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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产学研合作行业市场运行潜力及营销渠道分析报告》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
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911/803059.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800元    纸介版：9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元

订购电话: 010-60343812、010-60343813、400-600-8596、400-700-9383

电子邮箱: sales@chyxx.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911/8030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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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合作，通常指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与以
科研院所或高等学校为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合作，其实质是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
有效组合。

随着高校功能从人才培育、科学研究到社会服务的延伸，高等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
趋势越来越强。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大学将被推向社会发展的中心，成为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动力。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产学研合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中，斯坦福大学对师生创业和建立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的积极支持，创造了“硅谷”的经济
奇迹，使产学研合作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成为推动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
最强劲的动力。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产学研合作行业市场运行潜力及营销渠道分析报告》
共九章。首先介绍了产学研合作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产学研合作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
了产学研合作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产学研合作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产
学研合作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产学研合作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
若想对产学研合作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产学研合作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1章：产学研合作的相关概述
1.1产学研合作的概念与内涵
1.1.1产学研合作的相关概念
（1）关于产学研结合的定义
（2）关于产学研合作的定义
（3）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定义
（4）产学研合作概念的延伸
1.1.2中国特色产学研合作体系的内涵
1.2中国产学研合作的基本情况
1.2.1我国产学研结合发展历史
1.2.2中国R&D经费增长情况分析
1.2.3企业研发投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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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高校科技创新现状分析
1.2.5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现状
第2章：中国产学研合作的环境分析
2.1产学研合作政策环境分析
2.1.1产学研合作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
2.1.2产学研合作地方法规条例及政策
2.2获取产学研合作优惠政策路径分析
2.2.1高校获取产学研合作优惠政策路径分析
2.2.2企业获取产学研合作优惠政策路径分析
2.2.3科研机构获取产学研合作优惠政策路径分析
2.3产学研合作经济环境分析
2.3.1行业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
2.3.2行业相关经济环境分析
2.4产学研合作其他环境分析
2.4.1技术创新环境影响分析
2.4.2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影响分析
第3章：中国产学研合作模式与选择分析
3.1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发展阶段
3.1.1线性合作阶段
3.1.2简单网型合作阶段
3.1.3联盟合作阶段
3.1.4复杂协同网络合作阶段
3.1.5产学研合作的演化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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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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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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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产学研合作中伙伴选择分析
第4章：产学研合作的管理运行机制
4.1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的方法
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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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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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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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产学研合作项目的风险管理机制分析
4.2.1风险管理的内涵与方法介绍
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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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产学研合作风险控制
（1）风险监控与预警
（2）风险对策
4.2.4产学研风险交流
第5章：主要发达国家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借鉴
5.1美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5.1.1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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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5.1.4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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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英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5.2.1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5.2.2英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1）联合教授模式
（2）创业型大学模式
（3）教学公司模式
5.2.3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5.2.4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5.3德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5.3.1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5.3.2德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5.3.3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5.3.4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5.4法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5.4.1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5.4.2法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5.4.3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5.4.4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5.5意大利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5.5.1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5.5.2意大利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5.5.3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5.5.4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5.6日本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5.6.1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5.6.2日本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1）共同研究中心模式
（2）委托研究模式
5.6.3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5.6.4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5.7北欧国家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5.7.1宏观科技管理体系
5.7.2北欧国家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5.7.3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5.7.4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启示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5.8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国际经验比较分析
5.8.1国外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作用比较
5.8.2国外产学研合作创新政策比较分析
5.8.3国外产学研合作模式比较分析
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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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中国高校产学研合作现状
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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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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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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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中国高校产学研合作主要模式分析
6.2.1技术转让模式分析
（1）技术转让模式可行性分析
（2）技术转让模式实效性分析
6.2.2自办产业模式分析
（1）自办产业模式可行性分析
（2）自办产业模式实效性分析
6.2.3校企合作模式分析
（1）校企合作模式可行性分析
（2）校企合作模式实效性分析
6.2.4大学科技园模式分析
（1）大学科技园模式可行性分析
（2）大学科技园模式实效性分析
6.3国外高校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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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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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牛津大学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6.3.3剑桥大学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6.3.4柏林工业大学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6.3.5早稻田大学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6.4国内高校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6.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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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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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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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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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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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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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6.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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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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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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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0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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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的探索与实践
6.5.1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的特征分析
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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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的典型案例分析
第7章：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及典型案例分析
7.1中国企业产学研合作可行性分析
7.1.1中国企业产学研合作动因分析
7.1.2企业产学研合作有利因素分析
7.2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构建
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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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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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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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企业主导型产学研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合作机制、体制方面
（2）利益分配方面
（3）资金来源方面
（4）管理能力方面
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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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属性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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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对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研究
1）创业期企业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
2）成长发展期企业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
3）成熟期企业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
7.3企业产学研合作案例分析
7.3.1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产学研合作分析
（1）企业科研现状
（2）企业产学研合作路径
（3）企业产学研合作实效性
7.3.2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产学研合作分析
（1）企业科研现状
（2）企业产学研合作路径
（3）企业产学研合作实效性
7.3.3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学研合作分析
（1）企业科研现状
（2）企业产学研合作路径
（3）企业产学研合作实效性
7.3.4晶牛微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学研合作分析
（1）企业科研现状
（2）企业产学研合作路径
（3）企业产学研合作实效性
7.3.5山东力创科技有限公司产学研合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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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科研现状
（2）企业产学研合作路径
（3）企业产学研合作实效性
7.3.6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产学研合作分析
（1）企业科研现状
（2）企业产学研合作路径
（3）企业产学研合作实效性
第8章：中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建设与发展分析
8.1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的概念
8.1.1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的概念
8.1.2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的战略意义
8.1.3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的构建及运行与管理机制
8.2国家高新区协同创新体系建设
8.2.1国家高新区发展概况
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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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建
8.2.3高新区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8.3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8.3.1园区发展综述
8.3.2园区科技政策分析
8.3.3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8.3.4科技孵化器建设情况
8.3.5重点产业培育分析
8.3.6科技金融服务分析
8.4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8.4.1园区发展综述
8.4.2园区科技政策分析
8.4.3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8.4.4科技孵化器建设情况
8.4.5重点产业培育分析
8.4.6科技金融服务分析
8.5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8.5.1园区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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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园区科技政策分析
8.5.3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8.5.4科技孵化器建设情况
8.5.5重点产业培育分析
8.5.6科技金融服务分析
8.6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
8.6.1园区发展综述
8.6.2园区科技政策分析
8.6.3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8.6.4科技孵化器建设情况
8.6.5重点产业培育分析
8.6.6科技金融服务分析
8.7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8.7.1园区发展综述
8.7.2园区科技政策分析
8.7.3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8.7.4科技孵化器建设情况
8.7.5重点产业培育分析
8.7.6科技金融服务分析
8.8哈尔滨工程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8.8.1园区发展综述
8.8.2园区科技政策分析
8.8.3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8.8.4科技孵化器建设情况
8.8.5重点产业培育分析
8.8.6科技金融服务分析
8.9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8.9.1企业发展概要
8.9.2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8.9.3主营业务分析
8.9.4科研成果转化分析
8.9.5企业资源优势分析
8.9.6产学研合作分析
8.10湘潭国家火炬创新创业园
8.10.1园区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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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2园区科技政策分析
8.10.3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8.10.4科技孵化器建设情况
8.10.5重点产业培育分析
8.10.6科技金融服务分析
第9章：中国重点区域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ZY ZS）
9.1环渤海地区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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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发展前景
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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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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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产学研合作发展前景
9.1.4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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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辽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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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长三角地区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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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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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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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学研合作发展前景
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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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珠三角地区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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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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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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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东北地区产学研合作政策及前景分析
9.4.1黑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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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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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目录：
图表1：产学研概念图
图表2：产学研概念演变图
图表3：全国R&D经费支出（2013～2014）
图表4：2015-2019年各执行部门R&D经费支出情况
图表5：2015-2019年高等学校R&D经费支出情况
图表6：全国R&D经费支出按来源和执行部门分
图表7：全国R&D经费支出按活动类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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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产学研合作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
图表9：产学研合作阶段发展示意图
图表10：产学研合作演化机理分析图
图表11：国内产学研合作传统模式的比较
图表12：国内产学研合作联合模式的比较
图表13：产学研外部一体化模式
图表14：共建模式示意图
图表15：国内产学研合作共建模式的比较
图表16：内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比较
图表17：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概念图
图表18：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博弈树
图表19：复杂协同网络下产学研合作的风险管理分析框架图
图表20：风险概率赋值标准表
图表21：不同水平的等风险量曲线坐标图
图表22：决策者的风险偏好
图表23：风险评估矩阵表
图表24：风险等级与风险管理对策对应表
图表25：风险监控与预警系统流程图
图表26：斯坦福、128公路、北卡三角三个地区产学研合作模式对比
更多图表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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