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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概念界定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产学研用在整个经济社会起到

重要作用，既能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
活力，又能建立健全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同时研究产学
研用，需要不同运行过程的参与，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用户
需求的了解、基本知识的学习利用、技术资源的协同创新创
造、科技成果的转化。

2  内蒙古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基本发展现状
首先是经济环境，内蒙古自治区位处祖国北疆，经济实

力、科技发展、政策支持远不如东部发达地区，近年来经济
结构调整速度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稳健，总量持续扩大，质
量明显改善，全区经济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实现
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存在着经济发展质量
和效益低的局面，2015 到 2016 内蒙古经济迅猛发展，而到了
2017年出现大幅下降，2018到 2019 才缓慢上升，2019 年全年
全区生产总值完成17212.5 亿元，比上年增长5.2%。

其次是战略环境，为了实现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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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经济时代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是发展本区域经济的首要前提，是提升地方竞争力、助力地方科技与经济的必

然选择，是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用户根据自身优势资源构建协同创新体系，本文结合内蒙古的实际情况总结其运行发展机

制，创新性的探索了多元主体间的协作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包头稀土开发模式的案例分析，进一步总结内蒙古产学研用协同创

新存在的障碍，并针对性的提出发展对策，从而为建设创新型内蒙古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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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机制的构建则是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过程最终实现的保障。
2019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共实现交易科技成果687
项，合同总额约19.9亿元，一大批科技成果成功落地转化，科
技成果转化落地成效显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持续增强，
内蒙古设立了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每年约5亿元。

4  内蒙古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的障碍
4.1产业结构面临核心技术薄弱和创新人才不足的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发

展，出现产品实际核心技术单一化和创新人才不足的问题，缺乏
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是当前内蒙古创新型企业危机的关键原因，
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核心技术，需要对技术进行改造运用。

4.2缺乏科研成果评价和考核体系
科研成果评价标准，主要衡量技术创新程度、技术难度、

实用性，对推动社会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起着重要作用。这些
指标评价难，而且缺乏量化指标，和正确的评价结果，会让科研
工作人员丧失科研积极性，从源头弱化了科技的创造力。

4.3缺少创新资源流动机制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前提下，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离不开人

才、资源、资金、科技的投入，只有整合多主体现有创新资源并
发挥最大效用，才能实现多方共赢，但进行深入了解发现内蒙古
存在科技创新要素流动不畅，产品附加值低，拥有科技成果交易
平台，却缺少创新要素渠道的建设，提供创新资源的一方由于没
有创新平台的帮助而不能让资源有效的提供给其他主体，导致资
源阻塞，延缓创新的进程。

5  内蒙古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发展模式的对策建议
5.1 提高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是衡量本区域科技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内蒙古地处北疆，经济实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中小型企业众
多，科技竞争力又很薄弱。核心技术的创新由研发机构、企业、
资金的支持、用户的需求等多因素共同决定。

5.2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评价和绩效考核体系
对于现存的成果评价机制和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要联合各

高校对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进行评定，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考核指标
体系和内部各类绩效考核制度，对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分类建立适
合的管理制度，结合科研成果按照对企业贡献的大小，量化考核。

5.3搭建创新资源平台，健全资源共享机制
在内蒙古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出现创新资源的供

需不匹配，究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创新资源平台，创新资源平台是
联结供给和需求方的桥梁，催化产学研用的进程，提高资源利用
率，实现共赢的渠道，加强创新资源平台的建设，完善资源平台
机构设置，改变原有传统模式，改进科技资源配置方式，解决科
技资源分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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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内蒙古各盟市地区生产总值 展，内蒙古发展科技实行
三大重要战略：科教兴区
战略、建设创新型内蒙古
战略，科技兴蒙行动战
略。战略制定过程是循序
渐进的，也是结合本地区
科技与经济的实际情况而制
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科技和教育成为影响
经济的决定性因素，科教

兴区促进了各高校承担科学研究工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
定基础；加快建设创新型内蒙古，完善科技人才队伍，建立
适应创新型内蒙古的区域创新体系和主导产业核心技术体系。
再者是科技环境，内蒙古自治区总体科技实力较弱，科学技术贡
献率、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处于全国中等水平，高新技术产业波
动性大，2018年高新技术产业增长17.1%，而2019年负增长5.
7%，在2019年《中国区域科技创新研究报告》中，31个省市区
中，内蒙古排名居第30位，创新能力效用值18.14，与第一名的
广东省相差41.35。科学研究基础薄弱。

3  内蒙古产学研用现有的协同创新机制
3.1 利益分享机制。利益的驱动是产学研用合作形成的基

础，同时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它之所以能够协同发展，根本的原
因就是利益的驱动，当产学研用多元主体共同努力去维持平衡，
各方都在寻求利益最大化，联合多元主体，将各主体的利益共
享，实现互促共进，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良好局面。

3.2风险分担机制。在市场竞争中充满着风险和挑战，作为
创新主体的企业，在产学研用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明确
用户的需求后，依靠科技平台的支撑，主动去改进生产技术和生
产效率，但风险和收益并存。

3.3成果转化机制。具备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后，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