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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是技术创新产出的重要源泉，知识产权保护对其技术创新扩散至关重要。研

究表明，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体系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系统内各因素之间

的作用方式和机理、影响强度和广度差异显著。其中，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导向、知识产权保护、

高校发展战略是影响高校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知识产权保护因素在系统中处于关键位置，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以及微弱的被动性，能强烈地影响系统内其他

因素，但自身却很难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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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湖北省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着力破除一切制约

知识转移与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加速技术创新扩散进程，锐意进取，奋力建设全国构建新

发展格局先行区。
[1][2](p141-149)[3](p47-50)

创新是引领湖北发展的第一动力，而高校则是湖北创新体系建设非常重要的执行主体，肩负着人才培

育、智力支持与科技支撑的重要使命，
[4](p131-136)

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成果转移的重要载体与坚实支柱，

在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作为技术创新扩散的重要制度支撑与基本法律

保障，知识产权保护亦对技术创新扩散产生深远影响：既为技术创新的转移转化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促

进技术创新扩散；同时又增加技术创新的采纳成本，约束技术创新扩散。因此，能否妥善处理知识产权保

护与高校技术创新扩散的关系，将直接影响湖北省创新体系建设进程，进而决定湖北省建设全国构建新发

展格局先行区战略成败。在当前湖北省技术转移体系建设陷入困境背景下，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要素对省内

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助于厘清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校技术创新扩散的辩证关系，更是湖

北省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战略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目前，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的确定，多数学者最终都归结为场景化要素维度和情境维度的把握，技

术创新供给方因素、技术创新接受方因素、技术创新自身因素成为研究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的重点。
[5](p206-214)[6](p86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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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研究则呈现多角度、多层次发展态势。
[7]
就理论研究而言，知

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方式及路径是学者们关注焦点，
[8][9]

主要基于博弈对策理论，充分考虑知

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效应构建技术创新扩散模型，探索企业技术创新扩散的模式选择。
[10](p31-39，p72)[11]

在宏观层面，Krugman、Helpman、Eaton&Kortum、Findlay、Keith&Maskus、徐舒等以及徐卫彬分别从

贸易角度和 FDI 角度构建技术创新扩散一般均衡模型，诠释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技术创新扩散速度、经济、

国家福利水平之间的紧密联系；
[12](p253-266)[13](p1247-1280)[14](p251-278)[15](p1-16)[16](p387-410)[17][18]

在微观层面，Yang&Maskus 以全新视角构建技术创新扩散局部均衡模型，分析发达国家企业如何在出

口、FDI、技术许可三种渠道间进行选择。[19](p231-236)就实证研究而言，多数学者专注于技术创新扩散

主要渠道的探索，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由于技术创新扩散度量的复杂性和难度，在计算和衡量技术创新

扩散大小时，学者们通常采用回归方法，
[20](p105-112)

宏观层面（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21](p41-45)[22](p374-389)

但微观层面（企业、行业数据）的研

究结论则不尽相同。
[23](p605-627)[24](p821-831)[25](p495-518)[26](p27-31)

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体系是具有相互逻辑联结关系的复杂系统，知识产权保护与系统各要素之间不

仅具有固定的空间关系，还应当具有特定的数量关系。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割裂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联而

局限于简单的定性描述单一因素作用，或侧重于应对政策梳理，缺乏以系统论视角揭示各因素间的逻辑联

系，知识产权保护在系统要素结构关系中的作用亦未阐明。另一方面，学者大多关注企业技术创新转移或

国际技术创新扩散，或着重分析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制度变量对企业技术创新扩散渠道和强度的影响，对于

知识产权保护作用下的高校技术创新扩散研究鲜有涉及，而高校作为特殊而重要的科研载体，其技术创新

扩散必然呈现出新的特征，需要深入探讨，而且知识产权保护本身也赋予技术创新扩散理论更多的社会背

景及理论价值。因此，本研究将基于系统论视角，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要素构建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

体系框架，利用 Fuzzy–Dematel 模型直观呈现各影响因素间的逻辑联系，识别关键影响因素并清晰揭示知

识产权保护在系统要素结构关系中的作用，以期更有效地把握高校技术创新扩散的核心要素，为湖北省建

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全面加速提供有益参考。

二、数据来源

湖北省是典型的高教资源优势地区，现有本科高校 68所，其中 985 高校 2所、211 高校 7所，公办普

通本科高校 29所，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32所，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庞大，创新实力显著，基于湖北省的调研，

其结果具有代表性和普适性。考虑到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建校时间普遍较晚，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薄弱，

以其为考察对象不足以支撑有效的数据分析。故本研究数据主要采集自湖北省的 7所 211 高校以及 29 所公

办普通本科高校。

在构建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体系框架时，共经过两轮问卷调查获取数据。第一轮问卷调查主要

以 211 高校教师为实地访谈对象，共发放问卷 1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99份，有效率为 99%。然后经过试调

修改形成《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第二轮问卷调查采取网络问卷方式实施，本次调查共发

放问卷 500 份，其中 211 高校 100 份（为了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发放问卷时排除第一阶段的访谈对象），公

办普通本科高校 400 份。经过整理、剔除无效问卷，共收集 494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8.8%，样本中高

校层次比例与总体的高校层次比例基本吻合。

在确定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直接影响矩阵时，首先依托武汉工程大学《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改革



的本土实践与制度创新》课题研究平台组建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影响度评定委员会。然后邀请 10 位

在知识产权研究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以及 20位高校教授组成影响度评定小组并召开会议，利用专家群决

策方法对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度进行评定。最后以 30 位专家的评分均值作为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

素直接影响矩阵的数据来源。

三、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因素系统模型构建

（一）影响因素体系框架构建

高校在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总会受制于一定边界条件制约，其中，技术创新本身、扩散主体和扩散

环境等边界成为影响因素体系框架构建的主要着力点。

第一阶段，初步调查问卷设计。深度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对其中所涉及的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

进行归纳，合并内涵相似性要素并统计出现频次，以频次高者为分析研判依据确定“知识产权保护、国家

科技创新政策导向、中介组织、市场结构、技术势差、技术可接受性、技术风险性”7 项因素并初步设置

调查问卷题目和内容。

第二阶段，实地调研访谈。以主管科研的学校领导以及科技处、科研平台、科研团队负责人作为调研

对象，武汉工程大学《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改革的本土实践与制度创新》课题组于 2021 年 9 月在 7所 211 高

校发放 100 份初步调查问卷并组织与实施深度访谈工作。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开展：1.高校进行技

术创新活动的动力源以及障碍性因素；2.知识产权制度对高校技术创新扩散过程的影响方式及路径；3.在

众多的因素中，哪些因素对高校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更强；4.对初步调查问卷的改进建议。

第三阶段，正式调查问卷拟定。课题组在访谈结束后的一天内，对获取的信息展开充分讨论，对照录

音文档详细验证每位受访者先后描述以及不同受访者之间描述的一致性，经过比对分析，发现众多学者建

议将高校“发展战略、科研队伍结构、科研创新服务平台建设、研发投入、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等 5项因

素纳入影响因素体系框架构建，并依据学者建议对初步调查问卷进行试调修改形成正式的《高校技术创新

扩散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第四阶段，网络问卷调查。课题组于 2021 年 10 月通过各大社交渠道发送正式调查问卷链接，共推送

网络问卷 500 份（211 高校 100 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400 份）。

第五阶段，问卷信度效度检验。利用 SPSS24.0 软件对 494 份有效网络问卷进行分析，测得问卷各因子

的 Cronbach'sα系数值均在 0.85~0.89 之间，KMO 检验系数值为 0.867，两者均大于 0.7，问卷信度和效度

良好，问卷设计质量符合研究要求。

第六阶段，专家咨询。课题组咨询部分参与 2021 年 7 月在汉举办的湖北省全省知识产权保护大会的专

家，对确定的 12项因素进行论证并采纳专家的一致建议将“内部利益平衡机制”添加至高校技术创新扩散

影响因素框架。

第七阶段，影响因素体系框架确定。经过前述六个阶段的论证，最终确定包含 13项因素——“知识产

权保护、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导向、中介组织、市场结构、技术势差、技术可接受性、技术风险性、高校发

展战略、科研队伍结构、科研创新服务平台建设、研发投入、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内部利益平衡机制”的

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体系框架。



（二）影响因素系统模型构建

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严谨程度不同的逻辑关系而构成多因素相互联结的复杂系统。系

统内部各影响因素、各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并通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形

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产生合力影响高校技术创新扩散进程。因此，为了更清晰地呈现系统的层次

结构，课题组召开建模会议，定义影响因素集 F={F1，F2，…，F13}，采用专家群决策方法厘清各影响因素

间的联结关系，并引入系统理论观点构建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系统模型如图 1所示。

四、基于 Fuzzy-Dematel 方法的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分析

（一）Fuzzy-Dematel 分析方法

以图论为基础的 Fuzzy-Dematel 方法通过可视化呈现复杂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因果图，并以数量化

方式刻画影响因素相互联结的逻辑关系，是分析复杂系统各因素相互影响程度的重要工具和有效手段。利

用 Fuzzy-Dematel 方法测度并研究复杂系统内部各因素相互关系的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一：设定专家语言量表。将复杂系统内诸因素间的影响程度强弱划分为 5个等级，各影响等级语

言变量见表 1。



表 1语言变量与模糊数的转换关系

影响等级语言变量(linguistic variable of influence degree) 相对应的三元模糊数（TFN）

No 没有影响(No Influence) (0,0.1，0.3)

VL 影响很小(Very Low Influence) (0.1，0.3,0.5)

L 影响不大(Low Influence) (0.3,0.5,0.7)

H 影响较大(High Influence) (0.5,0.7,0.9)

VH 影响很大(Very High Influence) (0.7,0.9,1.0)

步骤二：确定初始直接影响矩阵。邀请熟悉研究问题的专家组成影响度评定小组并召开会议，由每位

专家在深刻理解语言量表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学识与经验对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进行评分，获得初始直接

影响矩阵 ，其中 aij 表示影响因素 Fi 对影响因素 Fj的影响程度。

步骤三：原始直接影响矩阵 A 的去模糊化处理。设定语言变量与模糊数转换关系表 1，利用三元模糊

数对语言变量数量化。
[27](p260-266)

然后令

表示在全体 K 位专家中，第 k 位专家所评定的 i 因素对 j 因素的影响值，其中 1

≤k≤K。最后，利用 CFCS 方法对三角模糊数进行去模糊化处理，
[28](p43-53)

CFCS 方法具体计算过程见公式（1）—公式（8）：

1. 三角模糊数的标准化处理

2. 计算左右标准值：

3. 计算总标准化值：



4. 第 k 位专家关于 i因素对 j因素影响值的量化：

5. K 位专家关于 i因素对 j因素影响值的量化：

经过量化处理，最终得到影响因素的清晰直接影响矩阵 W=（wij）n×n。

步骤四：综合影响矩阵的计算。首先利用公式对清晰直接影响矩阵 W=（wij）n×n标准化：

其中 0≤gij≤1，且 。然后利用公式（10）计算出综合影响矩阵 T[29]：

其中 E为 n阶单位矩阵。

步骤五：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计算。对综合影响矩阵 T 中元素按行相加得到相应因素的影响

度 fi，即 fi=∑ntij（i=1，2，…，n），表示因素 Fi给予系统中其他 j-1 个因素直接和间接影响程度的总和；

对其中元素按列相加得到相应因素的被影响度 ej，即 ej=∑ntij（j=1，2，…，n），表示因素 Fi受到系统中

其他 i-1 个因素直接和间接影响程度的总和；计算影响度 fi与被影响度 ei之和，即得影响因素 Fi的中心度

Mi=fi+ei，Mi表示因素 Fi在整个系统中的重要程度；计算影响度 fi与被影响度 ei之差，即得影响因素 Fi的原

因度 Ni=fi-ei。当 fi-ei＞0时，影响因素 Fi被称为原因因素；而当 fi-ei＜0时，影响因素 Fi则被称为结果因

素。
[29](p6-15)

（二）影响因素分析

1.基于 Fuzzy-Dematel 的数量关系测度

为了更科学地揭示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系统内部诸因素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及数量关系，特邀请

10 位在知识产权研究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以及 20 位高校教授召开会议，依据专家语言量表 1 对因素间



的影响程度强弱进行划分，形成初始直接影响矩阵 A={}aij13×13，运用 MATLABR2010a 软件工具以及 CFCS

方法对初始直接影响矩阵去模糊化处理，最终得到表 2所示的影响高校技术创新扩散的 13 项因素的清晰直

接影响矩阵 W={wij}13×13。

将清晰直接影响矩阵 W标准化，继续使用 MATLABR2010a 进行矩阵运算，得到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

素的综合影响矩阵 T如表 3所示。计算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体系结构中各项因素的影响度（fi）、被

影响度（ei）、中心度（Mi=fi+ei）以及原因度（Ni=fi-ei），并对数值进行排名，其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2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的清晰直接影响矩阵

因 素

Factor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l2 F13

F1 0.00000.40480.6422 0.3638 0.0564 0.5379 0.5960 0.0679 0.0944 0.1277 0.8224 0.1979 0.1968

F2 0.45330.00000.6824 0.6868 0.2579 0.5468 0.5455 0.1143 0.1180 0.1132 0.1229 0.0366 0.0454

F3 0.13160.36580.0000 0.5433 0.3077 0.5046 0.3679 0.2568 0.2474 0.1937 0.2037 0.0354 0.0845

F4 0.12260.43320.4651 0.0000 0.5644 0.7766 0.2579 0.1838 0.2682 0.1998 0.2123 0.0208 0.0673

F5 0.12170.36550.5754 0.6606 0.0000 0.7435 0.3880 0.2877 0.2238 0.2232 0.2533 0.0117 0.0290

F6 0.12370.18770.5999 0.6236 0.3654 0.0000 0.2659 0.3795 0.2470 0.2652 0.1616 0.1280 0.0766

F7 0.13180.25650.7753 0.7757 0.4654 0.7955 0.0000 0.5564 0.5872 0.4178 0.4735 0.4182 0.5127

F8 0.12570.27650.7683 0.4877 0.1744 0.5544 0.2747 0.0000 0.2361 0.1368 0.1343 0.0427 0.0863

F9 0.14170.24540.4526 0.4454 0.1864 0.5787 0.2633 0.1624 0.0000 0.2222 0.2658 0.0066 0.0146

F10 0.22650.15650.4538 0.6955 0.1258 0.4535 0.2546 0.1354 0.2542 0.0000 0.3371 0.1469 0.0854

F11 0.17880.13430.5977 0.7668 0.1793 0.4675 0.4241 0.1273 0.2523 0.2654 0.0000 0.0928 0.0794

F12 0.24540.35430.7964 0.7724 0.5446 0.7997 0.7963 0.5788 0.3880 0.4543 0.4798 0.0000 0.5574

F13 0.14360.24360.7867 0.7999 0.4645 0.7995 0.7987 0.5576 0.5659 0.5877 0.6652 0.3674 0.0000

表 3 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的综合影响矩阵

因 素

Factor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l2 F13

F1 0.0252 0.09150.1643 0.13460.0552 0.1518 0.1303 0.0497 0.0546 0.05400.1453 0.0433 0.0465

F2 0.0781 0.03880.1577 0.15900.0752 0.1443 0.1151 0.0499 0.0512 0.04580.0546 0.0201 0.0240

F3 0.0360 0.0781 0.06450.13280.0750 0.1287 0.08630.0624 0.0621 0.0515 0.0567 0.0169 0.0250

F4 0.0364 0.08840.1265 0.07150.1079 0.1648 0.0761 0.0557 0.0659 0.05390.0590 0.0152 0.0226

F5 0.0375 0.08350.1450 0.15730.0424 0.1671 0.09430.0710 0.0639 0.0591 0.0665 0.0154 0.0199

F6 0.0352 0.05890.1402 0.14450.0836 0.06970.07570.0786 0.0634 0.0613 0.0529 0.0280 0.0245

F7 0.0518 0.09320.21690.22030.1269 0.22280.07970.1283 0.1331 0.1061 0.1194 0.0753 0.0912

F8 0.0347 0.06780.1573 0.12520.0588 0.1335 0.07480.0299 0.0605 0.04420.0474 0.0172 0.0248

F9 0.0350 0.05990.11290.11410.0559 0.1294 0.06870.0471 0.0270 0.0519 0.0607 0.0116 0.0142

F10 0.0476 0.05360.1210 0.15210.0539 0.1237 0.07400.0477 0.0637 0.02780.0752 0.0310 0.0259

F11 0.0427 0.05360.1428 0.16550.0639 0.1309 0.09670.0497 0.0666 0.06360.0347 0.0255 0.0266

F12 0.0700 0.1121 0.23520.23570.1449 0.23880.1869 0.1392 0.1174 0.11740.1291 0.0282 0.1023

F13 0.0567 0.09690.23060.23680.1333 0.23560.1836 0.1344 0.1376 0.1322 0.1489 0.0729 0.0321



表 4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

影响

因素

影响度（fi） 被影响度（ei） 中心度（fi+ei） 原因度（fi-ei）

计算结果 排名 计算结果 排名 计算结果 排名 计算结果 排名

F1 1.1463 4 0.5869 11 1.7332 13 0.5593 3

F2 1.0138 6 0.9764 7 1.9902 9 0.0374 5

F3 0.8761 11 2.0151 3 2.8912 4 -1.1390 13

F4 0.9442 8 2.0494 1 2.9936 2 -1.1053 11

F5 1.0229 5 1.0769 5 2.0999 7 -0.0540 7

F6 0.9166 9 2.0411 2 2.9577 3 -1.1245 12

F7 1.6651 3 1.3421 4 3.0072 1 0.3231 4

F8 0.8759 12 0.9437 9 1.8196 10 -0.0678 8

F9 0.7885 13 0.9670 8 1.7555 12 -0.1785 10

F10 0.8973 10 0.8688 10 1.7661 11 0.0285 6

F11 0.9629 7 1.0505 6 2.0134 8 -0.0876 9

F12 1.8572 1 0.4007 13 2.2579 6 1.4565 1

F13 1.8315 2 0.4796 12 2.3112 5 1.3519 2

基于表 4数据，以中心度为横坐标轴、原因度为纵坐标轴绘制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因果关系图，

并在图中标示出各个因素的位置，如图 2所示。

2.测算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1）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对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①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体系是由多重要素相互依赖、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各因素在系统中处于不同的位置，相互之间的作用方式和机

理、影响强度和广度差异显著。各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与外部环境实现

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产生合力影响高校技术创新扩散进程。②六项子因素：市场结构（F1）、高校科研

创新服务平台建设（F5）、高校发展战略（F7）、高校科技创新激励机制（F10）、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导向（F12）

和知识产权保护（F13）属于原因因素（即原因度>0 的因素）。若按影响程度大小排列，前三位原因因素依

次为：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导向（F12）、知识产权保护（F13）、高校发展战略（F7），其中，国家科技创新政策

导向（F12）和知识产权保护（F13）具有较低的被影响度（分别居于第十三位和第十二位），说明国家科技创

新政策导向（F12）和知识产权保护（F13）对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体系中其他因素影响强烈，但却不

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显示出极其强烈的主动性。而高校发展战略（F7）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均

比较大（被影响度居于第 4位），说明该因素既可以强烈影响系统内其他因素，同时又易被其他因素强烈影

响，与系统内诸因素联系密切。其他三项子因素：市场结构（F1）、高校科研创新服务平台建设（F5）和高

校科技创新激励机制（F10）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均比较低，说明这三项因素与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关系相对

疏远。③七项子因素：高校科研队伍结构（F3）、高校研发投入（F4）、高校科研创新服务平台建设（F5）、

高校内部利益平衡机制（F6）、技术势差（F8）、技术可接受性（F9）、技术风险性（F11）属于结果因素（即

原因度<0 的因素）。其中，被影响程度大小前三位依次是：高校研发投入（F4）、高校内部利益平衡机制（F6）、

高校科研队伍结构（F3），说明这三项因素极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在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系统中表

现出强烈的被动性。而中介组织（F2）、技术风险性（F11）、技术可接受性（F9）、技术势差（F8）这四项因

素的被影响度相近，且其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均处于较低水平，说明这四项因素与系统中其他因素的联系较

弱。

（2）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

根据帕累托定律，原因要素中影响程度大小前三位：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导向（F12）、知识产权保护（F13）、

高校发展战略（F7）可确认为是关键因素。首先，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必定受制

于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形态影响，通过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导向实施直接或间接干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

社会发展，从而决定着高校技术创新扩散的方向、速度、强度和广度。其次，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构的信

息供给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技术创新扩散过程的不确定性；建构的专有权允诺机制确保扩散主体获得

相应的专有权，增强技术创新扩散系统的可扩展性；而建构的权益保护机制则有效遏制侵权行为对市场的

侵蚀，稳定技术创新扩散主体对未来权益的预期。这三大机制为高校技术创新扩散提供了最直接的驱动力。

再次，创新驱动发展是现阶段高校发展规划制定的重要理念和基石，在此背景下，高校发展战略成为推动

技术创新扩散和应用的重要力量。

中心度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因素在整个因素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从中心度来看，高校发展战略（F7）

具有最高的中心度（3.0072），且影响度（1.6651，第三位）和被影响度（1.3421，第四位）位居前列，与

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关系密切，在系统中发挥的作用最大，是影响高校技术创新扩散的最关键因素。虽然高

校研发投入（F4）、高校内部利益平衡机制（F6）的中心度分别居于第二位（2.9936）与第三位（2.9577），

但其影响度却分别居于第八位（0.9442）与第九位（0.9166），在系统中被动性有余而主动性不足，关键性

有所弱化。因此，综合原因度、被影响度与中心度的分析，子因素“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导向（F12）、知识产

权保护（F13）、高校发展战略（F7）”是高校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影响因素。

（3）知识产权保护与其他要素的相互关联

知识产权保护（F13）是影响高校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系统中处于关键位置，发挥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分别位居 13项因素的第二位（1.8315）、第十二位（0.4796）、

第五位（2.3112），主要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以及微弱的被动性，能强烈地影响系统内其他因素，但自身却

很难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作为高校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科技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主动

性、高效性与专业性的显著特征，通过激励创新和促进技术扩散的两大基本职能，推动各种优质的创新要

素和创新资源向高校聚集，为高校技术创新扩散要素的自由流动“保驾护航”。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高校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体系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方式

和机理、影响强度和广度差异显著。其中，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导向、知识产权保护、高校发展战略是影响

高校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

2.知识产权保护因素在系统中处于关键位置，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以及

微弱的被动性，能强烈地影响系统内其他因素，但自身却很难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对策建议

关键影响因素是决定高校技术创新扩散效率的核心要素，对其予以重点关注是提升高校技术创新扩散

的迫切要求。因此，本文围绕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导向、知识产权保护、高校发展战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强化国家科技创新驱动政策导向，激发高校技术创新整体效能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系统设计符合高校教育教学规律、技术创新规律、技术转移规律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律的国家科技创新驱动政策体系，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实现从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

动发展向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

强化高校科研职能，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机制，注重原创性和创新性的基础研究，赋予

高校人员编制、职称评审更多自主权；以成果质量、贡献和影响为评价导向，实施股权期权及分红激励，

提高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与市场应用中的利益分配比例，从而激发高校技术创新的整体效能。

2.加强高校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培育公平高效的技术交易市场环境

各高校应积极配合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建设，主动完善本校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并设立专门

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将知识产权纳入高校资产全流程管理体系。构建知识产权维权监督网络，面向师生

开展知识产权教育与培训，在理念、制度、管理上推动高校知识产权工作创新。

培育发展若干功能完善、公平高效、互联互通、辐射作用强的全国性高校技术创新交易市场或网络平

台，引导、激励社会资本参与高校技术创新转移投资、流转和退出。推动符合高校技术创新成果交易特点

的市场化定价改革，完善技术创新产权交易流程，培育公平高效的高校技术交易市场环境。



3.实施高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进技术创新与经济紧密融合

瞄准国家重大科技需求与紧迫任务，围绕区域技术创新目标优化高校顶层设计与规划布局，全面落实

高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定优先发展领域，动态调整高校学科布局，鼓励高校教师、研究人员参与高端

学术交流以拓宽研究视野，致力于铸就国际化协同创新高端平台，形成稳定的基础研究队伍与支持制度。

建立共同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支持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组建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贯通产学研创新链，促进高校技术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与产业链有效对接。加强技

术创新转移中介机构培育，引导高校、技术创新转移中介机构与企业孵化器深度合作，推动高校技术创新

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急需领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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