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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创新发展研究与应用

高等学校作为创新人才的聚集地，是知识产出的主力

军，是产学研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产学研合作办学思想

在民族地区高校的形成，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多年办学

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地处湘西的吉首大学多年来一直注重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对当地生态

环境资源进行重新认识，找到了湖南民族地区产业的着力

点和特色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的同

时，也使办学特色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彰显。
一、软科学硬成果推动产学研发展进入新阶段

湖南民族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南西部，包括北部的武陵

山区和南端的雪峰山区， 是国务院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
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原因， 该区域经济水平较低下，产

业发展较滞后， 人均 GDP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760 元，人

才严重不足， 社会发展面临压力，16 个少数民族和谐发展

任务艰巨。 国家将其作为“西部大开发”项目区和实施扶贫

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虽然是经济的洼地，但该区域的资源

却十分丰富。 除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及民族文化资源以外，
生物资源更具优势和特色， 是我国具有国际意义的 14 个

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仅种子植物就达 4000 多种（相

当于整个欧洲植物的 1.5 倍）。湘西资源绝大多数具有经济

用途，而且不少还有巨大的潜在产业化价值。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吉首大学就开始对湘西资源进

行大量研究，其研究成果以单个项目的形式与有关企业签

订项目合作协议，这个阶段可以称为产学研合作的初级探

索阶段。 进入本世纪后，吉首大学以湘西资源为题材的基

础研究及应用研究，在湖南省异军突起，系统而有目的对

该 地区 产 学 研合 作 的 内涵 进 行 研究 和 实 践 已 全 面 推 开。

2005 年，由湘西州常务副州长胡章胜牵头，组织吉首大学、
州社科联等单位，搭建了以吉首大学张永康教授为首席专

家，4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课题研究团队， 开始了 “湘西

‘三带’理论与应用研究”为代表的系列课题，大大加快了

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催生出一批有特色、竞争力强的产

业化龙头企业，产学研合作步入快速推进阶段。
近几年来，为进一步探索湘西地区产学研合作创新的

体系，学校开展了一系列理论课题研究，这些课题主要有

“平民大学的理念与实践研究”、“湘鄂渝黔边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与高等教育均衡发展良性互动研究”、“民族地区高

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研究与实证分析”、“基于特色资源

背景下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研究”及“民族地区

高校学科建设与产学研合作互动促进创新型研究生培养

的研究”等。 在总结上述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民

族地区高校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 这一软科学、
硬成果，使产学研发展进入合作创新阶段。

新阶段新形势下，为更好地服务地方，辐射办学成果，
学校对如何更好更快地推进产学研合作发展的几个维度

进行了深度思考。 一是解决产学研合作的思路问题。 就是

如何在科学技术的引领下， 充分用好本地特色优势资源，
整合科技力量，创新关键技术，推进成果转化，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 二是解决产学

研合作的理论问题。 就是在以湘西地区资源为题材的科技

实践中，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揭示湘西地区自然生

态规律，创新理论并发挥其在指导湘西地区产学研合作实

践活动中的作用。 三是解决产学研合作的体系问题。 着力

探讨适合湘西地区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构建以市场为导

向、以 效 益 为中 心、以 优 势资 源 为 依托、以 技 术 创 新 为 手

段，具有竞争优势的湘西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
二、三大创新支撑产学研合作的具体探索实践

1.建设“平民大学”，确立“立足资源，瞄准产业，创新技

术，培养人才，服务地方”的产学研合作新思路，实现理念

创新。
作为地方民族院校， 只有走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才

能找到生存的空间。 上世纪 90 年代末，明确提出了“北大、
清华要解决的是 ‘卫星上天问题’， 吉首大学要解决的是

‘湘西老百姓脱贫致富问题’”。 进入新世纪后，学校根据我

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客观要求，结合自身办学地域的特殊

性和办学历史的特殊性，提出了“平民大学”的办学理念，
即把吉首大学办成一所“贴近普通民众、造福平民百姓、直

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大学”。
依照“平民大学”办学理念指向，学校在开发湘西资源

的问题上进行了理性分析，经过长期调查实践，形成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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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思维共识：发展湘西地区经济，必须立足本地资源，这是

物质基础。 在湖南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中，植物资源是最为

丰富、而又最具有可持续的特色资源，这是我们的优势，也

是产学研合作的立足点；对湖南西部植物资源研究必须有

所侧重，研究要直接为产业服务，发展产业的核心是技术，
实施产业的关键是人才。

基于以上认识， 从 80 年代的以猕猴桃为代表的资源

调查，以及生物、食品专业的开设；到 90 年代以猕猴桃、杜

仲、酒等为代表的应用研究；到本世纪以来逐步形成了以

优质白酒、猕猴桃、杜仲、香醋等生物资源产业链，产学研

合作理论和模式日趋成熟。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平

民大学”办学思想的指引下，结合学校区情和实情，创造性

地提出了“立足资源，瞄准产业，创新技术，培养人才，服务

地方”的山区资源开发利用新思路，实现了民族地区高校

产学研合作的理念创新。

2.构建湘西“三带”理论，以及文化制衡理论与旅游产

业小城镇建设互动理论，实现理论创新。
要把湘西地区资源开发利用这篇大文章做好，首先必

须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什么是湘西地区具有重大开发价值

的独特优势资源；怎样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些独特优势

资源；开发利用这些独特优势资源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要解决产

学研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应该有所作为。
在自然科学产学研领域，以张永康教授为代表的项目

组，提出了湖南西部地区存在着三个具有独特优势自然带

（即：气候上的微生物发酵带、土壤中的富含硒带、植物群

落中的亚麻酸带）的科学论断，并将其应用于指导资源开

发利用和区域产业发展的实践，逐步形成了合理开发利用

“三带”资源的创新技术体系，得出了应该依据三个优势资

源带的经济特性，采用循环经济模式，大力发展生态产业

经济，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此构建湖南西部地

区可持续发展绿色产业结构体系，建设优势产业集群的科

学结论，实现了理论上的创新。
在哲学社会科学产学研方面，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科

研团队，在“民族—文化—生境”的研究框架下，注重民族

文化差异与民族进程的关系，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与

发展，族群与族群的关系以及人类解决民族关系的经验与

教训问题深入研究，建立“文化偏离—文化回归—文化与

环境耦合运行”的文化制衡理论，从文化的角度提出治理

水土流失的对策，对我国国土资源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

考。 区域旅游发展与管理科技创新团队，针对影响旅游业

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等基础设施关键瓶颈问题，建立了“旅

游产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良性互动理论”， 促进了武陵山

区小城镇建设与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

3.形成高校技术推动型、企业需求拉动型和政府引导

带动型等三种适合当地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实现合

作模式的创新。
以创新理念为指针，通过湘西“三带”理论、文化制衡

理论及小城镇建设互动理论研究与实践，学校摸索出了具

有鲜明特色、 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模

式，即高校技术推动型、企业需求拉动型和政府引导带动

型模式，同时建立了湖南西部地区产学研合作评价体系。
一是高校技术推动型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湖南西部地

区高校为主体，凭借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从事研究和技

术创新，技术成果以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形式向企业特

别是中小型企业提供，最终实现技术产业化。 在合作的过

程中，高校和企业以协议为纽带，合作方式从松散到紧密，
合作效益从低端走向高端。 由于高校的主体作用，这种模

式的可持续性潜力较强。
二是企业需求拉动型模式。 这种合作模式适合于自主

创新能力相对弱的企业（湘西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均属于此

类型）。 企业根据市场需要，主动与本地高校建立需求型技

术紧密合作关系。 在合作早期，主要针对企业急需的技术

开展研究，直接产生企业所需成果，转化和推向市场。 随着

产业进程加快，高校以人才和技术方式，参与企业发展逐

步走向高端。 这种模式是我国产学研合作在新时期发展的

主要特点，强调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

密结合。
三是政府引导带动型模式。 该模式中，政府是引导者，

扮演产学研合作的“红娘”，在双方需求性技术领域里进行

布局，发挥引导管理，服务协调等作用。 高校中拥有的技术

成果以转让和技术合同的方式与企业合作或根据企业需

求共同研发新技术， 企业充分发挥资金和市场的优势，高

校则有效地利用自己科研和人才的优势。 各个主体在合作

中关系密切，高校的科研成果通过政府的有效推动，最终

实现产业化。 由于政府的特殊作用，这种模式产学研资源

配置最为有效，对产学研合作的推动力度很大。
产学研合作办学模式进一步推动了办学特色的形成

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学校通过深度研究开发地方优势特色

资源，提高了学校的科学研究水平，培育和壮大了科技人

才队伍；通过创新科研成果转化方式，培植西部地区特色

资源优势产业，打造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平台；通过

优化产学研合作循环机制，找到了培养应用型高级人才的

有效途径，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地方的整体实力。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特 色 资源 背 景 下

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研究”及湖南省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项目（JG2011B042）阶段成果]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游俊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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