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英国政府大力推动国家创新系统袁并出台了一系列科研管理政策遥
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袁英国大学的科研水平一直名列世界前茅院就论文和专著
的数量及其引用率这两项指标而言袁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居世界第三遥 根据英国
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 2014年 6月的统计结果袁世界引用率最高论文中英国占
到 16%的比例袁这些论文中有 90%来自大学遥 咱1暂在自然科学领域袁过去 30年中
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达到 75名袁位居世界第二袁实可谓成就斐然遥
英国在国家创新系统的框架内提高大学科研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袁

发挥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作用袁使传统大学的特征和功能发生了变化遥

一尧创新系统院科研与商业共舞

渊一冤创新概念以及创新的系统性
创新概念的提出是对知识经济的回应遥 一般而言创新是指将新的思想尧产

品以及工艺应用于生产实践之中袁科技研发与扩散是创新活动的核心袁企业是
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遥 虽然熊彼特渊Schumpeter冤在上世纪初就从经济学的角度
提出了创新理论袁指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袁创新与企业家共同决定了资本
主义的发展和兴衰周期袁但是关于知识经济和创新的研究都始于上世纪 60年
代遥 这是因为当时信息产业的兴起使得知识的生产和革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袁怎样将新知识迅速应用于生产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热点问题遥 由此英国萨
塞克斯大学学者克里斯托夫窑弗里曼渊Christoph Freeman冤领导的科学政策研究

英国国家创新系统推进下的
大学角色转变

姜亚洲

摘要 鉴于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袁 英国政府自上世纪 90年代起大力推进国家创新
战略遥 为了进一步发挥大学对创新的作用袁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科研资助政策来管理大学科
研遥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袁英国大学出现了行政化尧商业化的倾向袁理工尧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三大门类所受影响也不尽相同袁而今后积极寻求与企业之间建立密切的交互关系必为大学发
展的基本趋势遥
关键词 国家创新系统曰 英国大学曰 科研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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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团队袁以科学政策研究或科学研究为名开始了有关创新的研究袁大部分研究
集中于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遥
自 20世纪 90年代始袁创新概念日趋受到重视院在政策领域袁很多国家将创

新作为经济政策和高等教育科研政策的重要内容曰在研究领域袁进入新世纪后
有关创新的学术文章激增袁在每 1万篇学术文章中占到 20%遥 咱2暂这当然是因为
当前很多国家已经将创新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袁世界经合组织渊OECD冤
也将知识经济和创新系统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袁如 1995年的报告叶促进创新的
国家系统曳渊National Systems for Financing Innovation冤及 1996 年的叶以知识为
基础的经济曳渊The Knowledge - Based Economy冤中袁充分强调知识的创造尧扩散
和利用遥 实际上大部分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袁以生产实践为核心的创新具有系统
性的特征袁即企业的创新活动非常依赖于外部资源袁比如大学的科研活动以及
企业与大学之间的交互袁这种动态交互是推动创新活动的主要机制遥 以推进该
机制为核心的国家创新系统由此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遥

渊二冤国家创新系统的演变
国家创新系统着重探讨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创新政策袁来影响和促进经济

发展袁源于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讨遥 根据 OECD的定义袁一个国
家的创新系统是一系列不同的机构袁以独立或合作的方式促进新技术的研发和
扩散袁并为政府组织和实施影响创新过程的政策提供框架遥 因此国家创新系统
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袁目的在于推动新技术即知识尧技能和产品的创造尧储存
和转移遥
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由弗里曼在上世纪 80年代任职于 OECD科学尧技术尧

竞争力项目组时提出遥 弗里曼将国家创新系统看作是野公共或私营机构所构成
的网络袁其活动及之间的交互激发尧引进和扩散新技术遥 冶咱3暂随后也有一系列学者
对国家创新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袁概括起来不外乎下述几点院国家创新系统
是一种制度袁由各种公共或私营机构等主体构成其网络袁主要包括政府尧企业和
大学三个主体曰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促进知识交流实现新知识的创造尧扩散和应
用曰最终目的在于推动经济增长遥
当前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基本取向院其一为演绎取向袁以丹麦

学者伦德瓦尔渊Lundvall冤为代表袁着重分析国家创新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交互关
系袁将学习和创新作为分析的重点曰其二为比较归纳取向袁以美国学者纳尔逊
渊Nelson冤为代表的国家案例比较研究袁此外还包括 OECD所做的一系列有关国
家创新系统的研究报告袁通过国家的政策来总结国家创新系统的成败得失遥
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推动了大学 -企业的关系向非线性模式演变遥 因为参

与创新的诸多要素是一个动态的交互系统袁所以非线性模式更强调多变量的互
动效应袁如此将创新过程中的主要因素要要要知识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研究置于

中心袁关注新知识的创造尧传播和扩散遥
渊三冤从象牙塔走向市场院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大学
集教学与科研于一体的现代大学理念始自柏林大学袁当前大部分国家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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