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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8特邀作者

黄震：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观察者、研究者。目前供职于
汽车行业某全球知名企业，负责战略与对外合作;曾担任罗兰贝格云赛创新
中心运营部总监，并在德国曼海姆大学商学院（MBS）期间追随导师学习
并研究开放式创新。

这个春节期间，没法去实验室，只能在家待了10多天的张教授和戴教授打了很长时
间的电话。他们是高中同学，之后在不同的城市求学、研究、任教，现在都已经是
知天命的年纪了。

难得空闲的两位教授聊得海阔天空，他们分享取得成果的喜悦，也感叹许多科研上
的难题。聊科研聊学术之外，戴教授也分享了这几年困扰他的一个问题。

戴教授是新材料技术领域的专家，发表了许多论文，也拥有许多发明专利。一年多
前，他的一位博士生毕业后加盟了一家企业，向公司介绍老师戴教授的某项发明专
利之后，公司非常感兴趣，希望同戴教授合作，基于专利进行产品开发。

戴教授非常欣喜，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发明专利可以真正得到应用；同时他又面临许
多烦恼，几十年埋头实验室的戴教授，除了讲技术讲科研时候的滔滔不绝，其他时
候都非常腼腆，也完全不知道如何和企业聊什么股权、协议、法务等事宜。

与此同时，企业也非常的焦急，他们希望尽快应用戴教授的专利进行产品研发，推
向市场。一年多的等待时间，也让企业少了很多热情。戴教授的博士生和老师说，
企业也在寻找其他方向的技术方案了。

听完戴教授的分享，张教授很有感触。他也曾经遇到类似的问题，幸好，他所在的
上海交通大学帮助他破解了这个难题。

60%的持有股权给发明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包括时至今日，企业同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的过程中，科
技成果的转化一直是困扰双方的难题。大学教授或科研人员在学校任职期间所做的
发明、研究，并基于此获得的专利，归属于职务发明，100%归高校和研究机构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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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许多专利在申请注册之后，就“养在深闺人未识”，在文件柜或是专利池中，
渐渐没了声响。即使部分上海高校教授们的科技成果在每年一度的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的高校展区上可以进行展示，并获得许多企业的关注和认可，但是在后续的成
果转化进程中依然行路坎坷，真正可以实现专利技术到产业转化的寥寥无几。

这种状况，许多研究者归因于三个“不清晰”。首先，企业如果有需求，对接高校
的哪个部门不清晰，这使得企业的需求无法和教授的专利形成匹配；其次，即使企
业通过和教授、和学院的联系，了解教授的专利，并有兴趣将其进行技术转化，但
是如何操作不清晰，往往形成学校内部多个部门的“踢皮球”，最后延误时机，企
业也只能另寻高明；最后，即使企业兴趣浓厚，希望和教授、和学校进行沟通，但
是教授和学校的相关单位对于如何进行商务谈判，如何讨论专利的入股和收益分配
等问题不清晰，最后的“临门一脚”也往往费尽周折。

这些问题在2015年之后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亟待创新性的解决方案。笔者在
访谈中得知，在“双创”和“创新转型”的背景下，上海及长三角区域的许多企业
对于原创性的专利技术、对于科技成果转化，都有着很强的需求；与此同时，上海
的许多高校又凭借着领先的科研能力积累了许多专利技术，例如上海交大的存续专
利就达到了6000余个，位列全国前列。如何进行企业和高校的合作进行专利技术的
产业转化，成为多方讨论和关注的重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交大于2015年成立了学校全资控股的“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交大知产公司”），解决科技成果的转换问题。20
19年上海交通大学也入选了教育部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截
止到2020年2月，公司已经以知识产权入股了32家项目公司，其中有3家公司已经
在做IPO上市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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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OTL模式的运行流程以及技术经理人扮演的角色

未来的探索以及需要继续破解的难题

从美国OTL模式的实践以及研究来看，技术经理人往往都是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博
士、工商管理硕士等等，他们既有技术背景，又了解法律、经济和管理，同时在专
利营销和专利许可谈判方面有很强的能力。1989年，北美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ss
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AUTM)也应运而生，技术经理人通过AUTM进行广泛的合作与联系。

在技术经理人需要如此丰富和精深的技能要求下，激励措施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在OTL模式的利益分配中，OTL一般占15%（自收自支），学校占85%，其中
技术发明人、院系，和学校各占1/3。合理的利益分配和激励机制既吸引了许多技
术专才和工商管理人才加入OTL成为技术经理人，也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的良性循
环。

对比国内的探索，以上海交大知产公司为例，收益部分基本归属于学校、学院和发
明人，在其中对于具体操作的公司以及个人的利益分配，是明显缺位的。在这样的
情况下，如何吸引高质量的人才加入并成为“技术经理人”就成为了难题，更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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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如何鼓励技术经理人积极主动联系企业，了解需求，并进行专利技术的营销，
更成为无奈的缺失。

除了知识产权入股，上海交大知产公司也在探索自主转化的创新模式。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出台之后，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的戴尅戎院士、王金武教授团队的“定制式增材
制造膝关节矫形器”项目就在上海交大知产公司的协助下，以上海交大知产公司作
为申报主体，上海医疗器械生产单位为受托生产企业，成功申请医疗器械注册证并
获批上市。

企业和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将企业的研发边界扩大，引入高校的专利技术并进行
产业转化，这是“开放式创新”的起点，也是具有很长历史的实践。但是长时间以
来，由于机制体制和法规方面的有待改善，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总
是处于“不清晰”的错配之中，艰难起步，成果寥寥。在符合市场机制的操作模式
下，以知识产权入股项目公司，使得高校、教授和企业都可以获得多赢，同时会进
一步促进研究的深入，这是上海交大知产公司的实践和探索给予我们的启发。

如何进一步在机制上进行松绑，协调激励措施的完善，使得更多的专业人才可以投
身科技成果转化的事业之中，并逐渐形成“技术经理人”，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的
期待和心声。

开放式创新系列连载

全球能源巨擘BP如何快速融入中国出行领域创新生态？

企业如何与学术界合作？巴斯夫通过NAO汇聚专知

宝马初创车库——做初创公司的“风险客户”

立足商业化和落地化的“米其林中国创新加速计划”

老国企跳起新舞蹈：上海仪电集团是如何打造双创孵化器的？

试验2015到试验2019：利程坊是如何发展并迭代的？

实验2019：利程坊正在做哪些创新实验呢？

企业创新是否可以流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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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下”试出的产业加速器

一家很独特的科技企业在中国做起了加速器

开放式创新助力内部创业者

科技巨头内的“斜杠青年”

法国巴黎银行在中国的“谋定而后动”

戴姆勒在中国的创新“高速”

百年国际巨头为何牵手年轻中国创业者？

小节点创造出的大平台

一台冰箱背后的“创新中国模式”

创新依旧“那些年”——开放式创新的形式：企业和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

欧洲最创新的1平方公里是如何炼成的

神奇技术在哪里？开放式创新兴起的原因

开放式创新的缘起：为何最顶尖的实验室却错失改变世界的机会？

看不够

“36氪创新咨询”微信公众号在等你。

扫描下方二维码，或微信搜索“36氪创新咨询”（ID: Kr8-36Kr-
Innovation），创新不落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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