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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扎根理论分析思维，归纳出高校层面、制度层面与高校特征这三类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

因素，并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丰富学界对教学型高校的研究，为产学合作提供动因、分类与影响路径等

方面的参考。结果表明：在高校层面，高校规模、地位、类别、学术研究、产业嵌入性与学术嵌入性均

正向影响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在制度层面，高校地理位置与政府支持均有助于教学型高校参与产

学合作；在高校特征因素中，高校的年龄与公有制是产学合作的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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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grounde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artici-
pation of teaching based universities in industry and university cooperation, including university 
level,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onducts empirical tests in order to 
enrich academic research on teaching based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on motiv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impact paths for industry and university coop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the size, status, category, academic research, industrial embeddedness, and 
academic embeddedness of universities are positively influenc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eaching 
universities in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geographical loca-
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support are both conducive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eaching 
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Amo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ag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ownership are the promoting fac-
tors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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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动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既是推进毕业生与社会发展所需人力相衔接的关键所在，也是教学型

高校加强应用研究、紧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1]。教学型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主力军，为社会

输送了数量最多的毕业生，是最重要的人才摇篮之一，更是产学合作的重要阵地。然而在实践中，教学

型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对接情况并不理想，总体仍处于“学校热、企业冷”的状态，如何提升高校吸引力

从而推进教学型高校实现更多的产学合作是当前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找出影响教学型高

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因素，并从影响因素入手为此类合作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组织或制度环境，从而增强校

企间的合作吸引力便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 
综上，以 46 所陕西省教学型高校为例，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

合作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实证检验，为创造有利环境进而推动产学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2. 相关研究述评 

2.1. 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相关研究 

梳理近年来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相关文献，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动因研究。从高校看，教学型高校积极参与产学合作的动因包括提升大学生的学习效果与培

养质量[2]，依托行业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并开办好特色专业[3]，促进知识转移与技术转让[4]，弥补高校经

费缺口[5]等。从企业看，企业积极寻求产学合作的动因包括吸收知识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并降低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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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6]，获取技术与设备资源，弥补企业短板[7]，为企业物色满意的员工，包括具有专业技能的毕

业生与优秀的专家学者[8]等。 
第二，效果研究。对高校而言，产学合作能够促进教学型高校的科技创新，并提升校企合作专利数

量[9]；同时，产学合作对高校学术创新呈“倒 U 型”影响，即过度的产学合作会导致学术创新的边际效

用递减，从而转化为负向影响[10]。对企业而言，产学合作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专利产出数量[11]，并通过

共同解决问题与显性知识转移两种方式对企业创新绩效起到积极影响[12]。 
第三，模式研究。学界对教学型高校产学合作模式的探讨主要分为以下四种：基于协同育人的人才

培养模式、基于产教融合的合作教育模式、基于协同创新的知识转移模式与知识生产模式。此外，学者

们基于外国高校的经验，为我国产学合作模式的创新发展提出了诸多指导性意见[13]。 
经梳理发现，当前产学合作相关研究大都基于合作发生的事实基础，缺少对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

作倾向性的认知，而要理解产学合作的促成路径，就需要找出影响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因素，并

厘清其作用机理。 

2.2. 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关于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影响因素的直接研究尚不多见，因此将文献搜索范围放宽至所有高校，

以期对教学型高校的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 
回顾国内研究，项杨雪等基于三螺旋理论，从高校、产业与政府三方面探索了高校参与人才培养型

产学合作的驱动因素[14]。赵伟卓从产学合作的主体、项目与组织三层面对高校参与人才培养型产学合作

的影响因素提出划分[15]。秦玮和徐飞构建了产学联盟绩效影响因素的整合模型，包括联盟动机与合作行

为[5]。朱婧祎等将高校参与区域产学合作的影响因素分为环境、主体与主体关系三类[16]。 
回顾国外研究，Borah 等将产学合作区分为以教学为重点的产学合作与以研究和商业化为重点的产学

合作，并将工科专业参与以教学为重点的产学合作影响因素划分为高校因素与制度因素[17]。Tayebeh 等

将影响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因素分为高校层面、组织层面与企业层面[18]。 
综上，学界对产学合作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充分，且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为在研究内容上实现突

破和创新，将基于扎据理论更全面、准确地了解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定量研究

加以验证，为推动我国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提供可靠建议。 

3. 概念界定与研究设计 

3.1. 教学型高校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of universities 
图 1. 高校分类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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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刘向东等对高校的划分标准[19]，分类架构如图 1 所示。其中，X 是学科门类，Y 是拥有博士点

的学科门类在总学科门类中的占比，综合高校和多科高校若是在 1/2 以上的学科门类中拥有博士点则认

为该学校是研究性高校，反之是教学型高校，这样可保证研究型高校的学科数量和质量并重。单科高校

若有博士点则是研究型高校，反之是教学型高校，原因在于单科高校主要以某一专业性较强的学科为教

学或科研主体。 
按照上述分类定义对陕西省普通高校进行划分和筛选，选择综合、多科和单科教学型高校为研究样

本。 

3.2. 产学合作 

教学型高校产学合作的内容分析中引用较多、影响较广的是学者秦旭等的见解(如图 2)，他们认为产

学合作是以市场观念为纽带，增强双方联系所实现的有效合作[20]。其中，高校通过课程改革、教学方法

调整等途径培养出适应市场和企业需求的人才；企业则借助高校力量培训员工，吸收高校的科技人才和

科研成果，输出产品并对高校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此外，企业还借助自身工厂打造高校实践实训基地

以及科研成果试制基地等。 
 

 
Figure 2. Content of industry university cooperation 
图 2. 产学合作内容图 

 
Table 1. Content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cooperation 
表 1. 产学合作内容及分类 

序号 合作内容 合作形式 

1 在高校中设置与行业相关的专业 

以教学为重点的产学合作 

2 企业联合高校开发特色课程 

3 校企共同打造实践实训基地 

4 聘请企业员工来授课或举办讲座 

5 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学生进行项目研究或论文写作 

6 企业为高校进行投资(资金、设备、实验室等)用于教学等 

7 高校承接企业项目或联合研究 

以科研为重点的产学合作 8 技术转让与创建衍生产品 

9 企业为高校进行投资(资金、设备、实验室等)用于科研等 
 
在人才强国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形式分为以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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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以教学为重点的产学合作，即让企业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通过优化教师配置、革新专业或课程、

增设实践基地等途径，增强教育的产业相关性，从而加强人才培养并促进毕业生就业前景[21]；另一

类是以科研为重点的产学合作，即高校和学者承接具有现实意义的科研项目，获得设施或资金支持，

带动学术创新和成果产出，从而提升高校的应用研究水平，推动区域乃至全国社会持续创新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22]。 
综上，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内容及分类如表 1 所示。 

3.3. 研究设计 

3.3.1. 质性分析设计 
扎根理论是通过系统化的程序，使用归纳方法针对某一现象进行分析并引导出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

[23]。由于扎根理论的本质是自下而上，即从资料到理论来描述现象本质与意义，能够有效避免实证研究

中依靠经验公式或过往学者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过于“范式化”的影响[24]。因此将采用扎根理论思维来构

建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3.3.2. 定量研究设计 
通过扎根理论归纳总结出的理论模型还停留在定性研究层面，各因素间的关联关系、对产学合作的

影响程度还不明晰，需要进一步设计定量研究。 
由于研究变量属于典型的计数资料，数值是任意非负整数，因此模型可能服从泊松分布或负二项分

布。若因变量数据等离散，则泊松最大似然估计有效，此时数据适合使用泊松回归模型。若因变量数据

过离散，为避免泊松回归可能导致的不合理实验结果，此时数据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 

4. 质性分析 

4.1. 分析过程 

资料收集采用了专家访谈法和文献研究法。其中，访谈对象是来自教学型高校的领导和学者，这些

受访者都至少经手或研究过一个产学合作项目；访谈提纲主要涉及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参与现状、

影响因素和促进建议等方面。同时，为了积累对产学合作影响因素的多样化解释，对靠后的受访者会询

问之前受访者提到的观点，并让他们提供额外或替代的论点来补充回答。文献收集范围锁定在国内，目

的是获得贴近我国高校实际的研究成果，让研究富有本土特色与创造性。 
 

Table 2. Spindle encoding 
表 2. 主轴编码 

主范畴 属性 副范畴 

高校层面影响因素 高校内部环境中的自主可控因素 高校规模、高校地位、高校类别、学术研究、 
高校的产业嵌入性、高校的学术嵌入性 

制度层面影响因素 高校外部环境因素 政府支持、高校的地理位置 

高校特征因素 高校内部环境中的不可控因素 高校年龄、高校的公有制 
 
根据扎根理论的操作流程[25]，从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以及理论饱和度检验三部分来展开质性分析。 
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从访谈的 5 份文本中随机取出 4 份，从收集到的 21 份文献资料中随机取出

19 份，将这些访谈和文献的语句概念化，以明确编码的重点与方向，如“共享资源和信息的高校联盟更

吸引公司寻求合作”，提炼出概念“高校联盟”。通过开放式编码，共获得 150 余条原始语句，筛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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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个概念，再对概念进行聚类分析，共形成 10 个范畴(见图 3)。 
其次进行主轴编码。以不同范畴的属性关系为依据，提取出高校层面影响因素、制度层面影响因素、

高校特征因素这 3 个主范畴(见表 2)。 
最后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对剩余 1 份访谈文本和 2 份文献资料再次进行编码与概念化，未形成新

概念且已有范畴间未出现新关联。这表明，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因素模型具有良好的理论饱

和度。 

4.2. 结果解释 

根据上述质性分析结果，得出理论模型(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oretic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ing oriented universities’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y  
university cooperation 
图 3. 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4.2.1. 高校层面影响因素 
高校规模被认为是产学合作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首先，大型院校拥有较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能

够吸引更多企业来讨论合作；其次，大型院校拥有较庞大的师资力量，能够平衡额外的教学负担，即将

产业相关课程引入教学体系中；最后，大型院校因其学生数量较多，使企业可以面向更多人才推出培训

项目，降低了企业参与产学合作的边际成本。 
高校地位影响着产学合作的可能性。地位体现了一所高校在人才、知识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卓越水

平，这意味着高校有能力和资源来实现企业寻求合作的目标，为产学合作的形成奠定了先决条件[26]。同

时，高地位院校往往拥有更多的“明星学者”，有助于吸引特定的企业资金支持，以“一人之力”带动

高校与企业形成合作。 
高校类别会影响产学合作的数量。一方面，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大都较为复杂，解决方案

往往需要整合多学科的专业知识，而具备多样性学科的高校可以凝聚多专业人才协同服务于产学合作，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不管是产学合作的实践实训教育，还是面向产业实际问题的学术研究，

都天生与理工科有着紧密的联系，理工类院校参与产学合作的数量也多于其余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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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影响着校企合作关系的建立。从企业角度来看，高度从事学术研究的高校拥有更多学科专

精人才、待转化的学术成果与先进的实验室，这对中小规模或资源有限的企业具有吸引力[27]。从高校角

度来看，深入的学术研究意味着高校拥有硕博士培养点，这给高校带来了高质量人才培养负担与研究经

费负担，因而高校为寻求协同育人与资金资助会积极谋求与企业合作[28]。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校寻求企

业资金支持时，学者也会调整研究方向以更加注重对产业实践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从而形成“高校获得

资金解决产业问题–企业投入资金获得技术支持”的良性产学合作[29]。 
高校的产业嵌入性影响了产学合作的形成。一方面，产业嵌入性意味着高校以往与产业界接触的经

验，这种先行经验有利于高校树立良好的“合作声誉”，降低企业搜寻成本并促进校企更快建立互信合

作关系；同时先行经验意味着高校拥有较完善的合作机制，有助于克服校企间的制度性差异从而减少合

作冲突[30]。另一方面，高产业嵌入性的重要表现是校企技术转让活跃，这表示高校具备良好的技术研发

与专利产出能力，拥有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激励与保护制度[31]，于是，缺乏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的企业为

弥补技术信息与资源有意愿去谋求产学合作[5]。 
高校的学术嵌入性也影响了产学合作的形成。学术嵌入性是高校与学术界的关系紧密程度，高学术

嵌入性的高校至少处于一个高校联盟中，通过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与联盟内高校达成互惠合作的良好

关系往来[32]。对企业而言，与高学术嵌入性的高校达成合作，会产生“1 + 1 > 2”的合作效应，同时方

便企业寻觅更多适配的合作伙伴。对高校而言，联盟内信息共享有助于降低高校对合作企业的搜寻成本，

并在高校联盟的监督引导下更快建立共赢合作关系。 

4.2.2. 制度层面影响因素 
政府支持是推动产学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产学合作中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制定财政补贴、

贴息贷款、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33]，或者设立产学合作专项基金，以鼓励、引导和支持企业积极参与

到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保障产学合作的落实与推进。另一方面，教育部通过“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

目”对意愿合作企业进行收集整理，降低了高校搜索成本，并协助校企谈判从而保障了产学合作顺利

实施。 
高校的地理位置对发展产学合作有一定影响。位于密集产业集群中的高校能够获取更多的行业消

息，扩大产业界关系网络，并为高校科研衍生产品寻求到更多投资，比位于产业集群外的高校更容易

找到企业合作者[34]。同时，位于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更倾向于与临近高校形成产学合作，尽管这个高校

不是最优合作者[35]。此外，项杨雪等研究指出，产学合作促进了产业集群发展，演变出“高等教育中

心–科技中心-产业聚集中心”的产业集群发展规律，随着更多企业加入产业集群，提高了产学合作的

可能性[14]。 

4.2.3. 高校特征因素 
高校年龄影响高校参与产学合作。学者们普遍认为高校年龄越长，越有可能积累更多的有形资产(如

人力、设备等)以及无形资产(如声誉、地位、社会关系等) [17] [36]，结合前文对高校层面影响因素的分

析，年龄较长的高校更可能形成产学合作。 
高校的公有制也影响高校参与产学合作。公有制即高校是否由政府拥有和管理，一方面，与公办高

校的财政拨款不同，民办高校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杂费为主的事业收入，出于资金需求，民办高校对

参与产学合作的积极性更高。另一方面，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历史较短，在社会认同度、师生人才资源

等方面都略逊于公办高校，影响了企业寻求产学合作的积极性。同时，王彬等研究指出，民办高校的社

科科研效率普遍高于公办高校，这是由公办高校“无过即是功”的维稳理念与民办高校“无功即是过”

的逐利理念的差异性造成的[37]。因此，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对产学合作的形成可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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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量研究 

5.1. 研究样本与变量测量 

5.1.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来源于陕西省教育厅官网中普通高等学校与独立学院的名单，根据图 1 筛选出共 46 所教学

型高校，并从高校网站和教育部官网收集其参与产学合作的数据。网站是高校交流有关其课程、师资、

设施、学科和产业合作的详细信息的重要沟通工具，包含丰富可靠的信息，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数据源，

以往的研究曾利用网站上的信息来分析产学合作[38]。此外利用三角测量法的思路，对网站上的超链接进

行追踪，以检视有关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资料，是否曾在社交媒体、新闻报道及合作公司网站等

外界资料来源中讨论，确保数据真实有效。 

5.1.2. 变量测量 
自变量是高校层面影响因素、制度层面影响因素与高校特征因素，即高校的规模、地位、类别、产

业嵌入性、学术嵌入性、学术研究、地理位置、政府支持、年龄与公有制，具体测量标准如表 3 所示。 
因变量是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项目数量。本文统计了每所高校截至 2021 底在四个主流工程学

科——计算机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与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参与的产学

合作的数量。同时，根据表 1 将各高校的产学合作项目数据细分为以教学为重点的产学合作与以科研为

重点的产学合作。 
 

Table 3. Construction of Variable Indicator System 
表 3. 变量指标体系构建 

变量性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量标准 

自变量 

高校层面影

响因素 

高校规模 2021 年各高校在校学生人数。 

高校地位 一本及以上高校，赋值 1；二本高校，赋值 0。 

高校类别 综合教学型高校赋值 2，多科教学型高校赋值 1，单科教学型高校赋值 0。 

学术研究 有研究生培养，赋值 1，仅有本科生培养，赋值 0。 

高校的产业嵌入性 高校拥有“工业研究中心”与“技术转让办公室”的数量。 

高校的学术嵌入性 高校所属高校联盟的数量。 

制度层面 
影响因素 

政府支持 政府对高校的经费补贴数值。 

高校的地理位置 位于密集产业集群中，赋值 1；否则赋值 0。 

高校特征 
因素 

高校年龄 自高校建校年份到 2021 年的时间长度。 

高校的公有制 公办高校赋值 1，民办高校赋值 0。 

因变量 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专业数量。 

注：取 2020~2021 年陕西省各市区的年工业总产值均超过一千亿人民币的市区为密集型产业集群。 

5.2. 描述性统计 

高校地位、学术研究、学术嵌入性、产业嵌入性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这表明，地位较高的高校，

学术能力和科研能力更强，影响力更大且知名度更广，更易与其他高校和企业开展合作。此外，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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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值与方差大体一致，不存在过离散现象，因此使用泊松回归模型。 

5.3. 泊松回归分析 

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模型进行单变量回归分析，泊松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在高校层面影响因素中，高校规模、地位、类别、学术研究、产业嵌入性和学术嵌入性的系数均为

正且显著(模型 1)。在制度层面影响因素中，政府支持与高校地理位置的系数均具有正的统计显著性(模
型 1)。在高校特征因素中，高校年龄和公有制对产学合作数量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 1)。 

进一步探讨影响因素对教学型高校参与不同类型产学合作的作用，发现结果总体上是一致的(模型 2
与模型 3)。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三类影响因素对产学合作均有正向显著影响，但其中产业嵌入性的影响

作用最弱，高校地理位置的影响作用最强。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eaching 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industry university 
cooperation 
表 4. 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所有的产学合作(1) 
产学合作类型 

以教学为重点的产学合作(2) 以科研为重点的产学合作(3) 

高校层面    

高校规模 1.11 (0.22)*** 0.57 (0.25)** 2.48 (0.43)*** 

高校地位 0.85 (0.15)*** 0.45 (0.18)** 1.80 (0.31)*** 

高校类别 0.44 (0.10)*** 0.33 (0.12)*** 0.67 (0.18)*** 

学术研究 0.87 (0.15)*** 0.46 (0.18)** 1.92 (0.33)*** 

高校的产业嵌入性 0.02 (0.00)*** 0.01 (0.00)** 0.03 (0.00)*** 

高校的学术嵌入性 0.46 (0.09)*** 0.25 (0.12)** 0.85 (0.15)*** 

制度层面    

政府支持 0.48 (0.10)*** 0.34 (0.13)*** 0.70 (0.16)*** 

高校的地理位置 1.25 (0.23)*** 0.83 (0.24)*** 3.33 (1.01)*** 

高校特征    

高校年龄 0.61 (0.14)*** 0.34 (0.16)** 1.28 (0.28)*** 

高校的公有制 0.71 (0.16)*** 0.44 (0.19)** 1.39 (0.33)*** 

注：文中括号内为 Z 值，“**”代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代表 0.01 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测试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将因变量转化为“二元分布”，即对产学合作的可能性进行单独

分析，而不论合作数量多寡。将四个工程学科均有产学合作的因变量赋值为“1”，其余为“0”，并进

行 Probit 回归分析，结果与泊松回归模型的结果一致。 

6.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基于 46 所陕西省教学型高校数据，利用泊松回归检验了高校层面、制度层面和高校特征三类因素对

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 在高校层面影响因素中，高校的规模、地位、类别、

学术研究、产业嵌入性和学术嵌入性均正向支持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2) 在制度层面影响因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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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与高校的地理位置均正向影响教学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3) 在高校特征因素中，高校的年龄与

公有制均正向促进教学型高校参与以科研为重点的产学合作。 

6.2. 管理启示 

首先，高校层面影响因素、制度层面影响因素与高校特征因素对教学重点与科研重点的产学合作起

着积极的影响作用。这能够帮助教学型高校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来同时提高其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产学

合作参与数量，并帮助高校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通过人才培养、知识创造与转移以及技术商业化来

实现社会影响力)这三个任务中脱颖而出。 
其次，拥有硕士培养点的教学型高校能够形成更多的产学合作，这对本科教育起到一定的借鉴参考

作用。一方面，高校可以借鉴研究生培养中的企业导师制，引入对本科生的论文指导、项目培训中；另

一方面，高校还可以向参与产学合作的本科生导师提供学术晋升或经济奖励，使其带动本科生参与进产

学合作的科研项目中来，同时提高教学型高校的教学质量、学生素质与社会声誉。 
最后，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因管理理念差异，对各自产学合作的促成路径也有所不同。公办高校

需要克服“无过即是功”的维稳理念，制订产学合作的校内激励措施，带动学者积极性，开办好教学

合作并积极承接科研合作。而民办高校需要在“无功即是过”的逐利理念下稳扎稳打，提高现有产学

合作质量以培养社会认同度，找准对企业吸引力不足的痛点并积累好高校资源，进一步提高民办高校

办学质量。 

基金项目 

西安工业大学教改项目“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因素及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影响研究”

(XAGDYJ210209)；陕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陕西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供给与政策协调的组态效应及优化研

究”(2023-CX-RKX-189)；西安市科技局软科学项目“秦创原促进西安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协同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校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机制研究”(19BGL027)；陕西省科

技厅软科学委托项目“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为牵引，推动我省军民融合创新发展对策研究”

(2023KRW-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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