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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分析 

严红 尹继东 石俊 

【摘 要】借鉴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构建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实证分析显示，2009

—2017年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创新环境子系统、学研机构子系统、企业子系统、创新绩效子系统有序度逐年

提高，复合系统整体协同度呈波动式上扬。江西省创新能力提升重在增加人才和资本投入，引导企业研发投入成为

区域研发投入的主要来源，建立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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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自主科技创新在国家间竞争的核心地位得到凸显，而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与日俱增，创新周

期日趋缩短，仅靠单个企业或者高校、科研机构进行高成本高难度高风险的创新活动，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多样化

需求，跨学科、跨组织、跨区域，甚至跨国之间的协同创新越来越成为必然。1992年，国家经贸委、教育部和中科院联合组织

实施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拉开了协同创新序幕。迈入21世纪后，协同创新逐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产学研各主体通过资源、技术等的跨组织协同，形成教育与经济、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紧密结合和良

性互动，促进各类科技创新主体形成紧密协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
［1］

。协同度可用于反映协同创新系统中各创新要素在系统

演进过程中协调一致的程度。孟庆松等在协同学序参量原理和役使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2］，奠定了协

同度测量的模型基础，使协同研究进入到量化实证分析阶段：郗英等通过构建企业绩效、企业融合各子系统形成基于融合的信

息产业组织系统的协同度模型［3］；郑刚在企业管理与技术创新过程中构建了企业内部各创新要素的全面协同度测度模型［4］；吴

笑等从主体、过程、要素、机制、体制和协同效果6个维度构建协同创新的协同度测量指标体系［1］。自教育部和财政部2011年提

出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以来，协同创新模式、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等的分析成为研究热

点［5］。姚艳红等指出协同创新各主体之间、创新要素之间整合的紧密度、有序度、互动强度影响协同度［6］；解学梅等研究了协

同创新网络、模式对协同效应与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信任和沟通环境会影响协同创新的协同度［7］［8］；白俊红等实证分析了政

府支持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协同度有显著促进作用［9］；吕连菊等基于研究与开发模型，实证分析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对江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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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学研协同创新长期有助于经济增长［10］。 

综上所述，已有关于协同创新的规范和实证分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现有关于产学研协同

创新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侧重于协同模式、运行机制，更多从国家整体层面进行宏观思考； 对协同创新的定量分析尚未

形成一致公认的协同度测量模型与评价方式，对协同创新的微观绩效评价亦是短板。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多，

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对协同创新的投入，创新环境日趋优化，但协同创新绩效仍未达到预期水平。江西作为中部地区欠发达省份，

区域创新水平始终是制约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现实的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如何衡量各个子系统内部、子系统之

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科学的对策建议是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价值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江西省为例构

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测度模型，以期了解各相关主体、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性，并根据现状和实证分析结果对未

来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及模型选择 

本文结合前人关于定性分析的研究结果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孟庆松等的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一）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的评价指标选取 

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以协同学的序参量原理和役使原理为基础
［2］

，模型的参变量选择是模型合理性的前提， 重点选择

在整个系统发展演变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作为模型序参量变量，它决定着系统演化的特征和规律。鉴于产学研协同创新

是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基本主体在政府、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支持下开展的协同创新活动，而大学、科研机构在人才培

养和科学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共性［11］，故本文将其合并称为学研机构。参考林黎、孙丽文等关于协同度的研究［12］［13］，将产学研

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分为创新环境子系统、学研机构子系统、企业子系统、创新绩效子系统等4部分，共19个指标。 

1.创新环境子系统。对于创新环境子系统，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力度、金融支持环境等构成，综合考虑指标数

据的系统性、适用性和可获得性，确定5个构成指标：人均GDP；区域R&D人员全时当量；区域R&D经费内部支出；学研机构R&D经

费内部支出中来自企业的资金占比；区域R&D经费内部支出中来自金融机构的资金占比。人均GDP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实力和增

长潜力；区域R&D人员全时当量、区域R&D经费内部支出、学研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中来自企业的资金占比反映地区在研发创新

中的人力和资本投入，以及资本投入结构；区域R&D经费内部支出中来自金融机构的资金占比反映金融机构对区域创新的支持状

况。 

2.学研机构子系统。学研机构子系统将大学和科研机构合并成一个子系统，由学研机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两个维度构成，

共有5个构成指标：学研机构人员全时当量、学研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每十万人高校平均在校生数、学研机构发表科技论文

数、学研机构发明专利数。学研机构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内部支出反映学研机构的创新投入，每十万人高校平均在校生数、

学研机构发表科技论文数和发明专利数分别反映学研机构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造水平。 

3.企业子系统。企业子系统由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两个维度构成，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用规模以上企业的相关数据

反映企业子系统，由以下5个指标组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

项目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

费反映企业主体的创新投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项目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发明专利申请数反映企业主体的创新产出。 

4.创新绩效子系统。创新绩效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一段时间以后产生的财务或非财务的业绩，体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实施效

果，由4个指标构成：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额、第三产业占GDP比值、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GDP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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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授权数反映协同创新的知识成果；技术市场成交额反映知识转化为实际产品或技术的能力；第三产业占GDP比值和高技

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GDP比值反映创新驱动下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的协同度模型 

1.有序度模型。假设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的创新环境、学研机构、企业、创新绩效4个子系统用Sw(w=1,2,3,4)表示。子

系统发展过程的序参量变量为ew=(ew1,ew2,…,ewn)，其中：n≥1，awi≤ewi≤βwi，i∈［1,n］。假设ew1,ew2,…,ewj为慢驰变量，即变

量值越大，系统有序度越高，反之则越低；ewj+1,ewj+2,…，ewn为快驰变量，即变量值越大，系统有序度越低，反之则越高。基于

此，定义如下： 

定义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子系统Sw的序参量分量ewi的有序度函数。 

 

由函数可知，awi，βWi是Sw子系统稳定区域临界点上序参量分量取值的下限和上限， 本文用序参量分量值中的最小值和最大

值代表下限和上限。故Uw(ewi)∈［0,1］，且Uw(ewi)越大，ewi对Sw子系统有序程度的贡献越大。此外，序参量变量ewi对子系统有序

程度的总贡献要通过Uw(ew)各自的集成来实现。为客观简便起见，本文采用几何平均法进行集成，分别计算各子系统的有序度。

定义2：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子系统Sw的有序度。 

 

Uw(ew)∈［0,1］，Uw(ew)越大，ew对子系统Sw的贡献值越大，Sw系统的有序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2.协同度模型。对于给定的初始时刻t0，假设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子系统Sw的有序度为u0
w(ew)，对整体系统在协同过程中的时

刻t1而言，子系统Sw的有序度为u
1
w(ew)，则在t0～t1这一时段内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协同度为协同创新复合系统的整体协同度，

定义如下： 

定义3：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的协同度。 

 

其中h=4,λ的取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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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λ是衡量子系统协调方向的参数，只有当u1
w(ew)-u

0
w(ew)>0时，才有正向的协同度。c取值在［-1，1］区间，c值越

大，则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协同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三、实证分析 

江西地处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是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紧邻的内陆腹地，在东西部承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重

要的衔接作用。2018年江西提出《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行动方案（2018—2020年）》，要依靠科技创新重塑“江西制造”辉煌。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区域创新的主要模式，本文以江西省为例，运用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对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协同度进

行定量分析。 

（一）数据获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催生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国、各区域不断加强创新体系建设，为此本文以2009

—2017年为时间节点。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4个子系统的19个指标选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7年）、《中国科

技统计年鉴》（2010—2018）、《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9—2017年）的相关数据，其中学研机构各指标取自《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中高等学校和研究与开发机构相应指标的和，鉴于篇幅有限，未列原始数据。 

（二）数据处理 

为消除量纲对实证分析的影响， 本文采用均值-标准差法先行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公式

中X1
ij为标准化数据， 为变量Xij的平均值，Sj为变量Xij的标准差。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标准化后的 2009—2017年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子系统的指标数据 

时间 

创新环境子系统 学研机构子系统 

地区人均 

GDP 

地区 R&D 

人员全时 

当量 

地区 R&D 

经费内部 

支出 

学研机构 

R&D经费 

内部支出 

来自企业 

的资金占 

比 

地区 R&D 

经费内部 

支出来自 

金融机构 

资金占比 

学研机构 

人员全时 

当量 

学研机构 

R&D经费 

内部支出 

每十万人 

口高等学 

校平均在 

校生数 

学研机构 

发表科技 

论文 

学研机构 

发明专利 

2009 -1.60 -1.14 -1.14 1.26 0.74 -1.25 -1.42 -1.28 -1.91 -1.14 

2010 -1.15 -0.94 -0.96 1.24 -0.20 -0.99 -0.76 -1.09 -0.40 -1.11 

2011 -0.58 -0.64 -0.80 0.72 -0.33 -0.82 -0.88 -0.87 0.25 -0.71 

2012 -0.28 -0.57 -0.51 0.39 0.23 -0.13 -0.57 -0.51 0.27 -0.23 

2013 0.09 0.02 -0.15 -1.34 2.24 -0.49 0.33 -0.14 0.61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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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0.40 0.02 0.15 -1.29 -0.16 0.23 0.27 0.49 1.00 0.03 

2015 0.64 0.36 0.48 -0.85 -0.79 0.66 0.51 1.04 -1.27 0.44 

2016 1.06 0.82 1.06 -0.13 -0.67 1.10 0.66 1.23 0.64 1.27 

2017 1.41 2.07 1.87 0.01 -1.07 1.69 1.85 1.14 0.81 1.74 

 

 企业子系统 创新绩效子系统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

量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R&D

经费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R&D

项目数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新产

品销售收入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发明

专利申请数 

技术市场成

交额 

发明专利申

请授权数 

第三产业占

GDP比 

高技术产业

主营业务收

入占 GDP比 

-1.14 -1.13 -0.82 -1.13 -1.15 -1.44 -1.12 -0.67 -1.38 

-0.88 -0.96 -0.88 -0.94 -0.99 -0.95 -1.08 -1.06 -1.09 

-0.63 -0.79 -0.93 -0.75 -0.84 -0.54 -0.67 -0.93 -0.81 

-0.64 -0.51 -0.74 -0.44 -0.63 -0.34 -0.35 -0.61 -0.34 

0.09 -0.18 0.04 -0.08 -0.19 -0.22 -0.30 -0.39 0.01 

0.00 0.15 0.10 -0.01 0.50 0.07 -0.14 -0.01 0.17 

0.32 0.50 0.11 0.26 0.50 0.58 0.78 0.62 0.89 

0.79 1.08 1.23 1.23 1.13 1.10 1.20 1.42 1.19 

2.09 1.85 1.90 1.87 1.67 1.73 1.69 1.62 1.38 

 

（三）系统协同度 

1.序参量分量的有序度。根据本文定义1，计算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子系统序参量分量的有序度，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2009—2017年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子系统的序参量分量有序度 

时间 

创新环境子系统 学研机构子系统 

地区人

均 GDP 

地区 R&D

人员全时

当量 

地区 R&D

经费内部

支出 

学研机构

R&D经费内

部支出来

自企业的

资金占比 

地区 R&D经

费内部支

出来自金

融机构资

金占比 

学研机构

人员全时 

当量 

学研机构

R&D经费

内部支出 

每十万人

口高等学

校平均在

校生数 

学研机构

发表科技

论文 

学研机构

发明专利 

2009 0.00 0.12 0.12 0.74 0.61 0.18 0.13 0.17 0.00 0.20 

2010 0.12 0.17 0.17 0.74 0.36 0.25 0.31 0.22 0.40 0.21 

2011 0.27 0.25 0.21 0.61 0.33 0.29 0.28 0.28 0.58 0.32 

2012 0.34 0.27 0.28 0.52 0.48 0.47 0.36 0.37 0.58 0.45 



 

 6 

2013 0.44 0.42 0.38 0.07 1.00 0.38 0.60 0.47 0.67 0.43 

2014 0.52 0.42 0.46 0.08 0.37 0.57 0.58 0.64 0.77 0.51 

2015 0.58 0.51 0.54 0.20 0.21 0.68 0.64 0.78 0.17 0.63 

2016 0.69 0.63 0.69 0.38 0.24 0.80 0.68 0.83 0.68 0.84 

2017 0.78 0.96 0.90 0.42 0.14 0.96 1.00 0.81 0.72 0.97 

 

企业子系统 创新绩效子系统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

量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R&D

经费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R&D

项目数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新产

品销售收入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发明

专利申请数 

技术市场成

交额 

发明专利申

请授权数 

第三产业占

GDP比 

高技术产业

主营业务收

入占 GDP比 

0.00 0.00 0.10 0.00 0.00 0.00 0.10 0.24 0.02 

0.08 0.06 0.08 0.06 0.05 0.15 0.11 0.12 0.11 

0.16 0.11 0.07 0.12 0.09 0.28 0.24 0.16 0.20 

0.16 0.20 0.12 0.22 0.16 0.35 0.34 0.26 0.35 

0.38 0.30 0.37 0.33 0.29 0.38 0.36 0.33 0.45 

0.35 0.40 0.38 0.35 0.51 0.47 0.41 0.45 0.51 

0.45 0.51 0.39 0.43 0.51 0.64 0.70 0.65 0.73 

0.60 0.69 0.73 0.73 0.70 0.80 0.83 0.90 0.83 

1.00 0.92 0.94 0.93 0.87 1.00 0.99 0.96 0.89 

 

2.权重计算。根据定义2，要测算各子系统的系统有序度，要先明确子系统内各序参量分量指标的权重。本文采用熵值法计

算序参量分量指标的权重，可以消除主观影响，客观可信度高［14］。信息熵的计算公式为： 

1.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指标的比重Pij，其中m为待评价的对象个数：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3.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hj:hj=1-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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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后得到指标的权重wj，其中n表示指标个数：  

根据熵值法计算各子系统序参量分量指标的权重如表 3所示。 

表 3 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子系统序参量指标权重 

创新坏境子系统 学研机构子系统 

地区人均

GDP 

地区 R&D

人员全时

当量 

地区 R&D

经费内部

支出 

学研机构

R&D经费内

部支出来

自企业的

资金占比 

地区 R&D

经费内部

支出来自

金融机构

资金占比 

学研机构

人员全时

当量 

学研机构

R&D经费

内部支出 

每十万人

口高等学

校平均在

校生数 

学研机构

发表科技

论文 

学研机构

发明专利 

0.184 0.095 0.379 0.127 0.215 0.027 0.107 0.019 0.011 0.835 

 

企业子系统 创新绩效子系统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

量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R&D

经费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R&D

项目数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新产

品销售收入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发明

专利申请数 

技术市场成

交额 

发明专利申

请授权数 

第三产业占

GDP比 

高技术产业

主营业务收

入占 GDP比 

0.056 0.162 0.128 0.309 0.344 0.430 0.452 0.012 0.106 

 

3.子系统有序度。根据本文的定义2，运用加权平均法计算2009—2017年江西省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子系统的有序度，结果

如表4所示。 

表 4 2009—2017年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子系统有序度 

 创新环境子系统

有序度 

学研机构子系统

有序度 

企业子系统 

有序度 

创新绩效子系统 

有序度 

2009 0.28 0.19 0.01 0.05 

2010 0.27 0.23 0.06 0.13 

2011 0.30 0.32 0.11 0.25 

2012 0.36 0.44 0.18 0.34 

2013 0.49 0.45 0.32 0.38 

2014 0.40 0.53 0.42 0.45 

2015 0.43 0.63 0.47 0.68 

2016 0.55 0.82 0.71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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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0.66 0.97 0.91 0.98 

 

4.系统协同度。根据定义3，计算出2009—2017年江西省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子系统组成的复合系统的协同度为： 

 

（四）结果分析 

江西省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子系统有序度和子系统组合成的复合系统的协同度用图形呈现如图1所示。 

 

1.江西省协同创新系统各子系统有序度增长较快，说明江西省近年来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创新环境、学研机构创新、企业创

新和创新绩效子系统内的要素联动协同效应较好。陈怀超等基于Malmquist指数和灰色关联度分析也验证了江西企业和高校的投

入产出比相对合理，创新效率实现增长。［15］实证分析表明，江西省近年出台系列政策，如《江西省推进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构建

与发展的实施方案》《关于大力推进科技协同创新的决定》《江西省创新驱动发展纲要》等，大力推进协同创新，取得了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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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的成效。 

2.虽然纵向来看，江西这些年协同创新绩效大幅提升，协同有序，但进一步进行横向比较发现，整体协同创新水平仍处于

较低水平。通过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在专利检索平台中申请人栏分别输入“大学”或“学院”或“研究

院”和“公司”或“厂”［16］，在申请地址分别输入中部六省名称，筛选出“2011计划”提出以来，中部六省的合作专利数如表

5所示。结果显示2011-2017年间，无论是专利总数，还是产业、学校或科研院所联合申请的合作专利数，江西在整个中部地区

都排在末位。另一方面，通过对历年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比较发现，2017年江西在全国区域创新能力排行榜中排

第21位，较2016年反而下降了2位，这正好也跟2017年度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协同度出现下降相吻合。 

表5 2011—2017年中部六省产学研合作申请专利授权数比较 

省份 合作专利数（项） 专利总数（项） 合作专利数占专利总数的比值 

江西省 1707 193432 0.88% 

山西省 3466 103653 3.34% 

湖南省 5510 323443 1.70% 

安徽省 6586 737722 0.89% 

河南省 7337 428907 1.71% 

湖北省 7953 420068 1.89% 

 

四、结论建议 

根据实证结果显示，江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各子系统有序度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系统整体的协同度增长较缓，且呈现波

动状态。根本原因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性人才、资本的投入强度偏低，创新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基于分析结果，本文

分别从企业、学研机构、政府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一）企业层面 

企业提出创新需求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起点， 企业将创新成果产业化转变为经济价值又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终点。在整个

过程中，要发挥好企业的核心主体作用。 

1.加大企业R&D投入力度,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相较于学研机构知识创造的公共物品属性，企业创造的知识是典型的私

人物品，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创新主体的利益保障得到进一步强化。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创新是培育核心竞争力的

源泉，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增强创新动力，积极主动寻求与高校、科研院所或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协同创新，努力开发新技术，

培育新产品，夯实企业核心竞争力基础。 

2.提升企业对创新知识的转化吸收能力。企业R&D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评价、吸收内化和利用外部知识以实现企业目标的综

合能力， 直接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产业化水平和企业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热情［17］，要加大科技人才的培养引进力度，

加强与高校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提升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3.以龙头骨干企业发展推进创新要素的集聚，带动区域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创新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因此大企业

是科技研发投入的主体。江西大企业数量少、实力较弱，产业集中度低，制约了区域创新水平。要引导企业横向纵向的兼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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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将企业做大做强，发挥大企业的规模效应和产业的集聚效应，催生一批研发主导型的行业领军企业，带动区域创新水平的

提升。 

（二）学研层面 

学研机构作为知识创造的主体，既要服务于产业发展提出的创新需求，也要以知识的重大发现，引领产业科技需求。高校、

科研院所的创新水平、产业服务能力等是推进协同创新的根基。 

1.着力提升学研机构的创新能力。目前诸多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形聚神散，原因之一是高校、科研院所等学研机构创新优

势不明显，不能给企业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制约企业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积极性。只有学研机构具备较高的自主创新能力，

才能为企业创新提供那些其亟需又不具备的知识和技术，才能切实提高产学研合作的创新绩效。［18］为此，要以国家一流高校、

一流专业建设等为契机，集中力量打造优势学科，加强科研人才队伍建设，以知识创造水平的提升吸引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热

情。 

2.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增强校内校外协同创新的积极性。市场配置的本质意义是利益问题，高校的办学水平要通过产业进

行检验， 高校办学资源离不开产业支撑。而受传统思维观念的束缚，以及现行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影响，高校主动走出象

牙塔参与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意愿并不是非常强烈。［19］为此，要发挥校院二级管理、职称评聘、职务晋升、晋级等的导向作

用，鼓励各二级学院与企业进行互动交流， 引导教师深入企业服务产业， 吸引企业优秀人才来校担任兼职，促进相互信任和

沟通，增强各方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要鼓励学校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协同，以高层次平台、重大科研项目促

进交叉学科的协同攻关。 

（三）政府层面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创新环境子系统有序度整体偏低，直接影响了系统整体的协同度和区域创新绩效。尽管市场化水平对

协同创新绩效影响显著，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样直接影响区域创新绩效［20］［21］，为此政府要充分发挥对协同创新的推动作

用。 

1.持续加大对教育、科技的投入。要有国家在经济增速减缓的情况下却依然加大力度减税降费一样的决心，即使勒紧裤腰

带也要优先支持教育、科技的发展，厚积薄发，提升协同创新水平，为重塑江西制造业辉煌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2.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架起产学研协同的桥梁和纽带。如江西省教育厅成立了省校企合作信息服务平台，对接高校、

企业的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和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要进一步涵盖技术集成交换、成果转化等平台建设，同时要引导产学研合

作各方充分利用服务平台，以发挥平台的更大作用。 

3.加强政策引导力度，使创新资源在各创新主体之间进行科学分配。如充分发挥省级工业转型升级专项基金的引领撬动作

用，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尤其要加大对优势产业、龙头企业的研发支持力度，引导行业骨干企业与学研机构联合组建科技

创新战略联盟。同时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区域协同创新活动，如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支持创新的多种贷款服务模式，加大金融支持

创新的力度，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关键技术攻关。 

4.推进市场化水平。政府要摆正自身角色，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强化服务导向，提升市场化水平。加强创新文化、开放

文化的建设，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氛围，增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间的相互信任，降低协

同创新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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