系列技术。

2008 -2017 年
产业技术综合研究
所

日本电信电话（株）、（株）富士通研究所、 
古河电气工业（株）、（株）Trimatiz、 
日本电气（株）、富士通（株）、（株）
Fujikura、（株）Alnair Labs、住友电气
工业（株）、北京电线 （株）。

纳米量子信息电
子技术合作研发
联盟

运用纳米技术、量子科学、
IT、电子技术研发安全、低能
耗的环境智能型 IT 技术。

2006 -2016 年 东京大学
夏普公司、日本电气、日立制作所、富
士通研究所、QDRadar（株）。

再生医疗最尖端
技术融合联盟

运用细胞培养工程技术和医学
知识建成世界领先的再生医疗
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2006 -2016 年 东京女子医科大学 大日本印刷、日立制作所、CellSeed Inc.

基于系统性疾病
生命科学的尖端
医疗技术研发联
盟

通过癌症、生活习惯病抗体的
生成、改变技术和诊断治疗一
体化技术的融合，开发低干扰
高精度的诊断治疗方法。

2007 -2017 年 东京大学

（株）未来制药研究所、olympus（株）、 
积 水 medical（ 株 ）、Toray Industries, 
Inc、 田 边 三 菱 制 药（ 株）、Hitachi-
Aloka Medical（株）、尼康、 兴和（株）、
索尼。

翻译后修饰蛋白
质组学医疗研究
联盟

运用医学、药学、理学、工学
技术开发新的蛋白质组学分析
技术。

2008 -2018 年 横滨市立大学

Medicalproteoscope（株）、 LION（株）、 
富 士 胶 片（ 株 ）、Eisai Co., Ltd、
FANCL、TOSOH CORPORATION、 积
水 medical（株）、 富士化学工业（株）、
CELL-FREE 科学（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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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区域产学官协同创新计划

日本经济产业省从 2008 年到 2012 年的五

年间推出了区域产学官协同创新计划，项目旨

在实现各机构设施、专业人才共享，并加强科

研机构对企业的技术指导，从而建设完善的协

同创新环境，在大学和技术转移机构建立产学

协同服务人才培养机制，进一步巩固区域产学

官协同创新体制。区域产学官协同创新项目主

要分为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专项和开创性产学

合作体制建设专项。在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专

项的支持下，日本首都圈建设了一个关东共同

体，该共同体由首都圈地区的 27 家单位组成，

包括 7 所高校、13 家地方科研院所和 7 家财团

法人。关东共同体的宗旨就是整合各个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科研设施和人才为企业提供一站式

技术服务，通过产学官协同合作提高整个地区

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开创性产学合作体制建设专项则主要是为

扶持选定的 TLO 开展技术转移活动和培养技术

转移人才提供一定的资金补助，例如为促进大

学的成果转化，选定的 TLO 在帮助大学研究成

果取得国外专利时，政府将提供相当于所需费

用的三分之二的补助金，每年资助额度在 2 亿

日元左右。五年间，专项共培养 16 名产学协同

联络员、76 名产学协同专家，受资助的技术转

移机构共帮助相关大学申请国内专利 573 项、

国外专利 57 项，帮助大学以外其他单位申请海

外专利 2755 项。此外受资助技术转移机构还帮

助已获得专利的成果实现产业化，共有 539 项

专利成果成功实现产业化。专项除提供技术转

移和人才培养资助外，还帮助各技术转移机构

进行机制体制改革，五年间共资助 52 家技术

转移机构进行了机构改革。首都圈的 TAMA-

TLO、东京理科大学、东京电机大学、株式会

社信州 TLO、山梨大学、农工大 TLO 株式会社、

野村证券株式会社、MPO 株式会社八家技术转

移机构得到该项目的资助，每家技术转移机构

面向不同的服务群体，例如 TAMA-TLO 主要为

首都圈地区的 17 所高校提供技术转移服务（参

见图 1）。为更好地推动知识产权精细化管理，

开创性产学合作体制建设专项从 2010 年开始又

专门针对知识产权推出了 “ 多领域知识产权网

络 ” 建设。“ 多领域知识产权网络 ” 不仅涵盖了

新产品和新服务开发中相关的核心技术专利持

有方，还将持有新产品和新服务开发所需外围

专利的大学和技术转移机构纳入到知识产权网

络中，形成一个适于新产品和新服务开发的 “ 知

识产权群 ”。首都圈地区共有东京理科大学、东

京电机大学、农工大 TLO 等 12 所大学和野村

证券参加 “ 多领域知识产权网络 ” 建设，形成

了一个涵盖首都圈的 “ 知识产权群 ”。

图1  TAMA-TLO业务流程图②

②TAMA—事業の概要. http://www.tama-tlo.com/30_jigyou.htm [2016-12-13].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7.05.013

CASE STUDY机构案例

TAMA-TLO 

 版税分配版税分配

产学合作开发

 

技术成果 
发明 成果转让许可 

 

可

企业 
（新产品） 

科技成果转化
 

专利转让
 

 
 
 
 
 
产学官

 

合作业务
 

 

TAMA产业振兴协会 
TAMA科技转化联络员  知识产权许可转让专家 

TAMA合作网络 

大学  
（新成果） 



2017 年第 3 卷   第 5 期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107

2.3  产学官协同创新战略促进计划

日本文部科学省在 2008 年和 2009 年推出

了产学官协同创新战略促进计划，计划从知识

产权保护、产学官协同创新联络员配置两个方

面对产学官协同创新予以扶持。知识产权保护

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开展产

学官协同创新的重要保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计划首先是要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

建立健全面向产学官协同创新的知识产权保

护和运作体制。计划资助共分为国际化产学官

协同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特色化产学官协同创

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知识产权相关基础建设三

类。国际类主要是用于资助建立国际化产学官

协同创新体制，包括获取国外专利、与国外企

业开展共同研究和委托研究、培养国际化的知

识产权人才等，资助期限为 5 年。特色类主要

是资助知识产权战略较为完善的大学、科研机

构等开展特色产学官协同创新活动，包括大学、

科研机构、企业、政府等合作开展知识产权管

理和应用，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等合作开展知

识产权保护活动，建立适用于生命科学领域等

特殊重点领域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使用机制，开

展创业咨询、创业家教育、与风投合作等知识

产权转移转化扶持体制等，资助期限为 5 年。

基础建设类主要是资助知识产权基础尚不完善

的大学、科研机构等建立符合机构特性和实际

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作机制。首都圈地区

共有 22 个项目得到资助，包括 5 个国际类、10

个特色类和 7 个基础类，数量占产学官协同创

新战略促进计划资助项目的三分之一以上，在

计划支持下，首都圈地区继续巩固和加强了在

产学官协同创新时的知识产权优势和特色，又

弥补了部分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足。

为更好地支持产学官协同创新，计划为各

地区选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派遣产学官协同创

新联络员，这些联络员的职责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产学官协同职责。 被派遣的联络员通过衔

接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成果与产业界需求，加

快成果转移转化和产学官协同创新进程。二是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职责。被派遣的联络员要促

成大学与地方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间的合

作，构建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中心的产学官协

同创新网络，在充分尊重地方特色的基础上激

发当地产业发展活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贡献。三是产学官协同政策推广职责。政府

为促进产学官合作出台了资金扶持等一系列利

好政策，被派遣联络员要将这些政策推广给优

秀的科研项目，以促进优秀科研成果的快速转

移转化。该计划共派遣联络员 77 名，其中分别

向首都圈地区的 19 个大学和科研机构派遣联络

员 17 名，这些联络员具有丰富的研发管理和新

技术转移转化实践经验，他们为首都圈产学官

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2.4  产学官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建设计划[9]

日本文部省从 2016 年开始面向大学、科研

机构和企业协同创新推出创新生态系统建设计

划，该计划原则上需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所在

地区的政府共同申报。在 2016 年选定的四个地

区中，其中有两个地区都属于首都圈地区，一

个是由筑波全球创新促进机构（社团法人）和

茨城县共同申报的筑波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计划，

计划内容是将筑波地区眼部疾病检查和睡眠监

测方面的先进技术成果实现世界水准的成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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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另一个是由静冈大学和滨松市共同申报的

光子学之都 “ 滨松 ” 医学光子学先进技术推广

计划，旨在推广用于微型手术的立体内视镜和

高性能图像传感器技术，并在滨松地区内通过

加强与当地企业间的合作，实现技术研发成果

的持续性应用和推广。

表2  首都圈产学官协同创新战略促进计划（部分）[8]

类别 依托单位 组织机构 计划主要内容

国际

东京大学 产学协同本部

与国外技术转移机构合作，为日本在国外的风险企业提供帮助，尤其

是为国外的日本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战略调查，为日本机构开展国际化

的产学官协同创新提供参考资料。

东京医科牙科大学 知识产权本部
利用国外的技术转移机构提高日本驻外机构的专利获取效率和技术转

移成功率，并及时将业务经验和技巧发布给其他大学。

东京农工大学 产学官协同战略本部
以校长作为产学官协同战略部部长，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为大型

项目配置技术转移中介人才，开展国际化的产学官协同。

东京工业大学 产学官协同促进本部
通过与国际 COE 项目合作、制定大学特有的国际共同研究支援项目等，

开展大规模且有组织的国际产学官协同创新。

山梨大学、新泻大学
国际・大学知识产权本部联

盟
多个大学合作开展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特色

筑波大学 产学官协同本部 通过设立筑波专利基金等为大学创办风险企业营造良好环境。

群马大学、茨城大学、

宇都宫大学、崎玉大学
首都圈北部 4 大学联盟（4U）

通过设立四大学合作运营协议会和新技术转移小分队等措施建立跨行

政区的大学合作模式。

东京海洋大学 水产海洋平台事业部
作为水产海洋领域的总和教育基地，构建衔接研究者技术成果和水产

海洋产业界的平台。

电气通信大学 区域・产学官合作推进机构
建立适应软件技术特殊性的技术转移、共同研究和风险企业新体制和

机制，培养软件技术转移专业人才。

长冈技术科学大学、国

立高等专科学校机构

专科 — 技校大联盟・超级

区域产学官合作本部

联合全国的专科院校和高等技术学校并使其组织化。

信州大学 信州产学官协同机构
明确产学官协同重点领域，通过文理科领域融合创立地区品牌，并以

此为焦点开展产学官协同战略。

基础

茶之水女子大学 知识产权本部
利用女子大学特色，尝试在与国民和消费者密切相关的领域开展新的

产学官协同创新。

滨松医科大学 知识产权促进本部 在融合光学和医学的跨学科领域开展医工合作。

东 京 工 业 高 等 专 科 学

校、长野工业高等专科

学校

关东信越地区工业高等专科

学校产学官协同知识产权基

础强化联合组织

构建关东信越地区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地区网络组织，利用网络组织开

展实践性的产学官协同创新活动，并将对接企业具体需求作为今后工

作重点。

区域产学官协同创新生态建设计划的运行

机制是在拥有区域特色科研成果的科研院所和

大学组建区域成果转化小组，小组成员为在全

国和世界范围内拥有成果转化经验的人才（参

见图 2），包括拥有企业新业务开拓经验的人才、

有海外关系网络且可制定海外业务战略的人才、

可为成果转化制定融资计划的人才等。计划以

该小组为中心，以区域特色科研成果转化为目

标，将区域内外的科研机构、企业、科研人员、

科技服务机构、特色研究成果、特色仪器设备

等有序联系起来，为该区域创造一个良好的产

学官协同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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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区域产学官协同创新生态建设计划成果转化小组构成

3  日本首都圈产学官协同创新生态
系统建设分析

从以上日本首都圈地区相关的四个产学

官协同创新政策可以看出，日本的产学官协

同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涉及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区域性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产学合作体制

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协同创新人才培养

等多个方面，且各项政策和计划的执行和落

地都与首都圈地区的优势和特色科技创新领

域和产业领域有机结合，最终形成了以充分

促进首都圈地区科研成果转化为首要职能的

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在政府一系列产学官协同创新政策的推动

下，日本首都圈创新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从

科技创新综合指标来看，在区域创新能力最强

的地区当中，首都圈内的东京都、神奈川县、

静冈县、茨城县、千叶县、群马县、埼玉县均

列居全国 20 强。以首都圈区域创新项目重点支

持发展的生物产业来说，在生物产业风险企业

数量的全国排名中，首都圈内的东京都和神奈

川县位列前 5 名，在百万人口生物风险企业数

的排名中，东京都、茨城县、神奈川县位列前

5 名。在生物产业风险企业和大学聚集首都圈

的同时，筑波、木更津、横滨等地区正逐渐发

展为领先世界的生物技术研发基地。

2002—2008 年 间， 经 过 产 学 官 协 同 创 新

政策的推动下，首都圈的风险企业从 2002 年

的 221 家增加到 774 家，占比从 41.6% 增加到

58%[10]。

日本首都圈产学官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研究
RESEARCh ON CAPITAl CITY GROUP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 COORDINATED INNOvATION 

ECOSYSTEM CONSTRUCTION IN JAPAN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7 年第 3 卷   第 5 期  110

表3  首都圈大学创办风险企业统计表

都县名 大学创办风险企业数量 大学创办风险企业占比 （其中）核心风险企业数量 核心风险企业数量占比

东京都 428 58% 340 58%

神奈川县 131 18% 99 17%

茨城县 64 9% 49 8%

静冈县 36 5% 29 5%

崎玉县 23 3% 19 3%

千叶县 20 3% 16 3%

群马县 11 1% 11 2%

新泻县 10 1% 9 2%

长野县 10 1% 7 1%

栃木县 6 1% 5 1%

山梨县 5 1% 3 1%

首都圈合计 744 　 587 　

全国合计 1,773 　 1,382 　

4  日本首都圈产学官协同创新生态
系统建设对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建设的启示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经济增长和转

型升级的新引擎，是党中央提出的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京津冀协同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京津冀

协同创新共同体，为京津冀地区政产学研用各

个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打造良好的创新生态

环境是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构成。目前

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取得了诸多突破， 2014年

京津冀三地科技管理部门签订《京津冀协同创

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合作框架协议》，

以此为基础，三地创新主体在技术转移、高等

教育、特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合作成立多个协同

创新联盟，并在重点实验室建设、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科技金融等多个方面试水合作。但是

京津冀协同创新还处于零散的点分布状态，缺

乏更高层面的规划，还未形成一个完善的协同

创新生态系统。政府首先应从国家层面为京津

冀协同创新制定一套长远发展规划，紧紧围绕

要素、机制、环境三大方面，建立一个多要素

联动、多主体协同的创新创业生态。京津冀地

区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最终是要为该地区的成

果转化和产业对接服务，因此政府的规划和引

导要充分考量各地区的不同发展水平和科技资

源分布状况，重点围绕该地区的优势和特色领

域建设产学官协同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政产学

研用多方参与的协同创新平台，出台知识产权

保护、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扶持政策，

建设符合京津冀区域特色的产学官协同创新生

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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