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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因其具有的培养创新人才、聚集科研成果的功能，已成为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依据

三螺旋理论，探究政府–产业–大学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总结出大学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路

径主要包括提供人才支持、提供技术支持、提供策略支持三种。在此基础上针对大学在促进城市产业发

展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分别从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大学的支持作用、产业的承接作用方面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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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dustries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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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ir functions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and gathering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Based 
on the triple helix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industry-university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oncludes that the paths of uni-
versities to promote urb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ainly include providing talent support, tech-
nical support and strategic support.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universiti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dustries from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the supportive role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undertaking role of industries, respectively. 

 
Keywords 
Universiti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hways, Triple Helix Theor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22 年 2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推

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1]。城市

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科学技术和人才的支撑，大学依托雄厚的学科实力、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入以及高水

平的科研队伍，通过专业技能人才、科研人才的输出以及科学研究等方式服务于区域产业发展，对城市

产业发展产生越来越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我国大学促进城市产业发展路径及对策正是在新发展格局下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优化调整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三螺旋理论视角下的“官–产–学”互动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埃茨科维兹(Henry Etzkowitz)为了分析政府–产业–大学之间的动态关系，将生

物学领域的 DNA 螺旋理论引入产业经济发展理论中，解释三者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与联系[2]。
三螺旋理论强调政府、产业和高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除了承担自身的任务之外还参与了与其他主体的密

切协作与资源共享，最终促进了区域整体创新效率的提升[3]。在该理论中，政府、产业、大学分别属于

不同的子系统，各自发挥政策协调、财富生产以及知识创造的功能，随着产业发展的演进，三者之间开

始产生相互联系，甚至交叉融合，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为整个协作体系提供了螺旋上升的动力。 
在三螺旋理论模型中，政府主要承担制定和发布产业发展规划的职责，为大学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活

动提供资源支持和方向指导，通过政策和制度上的安排，促进大学与企业之间的技术、人才互动。大学

往往是区域创新动力源，对城市某一产业的兴起有助推作用。大学通过知识产权合作等方式来进行知识

和技术转移，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持续输出知识并创造新的技术[4]。产业是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经济活

动的集合，产业界(企业)通过进行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完成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知识价值的兑现，由此建立

起了与政府和大学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之中，政府、大学和企业为了推动区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共同

制定策略破解阻碍产业发展前进的问题，实现产业的持续长远发展。 
大学、产业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合作交流为大学提供了人才培养、知识输出、技术转化的生态环境。

当前，城市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科学技术和人才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三螺旋框架中，大学促进城市产

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了人才、知识和技术在不同主体间的流动融合，从而满足了城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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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综上，本文将在三螺旋理论的视角下，着重分析大学在政府–产业–大学这一

互动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归纳总结大学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路径，并针对如何进一步发挥大学对城市产

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提出对策建议。 

3. 大学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路径 

大学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路径主要包括提供人才支持、提供技术支持和提供策略支持。大学通过人

才培养、技术合作等方式将产生于校园内的知识与理论投入到产业中，解决城市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从而带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3.1. 提供人才支持 

人才资源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大学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了其所需要的基础学科和基础科研人才，

以及具有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城市各种产业领域成为工作岗位上

的关键人员，他们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要素，形成了人才对城市产业发展

的反哺。 
产业的培育需要补齐人才缺口短板，大学作为人才的集聚地起着支撑引领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大

学的学科设置与城市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呼应，依据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设置相应的专业和学院，

精准对接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人才需求，培养生产环节需要的技术型、管理型人才[5]。例如近年来为了适

应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许多大学纷纷设立了人工智能学院或开设人工智能专业，为相关产

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在大学为产业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产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同时介入大

学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参与培养方案、教学计划的制定与设计，使大学的人才方案体现产业的发展

需求，逐渐形成“订单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学进行人才输出和人才培养，实现了教育链和产业链的

有效衔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6]。我国的环同济经济圈正是依靠同济大学建筑类相关学科的优势地位及

人才培养规模，形成了以建筑与环境设计、产品设计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3.2. 提供策略支持 

大学聚集了大批掌握各自领域内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产业的发展具有前瞻的目光，因而大

学在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产业问题的研究和产业发展的评估中发挥重要的策略支持作用。大学中的教

师和专家为企业提供咨询与帮助，将自身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使得大学的知识资源和成果在城市

中延伸拓展并惠及不同的产业主体，提高了创新效率[7]。 
产业发展论坛或研讨会是大学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策略支持的方式之一。大学受地方政府或企业的

研究委托，为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兄弟院校、政府部门一同召开产业发展研讨会，立足城市产业发

展特色与方向，制定城市产业发展规划，分析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优点、缺点、痛点，为产业的发展建言

献策。我国已有部分产业研究院采取大学、政府、企业共同作为参建主体的方式建立。产业研究院立足

城市产业发展特色与方向，结合大学科研资源，制定城市产业发展规划，分析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优缺点，

进行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及政策研究，这也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策略支持[8]。此外，大学开展课题研

究，帮助企业产品部门、人力部门解决产品定位、薪酬设计等问题，向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和决策咨

询服务等，也是一种策略支持。 

3.3. 提供技术支持 

知识经济时代下，城市产业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技术的不断进步成为产业结构得

以持续优化升级的不竭动力。大学已成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发源地，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在大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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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并被投入到产业领域进行应用，引领着产业领域的知识技术创新，为城市产业发展不断提供技术驱

动力。大学对城市产业发展提供的技术支持主要包含关键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资源共享三种。 

3.3.1. 关键技术突破 
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无法解决，进而阻碍产业升级换代的进程。此类技

术难题需要在政府部门的政策引导及专项资金的资助下，由大学围绕前沿技术、关键技术开展科研攻关，

再由企业进行产业化的开发及进一步的经营运作。例如深圳大学推出了“2035 追求卓越研究计划”，通

过设立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的方式对产业集群领域重大关键或前沿科技问题进行了前瞻布局并开展自主

研究[9]。大学也可以与企业共同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共同成立研究基金，依靠大学的科研平

台，在关键技术问题上联合攻关。采用联合攻关的方式有助于集中大学、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各自的优

势科研资源，开展重点项目的交叉学科研究，破解产业发展中的共性技术难题。 

3.3.2. 科技成果转化 
三螺旋模式下，大学是科技成果的供给者，产业是科技成果的需求者。大学相对于企业更容易产生

先进的科技成果，然而与企业不同的是，大学并不直接对接市场，因此需要通过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将

知识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大学可以围绕科技成果转化进行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建立技术转移部门，

出台技术转移管理办法，通过专利授权、成果转让等方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促成了技术

落地，带动城市新兴产业发展和原有产业的迭代升级，实现上中下游技术的对接，最终促成了产学研用

一体化机制的形成。 

3.3.3. 科技资源共享 
科技资源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和战略资源，其共享程度与效率已成为国家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关

键，通过科技资源共享能带动产业科技创新不断突破[10]。大学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源，利用知识溢出效应

和成果共享，助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11]。大学通过知识共享平台、联合实验室、科技园等，将自己

拥有的专利发明、仪器设备、实验材料等科技资源与企业共享，达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衔接的目

的，实现学科链与产业链的对接，服务企业创新。大学与企业、政府成立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将大学拥

有的科研设备、科技数据等向企业开放，促进科技资源在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流通及配置，避免科技资源

的浪费闲置，实现了科技资源的充分利用。 

4. 大学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对策 

大学和产业之间的合作给双方都带来了便利。对大学而言，校园里产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商业转化

获得了经济效益，研究成果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了检验，也有助于推动下一步研究的开展。产业界获得

了行业中最新的技术，使自身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得到提升。虽然大学在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其在与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学科建设与产业创新的

融合不够深入，学科优势没有充分在城市产业中体现出来[12]。大学和城市产业之间的合作的主动性较低、

合作方式单一。成果形式以论文为主，专利占比较低。成果的转化率不够高，获得的专利应用到实际生

产过程中的比例比较低。由于大学和产业之间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对知识产权主体划分比较模糊，

没有依据贡献对利益进行分配，对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进而影响了产业界和大学之间合作的积极

性。另外，由于高水平创新平台存在区域分布不均匀的问题，导致一些城市缺乏高水平的重大创新平台。 
从三螺旋理论来看，政府、产业、大学处于一个协同发展系统中，“政府–产业–大学”的“三螺

旋”模式以极强的生命力、适应力和创造力驱动着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更新与升级[13]。政府负责协调及

战略方向制定，大学负责产生新的技术，产业负责将大学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一步发挥大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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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分别从政府、大学和产业三方面入手。 

4.1.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目前政府对于大学和产业的合作的一些政策难题还没有做到及时解决，在项目的选择、评估、实施

过程中没有充分发挥指导与监管作用。因此政府要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制定科技发展计划并开展科技发

展宏观管理。根据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调整自身角色定位，综合使用税收减免、资金补助等具有导

向性的扶持政策，引导大学与产业发展相结合[14]。通过建立大学科技园方式开展产业孵化，为初创企业

提供创业资金、办公场地支持。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政府部门可以设置专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及多主体合作的机构，加强成果转

化服务平台建设，帮助科研成果走出大学校门投入产业应用，实现大学科研和产业市场的对接。要注重

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明确科研成果的权利归属[15]。对于参与科研的企业也要提供一定的

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提高企业参与大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积极性。此外，每个城市拥有的资源禀赋不

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特色，因此地方政府在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能照搬其他城市发展经

验，要基于城市产业的发展定位并结合本地条件，制定适合本地区的发展策略，引导大学发展与城市发

展战略相结合。 

4.2. 发挥大学的支持作用 

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有更强的科研属性和服务社会功能。大学要做好创新研发工作，在人才，技

术，策略等方面对产业发展提供支持。要顺应产业发展变革的方向，从专业设置、培养计划、师资队伍

等环节入手，着力培养城市产业发展所需的创新人才，将人才培养建立在企业的需求和定位上。在教学

内容中吸收企业的实践知识，在人才培养计划中反映社会和产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需求。要培养不同产

业类别所需的技术、管理、行政、营销、法务等不同专业领域的人才。建立大学和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

机制，鼓励教师、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活动中，促进区域产业发展。 
新时代大学要围绕“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搞好高新精尖等关键技术突破[16]。大学要在关键

技术领域开展攻关，使自身的技术研究走在产业发展的前面，破解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大学可通过与

企业共同申请专利、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技术转移公司等方式加强与企业的技术匹配对接，使科技成果

得到及时有效地转化。同时也要探索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在专利技术、实验室等方面向产业部门开放。

总之，大学要始终保持和企业的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合作，通过联合培养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形成大学、

产业之间的发展合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大学的社会经济效益。 

4.3. 发挥产业的承接作用 

产业具有迫切的人才和技术需求和敏锐的市场走向感知，这是产业界在三螺旋体系中的独特优势

[17]。企业作为产业活动的主体要主动参与到大学的人才培养活动中，尝试企业与大学联合培养等新型人

才培养方式。设立校企联合的实习实践基地，为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同时选派企业技术骨干、优秀员

工等人员提供到大学进行培训和继续教育，满足企业发展壮大的人才需要。 
在技术方面，企业可以将自身技术团队与大学中的科研团队对接，将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技术难题与

大学的研究方向、专家团队的课题方向相结合，实现技术难题的协同攻关和知识技术资源的共享。对于

大学缺乏研究资金的问题，企业也可以采用捐赠或者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提供支持。企业应当积极采用

来自大学的新技术、新产品，促进科研成果落地。围绕大学的优势学科和专业进行产业布局，使大学的

科研成果得到市场产业的承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探索建设企业与大学对接的信息交流平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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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需求与大学科技成果供给，畅通校企之间的信息流动，使大学能够及时了解产业的技术和人才需

求，产业中的企业单位能够了解技术的研发进度。 

5. 结语 

大学的智力生产、知识创新等活动与产业领域的物质生产、产品开发等活动之间的交叉融合程度越

来越深，两者的合作是适应社会发展所需的生产方式。大学通过人才输出、技术突破和决策咨询等方式

为产业发展注入动力，推进大学与城市产业的交叉融合已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为了进

一步发挥大学对城市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政府应做好宏观管理，扮演好大学与产业之间合作的引导规

划角色，大学应继续在人才培养、技术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产业界要积极承接来自大学的人才和技术，

使科技成果得到有效转化，最终通过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配合形成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交叉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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