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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资源优势转化为校办企业收入的思考
游栋明

（福建农林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校办企业改革应促进高校资源利用效益的提高。文章通过分析高校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现象，研究高校拓展校办企业收入来

源的一些途径：一是增加店面出租数量，二是提供有偿科技服务，三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入股，通过收入来源多元化，提高国有资产使用

效益，发展壮大校办企业，提高高校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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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院校大部分是国有公办的事业单位，主要目标是培养

高级专门人才，追求的主要目标是社会效益。在传统体制下，高校资

源优势没有充分有效利用，资源闲置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国有资产

使用效益不高。而高校创办的校办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否

可以把高校的优势资源，委托给高校的校办企业经营管理，增加校

办企业和高校的收入呢？高校优势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学术研究中

文献较少，主要研究集中于部分资源利用方面，对高校优势资源的

系统研究较少。

1 校办企业改革后袁面临发展前景和出路选择问题
近几年，全国高等院校校办企业深化改革，处置僵尸企业[1]，关

闭注销了很多与高校教学科研相关性不大的企业，保留少数几家与

高校教学科研、后勤服务相关性较大的企业。校办企业大量关闭后，

保留的几家校办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如何把高校资源优势，更多地

转化为校办企业和学校的收入，就成为高校各级领导、资产管理部

门和校办企业经营管理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2 高校资源优势没有充分利用的问题
我国高等院校优势资源很多，但这些资源被有效利用的并不

高，主要问题有：

2.1 店面出租重视不够
我国不少高校单个校区面积就有几百到几千亩，学生人数从几

千人到几万人，这些学生生活在校园内，需要在校园内获得一定的

商品和服务，因此高校具有一定的市场资源优势。大部分高校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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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定数量的店面出租。但是不少高校，店面出租重视不够，很多

黄金地段没有建设商店，甚至把一些黄金地段原店面改变为非商业

用途或者闲置。店面出租利用不好，不仅宝贵的资源白白浪费，学校

没有租金收入，而且也给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如某

高校前几年机构改革，撤销产业处，店面由产业处管理变为后勤处

管理。几年后的结果是，原来地段好、租金高的 40多个店面，或者闲
置，或者改变为非盈利用途。如果按每个店面平均每年 5万元租金
收入估算，每年少收入 200多万元。后勤处无法管理好经营性店面
出租，因为其不追求经济利益，没有利益诉求，并不是高校理想的优

势资源管理单位。当然，对于每年收入几亿元以上的高校来说，少收

入 200多万元比例不高，但是对于每年收入几十万元的校办企业来
说，却是相当可观的地域垄断租金收入。如果把这些店面委托给学

校资产公司管理，每年 200多万元租金收入积累 5年，就有 1000多
万元的积累，学校的资产公司就可以做大做强。

2.2 提供有偿科技服务不足
高校拥有明显的人才资源优势。一些高校的院系能够较好的利

用人才资源优势，对外提供有偿科技服务。但是相当多的院系，只有

个别老师到校外企业兼职提供科技服务，学校没有利用校办企业平

台，组织好大学老师团队的力量，对外提供科技服务。如我校众多院

系中，只有资源环境学院每年通过校办企业对外提供科技服务，而

其他很多学院，没有组织起来对外提供有偿科技服务。2020年我校
领导班子在企业改革会议中，建议艺术学院、园林学院等几个学院

联合投资成立规划设计院，但因为基础工作薄弱，无法组织专业老

师形成团队力量对外提供科技服务，最终新设规划设计院的计划没

有成功。

2.3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入股不积极
高等院校拥有较多的科技成果资源优势，很多高校每年转让的

专利权，就有几十项到几百项。但是，作为可以给学校和老师提供持

续现金流的科技成果，转化入股却不积极，影响了高等院校的收入

来源。如我校科技成果转化入股中，只有十多年前蜂产品加工设备

专利、水稻花优品种特许权专利转化入股比较成功，分别获得几百

万元的收益。近年来，我校每年转让的专利权有几十项到几百项，却

没有科技成果转化入股投资，学校没有明显收益。

3 高校拓展校办企业收入来源的对策
我国高等院校可以从店面出租，有偿科技服务，科技成果转化

入股等方面，拓展校办企业收入来源。主要对策有：

3.1 增加店面出租资源给校办企业经营管理
店面出租可以引入后勤服务社会化的不同企业或个体户，为广

大师生提供快递、照相、文印、餐饮、理发等服务[2]，提供生活用品等
货物。方便了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节约宝贵的学习时间，有利于疫

情防控和市场监督管理。而学校店面出租没有管理好，优势资源就

会白白浪费，不利于高校和校办企业的长远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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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办企业有盈利目标和盈利压力，工作人员有企业经营管理

经验，理应是高等院校经营性国有资产的重要受托管理部门。因此

高等院校应将地段较好、可作店面出租的房产资源，学术交流中心

等招待所资源，委托给学校的校办企业经营管理，往往能够产生更

大的经济效益。因为店面出租垄断性强，能够给校办企业提供持续

而且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够弥补科技服务收入和科技成果转化收入

来源不稳定，收入波动较大的缺陷。校办企业经营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扩大投资规模，投资发展科技园（产业园）建设，给学校提供

更多的创新创业平台，有利于人才聚集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高

校的发展。

3.2 积极提供有偿科技服务
提供有偿科技服务，可以充分利用高校的人才资源优势，扩大

高校的社会影响力，提高校办企业的收益[3]。校办企业改革后，高校
应积极促进高校资源利用效益的提高。对于有偿科技服务比较好的

学院，继续鼓励发挥人才优势，进一步开拓市场业务。对于没有提供

有偿科技服务的学院，需要学校领导班子很好的组织动员。因为校

办企业在学校地位不高，缺乏号召力和动员能力，而各学院单独开

拓全新业务成本高，依赖其自发组织难度很大。因此高校刚好可以

利用高校书记和校长挂帅校办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契机，动员全校

的力量，积极组织提供有偿科技服务。各学院可以通过校友等资源

寻找科技服务的市场机会。由学校领导层统筹安排，各院系积极配

合，把本院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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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校办企业在相关院系设立项

目部，成熟的项目部先开始承接业务，资格条件尚未达到的，可动员

各方力量投入人、财、物等资源，或者与校外的第三方企业合作，努

力争取达到资格条件。这样一方面拓展了校办企业的业务范围，另

一方面参与的各院系能够争取获得市场业务，提高各院系的社会服

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提高了参与教师、学生们的专业技能、实践能

力和个人收入，提高他们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

3.3 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入股
高校拥有较多的科技成果[4]，很多高校每年转让的专利权，有几

十项到几百项。专利权一次性转让，变现快，能够及时兑现发明人的

收益，科技成果转化快，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转嫁给了专利权购买

企业，高校和专利发明人可以获得短期收益。但是，对于一些可能获

得长期收益、较大收益的专利权来说，一次性转让专利权并不合算。

如我校近期转让共有产权的科技成果花优 683水稻品种，生产、经
营权转让费总共 20万元，我校享有转让金的 10%，即 2万元。而我
校于 2000年 3月投资参股福建金山种子有限公司，以 3个花优水
稻品种科技成果入股，我校占 33%股份，经过 10多年的发展，我校
获得几百万元的收益。另外，我校以三项蜂产品加工设备专利权入

股福建省神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也累计获得

几百万元的收益。因此高校应对科技成果进行分类管理，引导一些

可能获得长期收益、较大收益的专利权，投资入股一些相关行业有

一定优势的企业，虽然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却可能让科技成

果收益长期化，增加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保证了高校和专利发明

人的长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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