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型大学的创新创业能力袁进而推动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袁2013年 7
月袁在美国 140多位研究型大学校长联名推动下袁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叶创新与创业型大学曳报
告袁其主要通过促进学生创新和创业尧鼓励教师创新和创业尧积极支持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尧促
进校企合作袁参与区域与地方经济发展等路径来推动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袁充分利用自身的
优势来实现大学科技与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袁构建和谐的国家创新创业生态体系遥 研究美国
研究型大学实施创新创业的多样化路径袁对于破解我国大学在协同创新方面存在的体制机
制障碍袁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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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创业
系统中的路径探究
基于美国商务部 创新与创业型大学

报告的解读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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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近年来 各国都在加大力度对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进行大规模投入 为了适应

世界性的大学创新创业发展潮流 激发国家和地方经济繁荣发展 年 月

日 中国政府颁布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指出建立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制 以及教

育部颁布的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关于大力推进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 和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

教育基本要求 试行 等政策文件 都指出高等学校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

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我国高校在推动创新创业

领域确实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与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相比 总体水平还有较大差

* 本文系赵中建教授主持的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野美国创新和竞争力路径图研究冶渊课题编号院
44801530冤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遥

2015年第 8期
（总第 337期） Vol. 44No8袁2015GLOBAL EDUCATION

- -



距 长期以来 企业 高校 科研院所 政府几方面力量各成体系 各自为战的局

面尚未真正扭转 分散 封闭 低效仍是我国科技创新存在的最大问题 咱1暂

然而 美国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 它以鼓励和推动创

新为核心要素 包括了政府 产业部门 非营利性机构 高等教育机构等多个部

门 以分享共同认可的目标和价值观为系统存在的基础 从而实现繁荣市场为

导向的创新和培育更多的创业企业 为了进一步深化研究型大学的创新创业能

力 进而推动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

年 月 美国商务部 发布了 创新与创

业型大学 聚焦高等教育创新和创业

报告 以下简称 报告

该报告是由美国 多位研究型大学校长主动联名推动而成文的 报告 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学生创业 教师创业 科技转化 校企合作和参与区域

经济发展 从报告内容来看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善于利用多样化的路径鼓励创

新思维和创新活动 如利用地理上的产业集群优势 不同机构间的合作 鼓励创

新创业的历史文化传统 充足而持续的资金来源等 可以说这种发展路径多样

化对大学的持续变革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 研究和探讨世界上创新力量最强国

家的研究型大学在推进和鼓励创新创业中的路径与举措 对于破解我国大学在

协同创新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 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尧研究型大学是构建国家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主体

美国是全球的科技创新大国 一直将科技创新创业作为维持经济增长和未

来经济繁荣以及全球科技技术领先地位的重要因素 自 年以来 美国开始

通过报告界定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 年美国提出报告 创新美国 制定国

家创新倡议 建设国家创新系统 对创新机制中的程序进行完善 咱2暂 年

月 布什总统签署的 美国竞争力计划 在创新中引领世界 极其明确了美

国政府有关创新和竞争力问题的观点及未来的发展思路 咱3暂到 年奥巴马

政府推行的 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 和 美国创新战略 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

质量就业 和 年的 美国创新战略 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 以及奥巴

马历年的国情咨文 都能发现美国政府始终将创新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这些创新主体主要包括大学与学院 研究机构 实验室和大学衍生公司 它

们分布在美国的各州 从大城市到郊区 无处不在 这些机构通常会与联邦资助

的代理机构合作 进而在生命科学 能源 远程通讯 信息技术 教育 社会创新

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可见 州与地方政府 经济发展机构 非营利机构 大学和

商业团体正在努力地发展社会创新 创业生态体系 他们之间相互交错 连成一

体 呈现出全面协作 更为开放的趋势 从宏观层面上看 基础研究领域 大学内

部科技和知识成果的转化 大学与产业部门的协同创新 大学科技园等一系列

制度性安排奠基了大学在美国国家创新创业服务中的主体地位 从微观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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