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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办企业促进学科发展的思考
游栋明

（福建农林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校办企业与学科合作，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是在实践中，在学术研究中均受到忽视。通过分析高等院校校办企业与学

科缺少合作的现象和体制问题，提出校办企业与学科建设合作共盈的思路，完善校办企业管理的组织体系，完善财务制度和激励机制，促

进学科利用校办企业平台，提供科技服务，在促进学科发展的同时，增加校办企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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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创办企业，不仅能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为经济建设

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也能促进高校知识创新，实现企业和高校齐

头并进，不仅发展教育，也发展经济[1]。校办企业与学科合作，在实践
中双方均不积极，在学术研究中，文献较少，主要研究集中于校办企

业提供实践教学基地方面，对校办企业促进学科发展的互动研究较

少。

1 校办企业改革面临方向性选择
我国高等院校校办企业开始于 20世纪 50年代，发展于改革开

放后，高潮于 20世纪 90年代后。校办企业在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弥
补学校经费不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一些校办企业由实习工
厂发展而成，一些校办企业成为知名企业[3]，更多的校办企业经营不
善，业务萎缩，长期亏损，最后停业、关闭注销。近几年，全国高等院

校校办企业深化改革，关闭注销了很多与学科相关性不大的企业，

保留少数几家与学科相关性较大的企业。校办企业大量关闭后，是

否校办企业就变成高校可有可无的附属部门呢？保留的几家校办企

业如何经营管理，校办企业如何更好地促进学科发展，就成为学校

各级领导和资产管理部门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2 校办企业与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很多高等院校校办企业被忽视，与学科联系松散，主要问

题有：

2.1 校办企业重视不够
高等院校的主要目标是做好学科建设，因此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等资源均集中投入到学科建设中。高等院校大部分校办企业规

模不大、盈利不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因此很容易被忽视，变成可有

可无的附属部门。校办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也得不到重视，晋级晋

升困难，工作积极性不高，潜力无法发挥。

2.2 校办企业与学科建设缺乏合作共盈
校办企业主要关注传统盈利业务，没有与学科建设合作共盈的

意识。而高等院校的各学科分属于不同院系，校办企业则是附属部

门，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各负其责，缺乏合作共盈的意识和传统。各

学科建设重视学术理论和技术研究，没有到市场中获取利润的意

识，没有努力把理论和技术运用于生产或服务实践中，没有考虑到

可以利用校办企业平台去投标获得与学科相关的市场业务。如一些

高校在对外投标过程中，只是利用了学校事业法人单位参加投标，

而不是利用本校的校办企业法人单位参加投标，说明校办企业与学

科之间缺乏合作。

2.3 校办企业管理体制不完善
高等院校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主要体现在：（1）在学

校管理层方面，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综合管理缺乏明确分工，因此

没有办法提出有效率、可行的方案提供给学校领导层决策，从而容

易出现决策失误或者低效率等情况；（2）在财务制度方面，一般都是

套用学校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而没有针对校办企业经营的特殊

性，制定专门的企业财务制度，或者财务制度没有细化，增加了企业

经营管理人员的成本，约束了他们发展壮大企业的积极性，从而影

响校办企业的长远发展；（3）在激励机制方面，一般都是套用学校事
业单位激励制度，没有针对校办企业经营的特殊性，制定专门的激

励制度，因此不但学科没有积极性与校办企业合作，而且校办企业

也没有积极性与学科合作，没有办法很好地组织学校团队的力量，

造成资源的浪费。

3 校办企业促进学科发展的对策
我国高等院校可以从发展校办企业的角度促进学科建设，通过

把校办企业做大做强，促进校办企业与学科建设的合作共盈，实现

共同发展。主要对策有：

3.1 校办企业向学科建设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务
我国近期深化高等院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主要保留与高等院

校教学科研相关的实验测试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国家工程中心、出

版社、科技园（产业园）、设计院（规划院）、实训基地、林场农场、后勤

服务等企业。说明国家希望高等院校集中资源，经营好为高等院校

教学、科研提供相关服务的校办企业。高等院校可以利用改革的契

机，把校办企业关停并转集中起来的人、财、物等资源，形成规模优

势，更好地为学科发展服务。如与学科合作，为学科争取科研项目服

务，为学科争取中标科技服务提供平台，为学科学生提供实验和实

习场所，促进学科的发展。如福建农林大学资产公司近期准备投资

新建福建农林大学动物医院，为学校动物科学学院动物医学专业提

供教学科研基地，促进学科建设发展。

3.2 实现校办企业与学科建设合作共盈
校办企业的目标是追求盈利，学科发展目标是追求教育质量和

知名度，两者的目标虽然不同，但如果校办企业与学科建设有效合

作，却能够实现共同盈利、相互促进的目标。主要方法是以校办企业

资产公司为核心，在相关院系设立校办企业的项目部。由学校领导

层统筹安排，各院系积极配合，把本学科能够提供对外科技服务的

项目计划列出，把可能发展的新项目部提交学校领导层决策，然后

几个可能项目部开始运作，已经成熟的项目先开始承接业务，资格

条件还没有达到的，动员各方力量努力争取实现。这样一方面拓展

了校办企业的业务范围，另一方面参与的各学科都能够争取获得市

场业务，提高学科的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提高了参与教师、

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劳务

收入，提高他们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如福建农林大学资产公司

与资源环境学院、蜂学学院长期合作，提供城乡规划服务、提供蜂产

品和蜂疗服务，实现了校办企业与学科建设合作共盈，促进学科建

设发展，对蜂学学科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园林艺术学院、茶学

院、植物保护学院等有潜力的学院，却没有和校办企业合作，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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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学科双方的共同发展。

3.3 完善经营性国有资产和校办企业组织体系
应在 3个层面上完善组织体系：（1）在高等院校组织体系层面，

应建立和完善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如在国资处（或资产处、总

务处、后勤处）下设科室，专门负责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的潜

力发掘，给国资处领导和学校领导层，提供资产提高效率的合理化

建议，然后把有潜力的经营性资产，委托给本校的资产经营管理公

司经营管理；（2）在校办企业组织体系层面，应建立和完善校办企业
经营管理平台，可以利用高校现有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或者其下属

一个企业，作为统一的科技经营管理服务平台，建立高校各学科和

企业共享的组织框架，综合办公室设在校办企业，负责市场业务联

系、标书制作和投标，负责联系各学科参与社会上一些项目的投标；

（3）在各院系、各学科的组织体系层面，在各相关院系设立校办企业
的各个业务部门，甚至在学院部门下根据实际需要，还可以再设立

各个团队，开拓科技市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取得一定收入后，先

缴纳税收，校办企业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剩余收入再按一定比

例在学院和学科内部分配，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

3.4 完善经营性国有资产和校办企业的系列管理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种体制比另一种体制效率高的原因就在

于制度的不同。制度既给我们提供行为规范（游戏规则），又给我们

带来效率，这是制度的两大功能。高等院校校办企业进行制度创新，

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改革：（1）应完善经营性国有资产和校办企业
的宏观管理和监督管理制度。如学校国资处和监察处分别承担经营

性国有资产和校办企业的宏观管理和监督管理职能。这些处室及时

发现问题，然后分别调查研究，分别形成调查报告，并提供合理化建

议给学校领导层研究决策，提高资产管理效益；（2）在财务制度方
面，高等院校校办企业会计部门应参考其他高校的经验，参考本校

财务处的系列制度（财政经费为主），制订校办企业专门的企业财务

制度（自筹经费为主），细化财务制度，降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各

学科师生参与科技服务的成本，提高全体成员发展壮大校办企业的

积极性；（3）在激励机制方面，应完善校办企业的激励机制。合理的
激励机制，将在个人作出自己的最优选择时，同时实现组织或社会

的最优选择。正如亚当·斯密所描述的：“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

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高

校应该建立和完善校办企业的激励机制，使经营管理人员通过努力

得到的工作成绩，与个人的收入和晋升机会直接挂钩，促使他们更

加努力工作，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应针对校办企业经

营的特殊性，制定细化的、专门的激励制度，明确各方的权、责、利关

系，科技服务收入应按一定的比例分配，并给予财务上的合理便利，

才能够激励各方参与科技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才能够通

过激励机制，在提高学科影响力的同时，提高市场参与各方的收入，

增加校办企业的收入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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