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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背景上市公司“产学研”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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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高等学校主要是传授学术知识和进行学术研究，同时也背负着提升理论研究水平和科技进步的伟大事业。高校背景

上市公司是中国独特的“产学研”合作形式之一，本文分析了高校背景上市公司“产学研”的优势以及面临的潜在风险，并结合目前 40家
与高校概念相关上市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财务数据、研发状况等指标，进行了高校背景上市公司“产学研”实际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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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加快创新型国家构建的趋势下，国内研发投入持续增
加。2019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支出共计 2.17万亿元，占 GDP比重为
2.19%；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9.5%。其中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离不
开企业同高校的合作，即技术、知识与资本的结合。根据《中国科技
成果转化 2019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由中国科技评
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共同编写，经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指导。）显示：2018
年，高达 3200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
果的合同金额达 177.3亿元，同比增长 52.2%，签订合同项数为
11302项。

我国独特的“产学研”合作的表现形式之一是高校背景上市公
司，即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科研院所与高等学校。根据 Wind数
据显示，目前主要约有 40家与高校概念相关的上市公司（表 1列
示）。

1 高校背景给上市公司带来的野产学研冶优势
1.1 声誉资源
良好的声誉可能带来很多发展优势。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背景

有利于加强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赖，建立更持久的伙伴模式；也有
助于公司减少交易费用，获得信贷比较优势。从我国高校背景上市
公司的股东背景来说，其股东以重点大学为主；此类高等学校历史
悠久，学科优势明显，在国内外也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学术水平。越
是声誉好的高校，其旗下的上市公司也普遍表现更佳。

1.2 政治资源
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推进，结合我国独特的人情往来社会

气氛，政治关联也可能给公司的发展创造一定的便利。就像国有企
业一样，中国高校背景上市公司也具备一定的政治关联优势。高校
背景上市公司通过股东高校的政治级别，可能会创造出一些政治关
联性。高校的行政级别是我国高校发展过程中的产物，现在公办高
校行政级别划分为副部级、厅级和副厅级等。股东高校现实存在的
行政级别，导致了其与政府机关单位的关联性；高校背景上市公司

若借助股东高校和政府机关单位建立联系，也属实比较方便，当然
也有利于业务的开展。

1.3 科技资源
通过高校背景上市公司所属的行业来说，大部分是信息技术、

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与股东重点学科和实验室比较匹配。如吉大
通信（300597，SZ）是在原长春邮电学院（现吉林大学）的主干学科发
展起来的。高等学校是我国理论研究和科研进步的主要载体之一，
在科技水平提升等方面发挥着很大作用。因此，股东高校研究水平
的强弱会给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研发水平和经营效率带来一定影
响。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与股东高校的重点学科也大致相
同，科技水平越高的高校，技术成果转化的机会也越大，它控股的上
市公司的发展潜力也较大。因此，高校拥有的科技资源也可能给高
校背景上市公司带来独特发展优势。

2 高校背景上市公司面临的野产学研冶风险
2.1 技术成果转化的难题
科研成果在技术上存在不确定性：有的科研成果只是在理论上

得到证实，并没有在技术上得到完全实现，或技术仍未成熟。
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技术开发主要目标是为了满足未来市场的

需求，但是市场是时刻变化的，不能给出准确的预测。随着环境的改
变，市场的需求、技术变化都会给科研成果转化以及新技术的投入
带来风险。

商业上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括人力技术的不确定
性、投资和费用强度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法律等外界宏观环境的不
确定性。

由于成果转化有着高风险的特征，成果转换的主体确实需要大
量的资金，才能保证满足成果转换过程中的高投入需要，成果转化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只有保证足够资金的支配能力，才能保证实
现成果转化；同时，公司还需有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若成果转化失
败，也有可能给公司盈利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2.2 经营管理的难题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000526.SZ 紫光学大 002049.SZ 紫光国微 300161.SZ 华中数控 600601.SH 方正科技 

000590.SZ 启迪古汉 002222.SZ 福晶科技 300205.SZ 天喻信息 600624.SH 复旦复华 

000788.SZ 北大医药 002253.SZ 川大智胜 300268.SZ 佳沃股份 600661.SH 昂立教育 

000826.SZ 启迪环境 002258.SZ 利尔化学 300334.SZ 津膜科技 600730.SH 中国高科 

000925.SZ 众合科技 002281.SZ 光迅科技 300523.SZ 辰安科技 600797.SH 浙大网新 

000938.SZ 紫光股份 002297.SZ 博云新材 300557.SZ 理工光科 600846.SH 同济科技 

000970.SZ 中科三环 002338.SZ 奥普光电 300597.SZ 吉大通信 601858.SH 中国科传 

000988.SZ 华工科技 002777.SZ 久远银海 600100.SH 同方股份 601901.SH 方正证券 

000990.SZ 诚志股份 002819.SZ 东方中科 600345.SH 长江通信 603019.SH 中科曙光 

002030.SZ 达安基因 300024.SZ 机器人 600530.SH *ST 交昂 603026.SH 石大胜华 

 

表 1 与高校概念相关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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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背景上市公司因为其与高校之间的纽带，通常会有部分高
管人员的背景与高校密切相关，并且高校及其控股的企业集团通常
会对上市公司施加重大影响。高管团队和所有权结构的特殊性会对
企业的经营绩效与战略发展产生影响。

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高管层可以大致分类为：研究型管理层及
事务型管理层。研究型管理层在高校中拥有科研教学经历，能够帮
助企业更好地提升创新能力，成为优势之一，但是对于已经处于成
熟发展期的企业来讲，高管需要承担职业经理人角色，研究型管理
层此时或许不再适合承担企业管理角色。事务型管理层则更需要考
虑其在高校背景的行政性工作是否能够满足企业发展中对高管的
商业能力要求。在实际中，交大昂立、紫光股份等聘请了业界的职业
经理人，但是经营绩效并未出现明显改善；来自关联高校的管理团
队对于上市公司的绩效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3 高校背景上市公司野产学研冶实际效应分析
3.1 创新能力
3.1.1 研发强度
首先，以研发强度（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衡量高校背

景上市公司的创新资本投入。在 2019年各公司年报中，除农业和食
品领域的佳沃股份和金融板块的方正证券外，其余 38家高校背景
上市公司均披露相关数据。

数据显示，总体均值为 8.22%；最高为华中数控 32.56%，其次
是川大智胜 23.49%，再次是紫光国微 16.78%。根据《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营业收入超过 2亿元的高
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强度不得低于 3豫。在 38家高校背景上市公司
2019年报表数据中，除中国高科、长江通信未达到 2亿元营业收入
外，研发强度达标 26家，在 38家已披露信息的企业中约占 68%。

3.1.2 创新人力投入
其次，用科研人员辕全体员工比例衡量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创

新人力投入。数据显示，总体均值为 24.49%；最高为川大智胜
71.09%，其次是机器人 66%，再次是中科曙光 55.95%。

3.1.3 专利数量
我国的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其中发明专

利最能反映技术创新水平。但是对于软件企业来说，创新产出主要
以软件著作权反映，并非专利。因此对软件企业的专利数量分析仅

图 1 高校背景上市公司 2019年研发人员比例与研发强度对比

图 2 高校背景上市公司截至 2020年 7月专利数量及持有比例

描述性统计 
每股收益 

2019年年报 2018年年报 2017年年报 

最大值 1.52 1.17 1.51 

最小值 -2.75 -1.31 -0.37 

均值 0.20 0.27 0.35 

标准差 0.63 0.50 0.39 

描述性统计 
市净率 

2019年年报 2018年年报 2017年年报 

最大值 54.89 64.86 65.03 

最小值 0.81 0.85 1.36 

均值 6.20 6.21 6.84 

标准差 9.16 10.29 9.94 

描述性统计 
净资产收益率 

2019年年报 2018年年报 2017年年报 

最大值 23.91 20.87 41.11 

最小值 -81.23 -39.89 -24.23 

均值 1.09 4.78 7.42 

标准差 20.85 10.95 9.24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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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观察，并不作为准确的分析依据。
数据显示，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专利以实用新型为主，其次才

是发明专利，并且各个公司的发明专利拥有量不大相同。专利总数
的 17.22%由机器人持有，其次 15.07%由光迅科技持有。持有 200
个以上专利的公司占比 35%，持有 50-200 个专利的公司占比
22%，持有不到 50个专利的公司占比 43%。
当然，这也可能与公司所处的行业属性、业务模式等因素相关，

导致各家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创新人力投入、专利数量
分布不相同；总体上，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有待继续提高。

3.2 公司绩效
公司绩效将能够全面的反映企业的发展状况，本文将运用以下

三个指标衡量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1）每股收益；（2）市
净率；（3）净资产收益率。表 2为我国高校背景上市公司（样本数量
40）近三年数据指标的情况汇总（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由折线图（图 3）可以看出，高校背景上市公司作为一个总体，

每股收益和市净率保持平稳，净资产收益率略有下降。
3.3 行业内对比
经营效率是比较上市公司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评价上市公司

绩效的财务指标中，反映股东投资报酬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和反
映公司获利能力的每股收益（EPS）是常用指标。参考大部分研究路
径，本文选取了与高校背景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似的部分科技类上
市公司全体（包括信息技术、电子、机械设备仪表、生物医药），将部
分高校科技类上市公司的绩效在行业范围内进行比对。

2019年科技相关概念上市企业共 386家，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ROE为-0.5973，平均每股收益 EPS为 0.3204，以此作为坐标轴交
点。如图 4所示，位于第一象限、两项指标高于科技类上市公司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高校背景上市公司有 5家，有 1家公司
的两项指标都低于平均水平，多数呈现在第四现象。从总体上来看，
与其他科技类上市公司相比，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暂没充
分突显出高校科技背景的独特优势，这也与大多数国内学者的研究

结果一致。
4 结束语
中国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有着雄厚的人才、知识、科技、

校友、社会网络等非财务资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强大的资源配
置能力，这些都成为能够间接提供杠杆作用的无形资产。相对于其
他非高校背景的上市公司，我国高校背景上市公司背靠股东高校的
学科平台，在人才和科技方面都有些优势。

但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经营和收益还仍未达到社会各界对其
的期望值。这可能是高校背景上市公司在刚成立开始就具有良好的
社会形象和影响力，其经营绩效也比较满意；但是在长期的收益率
以及经营绩效方面，高校背景上市公司暂未显著优于其他非高校背
景上市公司，其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步伐、高校背
景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管理人员的市场经营理念以及“产学研”
体系的成熟度。

所以，为了提高我国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创新能
力，企业应着手进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以及经营管理人才培养，采
取改善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培养企业高管的企业家精神、建立科研
成果转化体系等措施，来提高我国高校背景上市公司的“产学研”效
应和经营业绩，从而促进优质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发挥竞争优势，以
此促进技术的创新进步和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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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校背景上市公司 2017年至 2019年绩效指标变化趋势

图 4 部分高校背景科技上市公司与科技类上市公司指标比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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