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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国为了加大自主创新能力，明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构建国家创
新体系成为新时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任务。
国家创新体系是由推动和实现创新的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主体形成的组织网络
，其中大学、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网络是关键组成部分。
为此，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提出后，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的合作模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从“产学研”到“官产学研”，甚至到“官产学研金”，许多学者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道路上不断进
行着探索。
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在沟通、观念、合作持久性等方面也逐渐暴露出问
题，需要构建一种打破传统边界的高效合作模式。
马永斌所著《生态网：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创新模式》一书正是对此的有益探索。
　　从组织属性来看，大学、政府和企业分别作为学术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集中体现，从而给彼此间
合作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复杂性。
因此，与一般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不同，大学、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不同类型组织间
的关系研究。
本书作者正是抓住这一特殊性，重新审视大学、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角色及其社会责任和权利，借用生
态学的隐喻和社会网络理论的方法论，从资源和利益视角出发对三者间关系进行一种独特的中观视角
研究，提出了一种高效的合作创新模式——“大学一政府一企业生态网”。
这一模式以互惠共生为原则、以协同进化为内在驱动力、以合作共赢为最终目标，使大学、政府和企
业之间构成了形式上松散、联结相对独立，但在利益上紧密联系、休戚相关的合作网络，深入探讨并
初步解决了组织属性的差异性和合作的长效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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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网：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创新模式》从组织理论的视角出发，继承并发展了三重螺旋创新
模式，以组织生态学和社会网络学为基础，融合组织理论其他主流学派的观点，以系统的观点对目前
网络组织研究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创造性地构建了大学—政府—企业生态网这一高效的资源配
置模式。
这一创新模式以互惠共生为原则，以协同进化为内在驱动力，以合作共赢为最终目标，使大学、政府
和企业之间构成了形式上松散、联结相对独立，但在利益上紧密联系、休戚相关的合作网络，以有效
地解决大学、政府和企业在合作创新中的难点问题。
　　《生态网：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创新模式》对于从事组织理论、组织间关系、科技管理、创新管
理研究的学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对大学和科研院所从事科研管理的相关人员、科技园区负责
人、高新技术企业负责人、地方政府分管科技创新的官员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生态网：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创新模式》也可作为公共管理、科技管理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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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时，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点是加强五个方面的工作：（1）要
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
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2）要建设科学
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以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为中心，高效
利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稳定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
研机构，集中力量形成若干优势学科领域、研究基地和人才队伍；（3）要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
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军民科技资源的集成，实现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制造到
技术和产品采购的有机结合，形成军民高技术的共享和相互转移的良好格局；（4）要建设各具特色
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中央与地方的科技力量有机结合，发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重要作用，增强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度；（5）要建设社会化、
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机构，引导科技中介机构向专业化、规模
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①　　应该说，上述这五个方面的工作是我国目前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立的非常紧迫的核心工作。
五个方面的工作如果按照中央的要求都实现了，虽然我们还面II缶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在2020年
实现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目的就变得现实可行了，国家创新体系也就实现了。
因此，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成为创建创新型国家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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