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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只是教书育人吗？政府只是制定规则吗？企业呢，仅凭自身力量单打独斗吗？三者能不能形成合
力，推动创新，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这是本书将要探讨的问题。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三螺旋共
同延伸的图景：官产学研紧密结合，协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繁荣。
本书充分论证了国家创新模式。理论上，阐述了大学、政府、企业三者如何既互补又独立才能有效推
动创新的问题；实践上，提供了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地区、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等代表性案例，可为
我们政府和高校更多地参与到创新环节中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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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まだまだ
2、速读的 行文比较啰嗦 其实意思就是三者要互相合作 共赢 “需要在注重短期见效的思想和可能超出
现有能力范围的宏伟工程计划之间找到一个平衡”——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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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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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国家创新模式》的笔记-第245页

        Google的案例启示我们：由于能从成功的高科技新公司赚得大量的金钱，技术可以先从大学转移
到现有企业，再到新公司的形成。从1969年诞生到2009年，OTL已经产生了130亿美元的收益，其中包
括来自Google股票的3亿美元 （Ku,2010）。 作为市场过程的结果，OTL有机会将Google的搜索技术许
可给一个现有公司。技术的先进性不是个障碍。现有的搜索产业能认识到Google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
潜在应用前景。OTL，基于实现Google搜索的全部融资价值和发明人利益的标准，鼓励一个新公司的
形成。实际上， 在一个“大学天使投资人” 的支持下，这个过程进行得很好。
和潜在客户讨论的过程帮助技术许可工作人员认识到这项技术更多的应用价值，因为它们寻求增大技
术专利需求和许可的销售，把法律和市场销售途径集成到技术转移过程中。和从事技术许可工作的同
事进行头脑风暴和与潜在客户讨论，能更好地确认技术发明的产业应用和更多的潜在价值，远远超出
了发明人的认识范围。当OTL“销售”Google技术给搜索公司时，产生两个良好的效果：（1）这些公
司感兴趣给投资人和OTL提供了信号：这项技术具有潜在应用价值，有希望形成一个独立的公司；（2
）和搜索公司技术人员的讨论给Google发明人以很大的信心，相信他们的技术比任何其他可采用的方
法都好，增强了他们成立高科技新公司的决心。
Google IPO 把技术许可办公室的感觉传递给斯坦福大学校机关，从Google能赚到多得意想不到的美元
转变了学校管理部门对技术转移的期望。 由Google获得的2。5亿美元能建新大楼和新项目，激励潜在
的初创高科技公司层出不穷，远远超过了特曼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进行技术转移努力的最初目标—— 
支持斯坦福毕业生。由智力资源支持大学发展的梦想呼吸到现实的空气，扩充了收学费、政府拨款和
捐赠等传统的大学融资渠道。因而 Google IPO 导致对技术转移的反思，特别是在投资斯坦福大学基金
的管理公司（Stanford Management Corporation）内部。 
比较而言，大部分学校的技术转移办公室都是“门面机构”，只能赚得少量的资金，或干脆就是大学
预算单上的花钱项目，而斯坦福大学的OTL一直自然地运行在上层管理机构的“雷达屏幕”上。从本
质上说OTL就是大学的研究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知识溢出时为技术许可而设置的单位，有它存在
的特定价值，因而不必考虑它赚钱还是花钱，也不值得对其发展给予特别的关注（Nelson，2005）。
早在OTL存在的初期，关于它在大学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就已经被确定下来：OTL隶属于大学的科研管
理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它就是科研管理机构的一个部门，而不是处于有更高工资和聚焦于更直接赚钱
的商业那边。在理事会的要求下学校改变了一个较早期的政策——即为避免可能的冲突而阻止斯坦福
接受衍生公司（如CISCO和SUN）的股权。然而，为避免对各部门可能带来的影响，通常分配给能产
生知识产权的单位的资金被放在一个特殊的资金库里，以支持研究生奖学金。
斯坦福管理公司把由占公司非常小份额的股权赚来的看似很大金额的钱看作是相对失败的。Google
IPO 已经赚到几十亿美元，但斯坦福只从中得到非常小的份额。管理公司提出大学在OTL标准许可协
议中保留权力对每个被OTL许可的由大学产生的高科技新公司做适度投资。硅谷风险资本共同体感觉
这是斯坦福管理公司在干预硅谷的风险资本领域，故对其施加了阻力。因而斯坦福投资增加的份额还
是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以避免冒犯和冲突OTL可以通过市场试探过程确定一项技术发明的市场前景和
资本化潜力。Google 的案例表明：OTL运作在现时的硅谷生态系统中，是其中众多促进技术转移和衍
生公司的玩家之一。实际上，技术发明对OTL公开有时不是发明人在寻求帮助，而是件检验必要盒
（necessary box）的事情，即发明人及其潜在投资人想看看学校和社会方面对这项发明成果的反应如何
，以检验它是否具有市场潜力，有无必要进行商业化。这是发明人和他们的天使投资人所发展的技术
转移和公司形成战略的组成部分。OTL也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把新来的发明人介绍给风险资本家、
律师等可能对公司形成有帮助的人。一旦把他们介绍出去，OTL便采取相对被动的方式，让发明人牵
头继续技术转移过程。有些情况下，发明人谢绝OTL的邀请，决定通过在公司里任职把技术带到公司
进行“技术转移”，比如 “Orkut” 社会网络软件转移到 Google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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