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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办学自主权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吗？
——基于30个省份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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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与组织边

界理论，落实办学自主权能有效推进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2010年，我国开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其中一项关键内容就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本研究借助准自然实验与双重差分法，基于我国 30个省

份 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政策能否促进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发

现，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控制组保持平行趋势，政策的实施对实验组产生了正向冲击；双重差分结果表明，

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政策能够显著促进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且这一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

检验后依然稳健。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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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universities
to serv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principal-agent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theory, implementing the autonomy in running school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universities. In 2010, China launched a pilot
program for reforming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ity
autonom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4, this study uses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ity autonomy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maintained a parallel trend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placebo test,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stable.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findings,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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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当下，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不断提升，高水平科研成果不断涌现。然而，能够强

有力支撑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成果较少，能够引领

产业变革、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成果有限，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1]。知识

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价值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为

实实在在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社会和科

技的进步[2]。科技成果转化旨在将具备价值增长潜力

的科研成果转化为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生产力，对于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推动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不

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随着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

落实办学自主权的相关政策能否有效释放高校的科

技成果转化活力，仍是一个有待讨论的现实议题。着

眼于此，本文将2010年启动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评估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政策

在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以期能为将来的

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

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它不仅能显著促进区域创

新能力的提升[3]、推动区域创业[4]，也能通过正式与非

正式机制刺激经济增长[5]，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引擎

之一[6]。正因为如此，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也在国家创

新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2021年9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

2035年）》，指出要“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专业化知

识产权转移转化机构”。同年10月，科技部成果转化

与区域创新司、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发布《关

于首批高校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设试点启动

的通知》，遴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20所

高校作为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设试点。2022年6月，

教育部办公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千

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的通知》，强调要“强化企

业需求牵引和市场化导向的知识产权布局”，有组织

推动1000所以上高校支撑服务10000家以上企业高

质量发展。种种举措表明，国家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以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

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薄弱也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落地情况令人担

忧，大量科技成果被闲置，转化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

家水平[7]。为此，已有许多文献对制约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能力的症结展开探讨。例如，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制度尚不完善，中介、孵化机构尚不健全[8]等。也

有许多研究实证分析了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

例如，加大科技人员激励政策能显著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9]，职务发明权属“混合所有制”政策能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科技成果转化[10]等。其中，缺少办学自主权是

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11]。尽管在有关科技成

果转化的研究中或多或少涉及了办学自主权，但它究

竟如何影响科技成果转化，尚缺少文献来系统梳理其

中的作用机制。我国也正在推进扩大和落实高校办

学自主权的改革，但此类改革能否切实有效地促进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也尚缺少实证研究予以检验。

二、办学自主权改革及其作用分析

（一）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

2010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国家

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一

系列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这次改革从培养

体制、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保障机制4大体制出发，涉

及10个专项改革试点任务和425个试点项目。在高

等教育领域，为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

学制度，试点工作确定了“探索高校分类指导、分类管

理的办法，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重点内容，并

由北京市、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

省、湖北省、广东省和云南省承担这一试点任务。

随着试点改革的启动，各试点省份明确制定了本

区域的改革计划，分步骤、分阶段地有序落实高校办

学自主权。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为高校的自主办学减

负松绑，进一步激活了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活

力。第一，试点省份着力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促

进高校完善治理结构，理顺政、产、学、研关系，更好地

疏通科技成果转化的“供给侧”堵点。例如，湖北省推

动各类高校建立以章程为主要管理制度的制度体系，

促进高校依照章程管理学校。高校通过章程明确与

产业、社会等外部系统的协同创新关系，能促使科技

成果转化的主体——教师和企业共同参与到自主创

新的浪潮中[12]。第二，试点省份进一步下放了高校在

内部管理上的权限，使高校能自主设立用以支撑科技

成果转化的激励、分配等制度。例如，湖北省不断理

顺政事关系，逐步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自主用人新体

制，并健全高校内部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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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活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第三，试点省份进一步下

放了学科专业设置权，允许高校根据服务面向和社会

需求优化学科与专业布局，使高校的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和社会服务能对接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需求，为

科技成果转化创造一个贴近市场的良好环境。例如，

浙江省启动各专业设置标准建设，扩大高校专业设置

自主权，并根据产业集群发展需要，大力建设一批与

新能源产业、物联网产业、新材料产业以及核电关联

产业等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急需紧缺专业。

第四，试点省份进一步下放了科研自主权，不断增强

高校的创新能力和科研活力，有利于高校积累一批可

供转化的科技成果。例如，江苏省逐步下放高校在自

主设置教学和科研机构方面的权力，并且允许在学校

编制总额内核定一定数量的科研编制，在国家政策允

许范围内提高科研经费中支付科研助理和临时聘用

人员的津贴。第五，试点省份进一步下放了高校在社

会服务中的自主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到实处。例

如：江苏省出台措施，指出大学科技园在符合城市规

划的前提下，经过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其中部

分教学科研用地的确需要变更为商业用地的，可以按

照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来办理；浙江省支

持高校积极探索建立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协同、

校地协同等创新提升新模式，促进高校提高育人质

量、办学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贡

献度”。

（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作

用机制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与组织边界理

论，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能够降低科技成果转化的交

易成本、激发科研人员从事转化活动的热情、打通产

学研合作的组织边界，从而有效促进高校的科技成果

转化。

第一，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能降低科技成果转化

的交易成本。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涉及信息成本、制度成本[13]和运行成

本[14]等问题。首先，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产学双方均需

了解对方的合作意向、合作需求与合作能力等信息，

确定相互之间是否存在互补性资源。在这一过程中，

身处转化一线的高校比其上级主管部门更了解产业

的需求偏好，掌握更加完备的需求信息[15]。不仅如此，

科技成果包含一定的内隐性知识，在向产业转化过程

中需要产学双方充分对接成果信息，以确保这部分知

识能够成功转化。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赋予科研人

员自主同产业建立信息沟通渠道的权能，可以大幅降

低成果转化所需的信息成本。其次，高校科技成果的

国有资产属性给科技成果转化带来了额外的审批、监

管等制度成本。例如，就技术入股而言，我国通常将

其视为一种投资行为，因此需要履行无形资产对外投

资的审批程序[16]，而这种审批程序仍然沿用对国有资

产进行管理的办法，审批程序复杂繁多[17]，极大地影响

了科技成果转化的进度。进一步落实高校对于科技

成果的处置权，能有效降低成果转化所需的制度成

本。最后，在日常运行中，科研人员承担着科技成果

储存、维护以及管理等成本。落实高校自主设置、调

整用人机构与用人制度等内部管理权限，使高校能因

地制宜地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等科技成果转化机构，

帮助科研人员管理科技成果，可以极大地降低转化过

程中的运行成本。

第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能激发科研人员从事

转化活动的热情。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和代理

人之间的效用函数不一致是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的

原因，而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就是建立一种激

励机制，使代理人的行为能符合委托人的利益[18]。就

科技成果转化而言，存在着两层委托—代理关系：政

府为了促进国家进步和经济发展，通过资助高校委托

其进行科技成果的研发部署活动；高校通过聘请科研

人员，将具体的科研和转化任务委托给科研人员。由

于产权归属不明晰，科技成果转化的奖酬金计提政策

与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并不充

分，高校缺少自主设置收益分配方案和调整科研人员

激励政策的权能，容易造成转化过程中的激励不足、

分配不公等问题，政府、高校及科研人员之间的效用

函数难以达成一致，其结果必然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低

效率。根据产权激励理论，企业投资者可以通过向经

营者的产权让渡实现长期激励，其理论基础在于将外

部性的人力资源内化成为企业资本[19]。在认可“职务

发明”国家财产权属性的前提下，向高校让渡更多的

处置权，使高校享有更多的科技成果物质性分配权

力，通过绩效奖励、收益分成、投资入股、增值权激励

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政府、高校和科研人员的效用

函数趋于一致，不仅能激励高校积极主动地推动成果

转化，也能有效地激发科研人员的转化热情。

第三，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能打通产学研合作的

组织边界。组织边界一直是组织理论的一大研究重

点，它被描绘为一个组织终止的地方和该组织所处环

境开始的地方，主要包括制度边界、社会边界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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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等类型。边界弹性是组织边界理论中另一个重

要概念，它指代边界能够在不同的场景和时间里任意

变化而不受时空束缚的程度[20]。当组织边界缺乏必要

弹性时，易将组织内部机构和个体的行为约束在特定

范围内，从而造成制度结构、运行机制、规则体系以及

内部个体行为模式的固化。过于刚性的组织边界也

会阻塞组织与外部环境的资源要素交换渠道，使组织

缺乏调整和扩租的客观能力[21]。对于高校而言，只有

拥有足够的自主权去界定和调整自身与外部环境之

间的组织边界，才能保持必要的边界弹性。过于刚性

的组织边界会导致高校无法及时与外界进行资源要

素的交换，难以根据国家和产业需求变化更新学科专

业结构布局，带来科技成果与市场脱节的问题，不利

于转化应用。固化的组织边界也会使高校内部成员

（教职工、学生）筑起心理边界，致使他们更多地将自

己视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忽略知识的应用者

这一角色。受此影响，许多科研人员对社会和市场

“漠不关心”，所生产的科研成果或是先进性有余而实

用性不足[22]，或是因为与市场距离甚远而被闲置，最终

阻碍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因此，落实高校办学自主

权，提升高校组织的边界弹性，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有着重要作用。

概言之，高校办学自主权越大，办学越有活力，对

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也越大[23]。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在

理论上能够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但这一机制有待

实证研究予以进一步检验。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为了检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在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中的作用，本文将2010年的改革试点视为一次准

自然实验，将承接“探索高等学校分类指导、分类管理

的办法，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试点工作的北京

市、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北

省、广东省、云南省这二市七省视为实验组，其他省份

视为控制组，借助双重差分法评估落实高校办学自主

权政策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否产生因果效应。

（二）模型设定

双重差分法是一种在公共政策评估中得到广泛

应用的计量方法，该方法通过加入控制组作为对照，

能较好地控制其他不可观测的干扰因素，可以一定程

度上克服简单OLS回归中的内生性问题。双重差分

法通过对政策实施前后进行组内差分，得到两组变化

量，以消除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再通过对两

组变化量进行第二次差分，可以消除随时间变化的因

素，从而较为精准地得到政策实施的净效应。在模型

设定上，可以利用双重差分法，构建落实高校办学自

主权对科技成果转化净效应的测量模型，如下所示：

Yit = β0 + β1Di*Tt + λZit + μi + γt + ϵit （1）

其中，Yit是被解释变量，代表省域i的高校在第t年

的科技成果转化效果；Di为虚拟变量，用以代表省域是

否为实验组，Di为1代表省域i属于实验组，否则为控

制组；Tt为政策实施前后的虚拟变量，在政策发布当年

及往后年份，即2010年及以后，Tt为1，反之则Tt为0；

Di和Tt的交乘项Di*Tt代表政策实施之后的实验组，β1
衡量的即为政策的实施效果；μ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用

以捕捉其他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γt表示时间固

定效应，用以捕捉其他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Zit

为一系列可能干扰政策实施效果的控制变量。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测量已较为普遍，本文借鉴通

常做法，使用高校专利出售合同数（pat_num）及其总

金额（pat_mon）、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tech_num）及其

总金额（tech_mon）作为代理变量，考察省域高校在科

技成果转化与应用中的效果。

2.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设置了双重差分变量Di*Tt，用以考察实

验组在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政策后是否显著带来了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实验组包括北京市、黑龙

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广东

省、云南省这二市七省，控制组包括我国其他省份。

3.控制变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24]、人力资本质量[25]、技术市

场[26]等均是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文使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pgdp）来衡量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使用每10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

（hedu）来衡量地区人力资本质量，使用技术市场成交

额（tmark）来衡量技术市场活跃度。

本文采用2005—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

据（不包含数据缺失的港、澳、台与西藏地区）为研究

样本。选择2005年作为观察起点，是因为在2005年

之后，自主创新成为我国科技政策的战略重点，科技

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开始丰富[27]，但落实高校自主权

的试点工作尚未开展，为我们分析试点前的变化趋势

提供了可能，适合作为比较的起点。选择2014年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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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终点，是因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4年8月出台《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

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

推动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政策，各控制组省份也纷纷

开始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因此可以视为准自然实验

的结束。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

鉴》与《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数据分析与模

型估计主要使用Stata 16软件。在实证分析前，主要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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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需要满足的重要前提假设是“平

行趋势”（Parallel Trend）假定，即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政

策冲击前必须具有可比性。在本研究中，平行趋势指

的是如果没有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政策，则实验组

与控制组的科技成果转化应该具有平行一致的发展

趋势，并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系统性变化。本文

借鉴吕越等[28]的研究，使用Jacobson等[29]提出的事件

研究法（Event Study Approach），对政策实施前后的平

行趋势进行检验，并构建检验模型如下：

Yit = β0 + ∑
t = 2006

2014
βtDi*Yeart + λZit + μi + γt + ϵit （2）

其中，Yeart是一个年份虚拟变量，当观测值的时

间为t年时取1，反之则取0。其他变量与基准模型一

致。将年份虚拟变量与实验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放

入回归分析中，所得到的系数 βt反映的就是t年实验

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为了避免完全共线性问题，

本文参照Nunn和Qian[30]的研究，将观察起点作为基

期。图1绘制了95%置信区间下βt的估计结果。

从图1中可以发现，在政策实施年份——2010年

之前，交互项的系数并不显著异于0（95%的置信区间

包含了0值），表明在政策冲击前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

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在政策实施

图1 平行趋势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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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验组和控制组在pat_num、tech_num、tech_mon上

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且系数为正，表明在政策冲击下，

实验组在专利出售合同数、技术转让合同数与技术转

让合同金额上要显著高于控制组；而实验组和控制组

在pat_mon上的差异并不显著，说明政策实施对专利

出售金额的效应并不明显。

（二）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表2为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模型（1）、模型

（3）、模型（4）的双重差分变量D*T均在1‰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政策的确对省域内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产生了正向

效应。具体而言，模型（1）表明，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的省份，其高校的专利出售合同数要比其他省份平均

多出43.12项。模型（3）表明，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

省份，其高校的技术转让合同数要比其他省份多出

242.9项。模型（4）表明，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省份，

其高校的技术转让合同金额要比其他省份多出

8.26933亿元。在模型（2）中，交互项D*T并不显著，这

与平行趋势检验中的结论相一致，说明在落实高校办

学自主权试点改革开始后，实验组与控制组的高校在

专利出售金额数上并无显著差异。总体而言，落实高

校办学自主权政策能对高校的专利出售合同数、技术

转让合同数、技术转让合同金额等表征科技成果转化

活动的变量产生正向冲击。

表2 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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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p < 0.05，** p < 0.01，

*** p < 0.001，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双重差分法所得结果的可靠性，需要对

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确保因果关系不受其他

因素干扰。本文主要使用安慰剂检验与变量替换法

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1.安慰剂检验

通过使用控制组作为对照，双重差分法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所需考虑的其他控制因素。本文进一

步在基准回归中使用个体与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控

制了丰富的时变性和地区特征，以尽可能地避免变量

遗漏问题。尽管如此，仍然可能存在一些难以控制和

观察的随时间、地区变化的因素，如不同省份关于科

技成果转化的其他政策，从而导致估计的偏误。Di*Tt
的系数β的估计值β̂如下所示：

β̂ = β + δ* cov ( D*T, ϵit | z )
var ( D*T | z ) （3）

其中，δ为非观测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

只有当 δ = 0时，非观测因素才不会影响我们的估计

结果，即β̂是无偏的。但是，我们很难直接验证 δ = 0，
因为它本身就是难以观测的。为此，本文借鉴任胜钢

等[31]、周茂等[32]的研究，通过随机分配试点省份进行安

慰剂测试，以此间接验证 δ = 0。具体而言，通过在30

个省份中随机生成实验组Dfake，替代真实的实验组Di，

对模型进行回归，相关模型如下所示：

Yit = β0 + β1Dfake*Tt + λZit + μi + γt + ϵit （4）

由于Dfake是随机产生且虚假的，它的实际政策效

应为β1 = 0。在此前提下，如果估计出的 β̂ = 0，则可以

逆推出 δ = 0。如果 β̂ ≠ 0，则说明 δ ≠ 0，那么则表明本

文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不同省份未观测的特征确实

会影响估计结果。本研究进行了500次随机抽样，图2

绘出了500次抽样所得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图，其中各

点为500次抽样所得估计系数，虚线为实际系数。

从图 2可以看出，pat_num、tech_num 和 tech_mon

模型中的估计系数分布在零的附近，服从正态分布，

且本文的真实估计值在其中是明显的异常值，几乎所

有随机抽样的估计值都小于真实估计值。从这些结

果中可以反推 δ = 0，表明不可观测因素不太可能影响

本文的估计结果，之前的结论是稳健的。而pat_mon

模型中的估计系数呈右偏态分布，且有一部分估计值

要明显大于真实估计值，说明真实估计值是有偏的，

存在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影响着估计结果，这也与上文

中的分析相一致。

2.变量替换法

采用调整和增加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

验，具体而言：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替换为地区生产

总值（gdp），用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将每10万人

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替换为地区接受过高等教育

的人数（highedu），用以衡量地区人力资本质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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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平均价格（house）、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income）来衡量地区的市场活力。回归结果如表3所

示。可以看到，模型（1）、模型（3）和模型（4）中的双重

差分变量D*T分别通过了10%、1%和1‰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且系数仍然为正，说明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政策对于以专利出售合同数、技术转让合同数以及技

术转让合同金额为表现形式的科技成果转化有着正

向的效应。模型（2）中的双重差分变量D*T仍然未能

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前文的结果相一致。综合而

言，可以认为之前的估计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2010年开启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中

“探索高校分类指导、分类管理的办法，落实高等学校

办学自主权”专项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将试点省份

视为实验组，其他省份视为对照组，使用双重差分法

对 2005—2014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展开分

析。研究发现：（1）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

科技成果转化符合平行趋势假定；在政策实施后，实

验组在专利出售合同数、技术转让合同数以及技术

转让合同金额上显著高于控制组，表明政策冲击产

生了效果，但在专利出售合同金额上的差异并不显

著。（2）双重差分回归结果显示，专利出售合同数、技

术转让合同数以及技术转让合同金额模型的交互项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政策的确对

省域内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产生了正向效应。（3）在

经过安慰剂检验、变量替换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图2 安慰剂检验核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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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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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依然保持稳健。

科技成果转化旨在将具备价值增长潜力的科研成

果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价

值链深度融合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实现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进

一步落实科研自主权，助力科技成果的产出。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

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为了充分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国家正在不断推进简政放权，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科研自主权。如2019年 3月，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

《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

见》，从4个方面提出了14项具体改革举措，扩大科研

自主权。落实科研自主权是一项综合性改革，涉及项

目管理、资金使用、人员聘用、评价激励、机构设置等

多方面内容，需要相关主管部门的多方联动与协调，

加强自主权政策的衔接与配合。不仅如此，还可以考

虑使用立法形式进一步保障科研自主权，取代目前的

政策文件形式[33]，使科技创新领域的法治化水平不断

提高。通过不断下放和完善高校科研自主权，使高校

科研人员能自主开展学术探索，产出更多优秀科技成

果。（2）进一步发挥章程作用，释放社会服务活力。章

程是高校的“宪法”，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在于厘清校

内外权力的归属和边界，通过契约的方式将政府与高

校的权力边界固定、明确和刚性化[34]。然而，当前高校

章程仍缺少对自主权的保障，章程内容中涉及自主权

方面的表述较少，或语焉不详而难以实施[35]，由此导致

高校的独立地位无法凸显，难以依照章程自主开展技

术开发和推广等社会服务活动。为此，高校应进一步

梳理章程内容，与政府协商定义高校内外的权力边

界。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通过立法、个别让渡、授

权或者行政认可等方式，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法》中

规定的各项办学自主权[36]。（3）进一步下放转化自主

权，疏通产学对接渠道。2015年新修订的《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法》赋予了高校对科技成果的转化权利，科

技成果转化所得收益也由高校处置，仅需按一定比例

给予完成人奖励。然而，国有财产产权制度对于职务

成果“形式私权和实质国有”的逻辑，使得对科技成果

的处置程序较为复杂，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时间和法

律风险成本[37]，给产学对接带来困难。因此，可进一步

下放转化自主权，开展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试点改革，探索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规律

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38]，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开展科技

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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