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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日本大阪大学免疫学前沿研究中心为例,介绍了其在世界顶级国际研究中心形

成促进计划资助期结束后,与企业间基于“共同创造”理念创新发展的产学研“共创价值合作模式”.
具体阐述了此种模式对高校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推动作用,总结归纳

了我国高校与企业间开展长期、深入产学研合作的经验和启示,并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

心项目完善延续资助机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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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战略力量,在提

升基础研究水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国
家高度重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科技部、教育

部等近年发布的关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文

件为进一步促进我国高校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管

理体系、制度体系和支撑服务体系指明了方向.但

是目前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仍然存在科技

成果转化模式与市场需求脱节严重,产学研创新主

体协同明显不够等“短板”[１].如何更好地探索形

成具有特色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模式是未

来重要的发展方向.本文以日本世界顶级国际研

究中心形成促进计划(WorldPremierInternational
ResearchCenterInitiative,以下简称“WPI计划”)
资 助 设 立 的 大 阪 大 学 免 疫 学 前 沿 研 究 中 心

(ImmunologyFrontierResearchCenter,IFReC)为

例,分析总结其与企业间基于“共同创造”理念创

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实现共赢

目标的经验,以期对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模

式和机制建设提供借鉴.

杨凌春　北京大学科 学 研 究 部 基 础 研 究

办公室主 任、副 研 究 员,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科研管理.作 为 课 题 负 责 人 先 后 承 担 国

家自然科 学 基 金 项 目、教 育 部 课 题、科 技

部课 题 ３ 项,发 表 管 理 类 学 术 论 文 １０
余篇.

鲍锦涛　北京大学科 学 研 究 部 综 合 办 公

室主任、助 理 研 究 员,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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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WPI计划”及IFReC简介

１．１　“WPI计划”
“WPI计划”是由日本文部科学省(Ministryof

Education,Culture,Sports,ScienceandTechnology,

MEXT)于２００７年开始启动实施的大科学计划[２],
至今在宇宙/地球科学、生命科学、材料/能源科学、
数据/信息 科 学 等 领 域 已 支 持 成 立 １３ 个 中 心.



　
第３６卷　第１期 鲍锦涛等:日本大阪大学免疫学前沿研究中心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及启示 １６１　　 　

“WPI计划”为每个中心提供长达１０年(每年５亿~
２０亿日元,平均１４亿日元)稳定持续的经费支持,
占各中心总经费的三分之一左右,主要用于中心运

营.政府鼓励中心从其他来源获得更多的经费,如
国家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社会捐赠等.“WPI计

划”首批建立的５个中心在１０年经费支持周期结束

后,被评估认为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研究中心的水

平,具有强大的研究能力和高水平的国际化程度[３].

１．２　IFReC基本情况

IFReC是“WPI计划”首批资助设立的５个中

心之一,依托大阪大学而建.IFReC聚集了来自日

本和海外百余位世界一流的免疫学、生物成像和生

物信息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展前沿创新免疫学

研究,旨在通过阐明免疫系统的全貌来攻克免疫相

关疾病[４].

１．２．１　大阪大学全力支持

大阪大学为IFReC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一是

将IFReC和免疫学前沿研究置于学校战略规划重

要地位,以“建设世界一流免疫学研究中心”作为学

校中长期战略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二是为IFReC
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保障.IFReC与大阪大学微生

物疾病研究所(RIMD)、生命科学综合科研楼、感染

性疾病研究中心、实验动物中心等构成了一个大型

生命医学研究综合体.学校为这个研究综合体配置

了核心仪器设施、动物资源中心和网络资源平台等

基础条件,同时聘请资深技术人员为研究工作提供

内部科研服务.三是赋予IFReC对人事、预算及其

他行政事务的自主决定权.

１．２．２　学术成绩出众

在“WPI计划”资助周期内(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７年３月),IFReC在免疫学领域取得了出色成

绩.从发表论文情况来看,IFReC科研成果产出的

数量和质量均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共发表１２７０篇论

文,其 中 超 过 １０％ 的 文 章 发 表 在 Science、Cell、

Nature杂志及其子刊上.与免疫学领域的两家世

界顶级研究机构进行同期比较,IFReC在免疫学、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三个研究领域发

表的前１％和前１０％论文比例更高(表１).从获奖

情况来看,IFReC的科学家多次获得加拿大盖尔德

纳国际奖(CanadaGairdnerAwards)、克拉福德奖

(CrafoordPrize)等国际大奖.鉴于其出色的科研

成绩,IFReC在２０１６年接受“WPI计划”评估时,被
认为已达到“世界顶级水平”,实现了建成世界一流

免疫学研究机构的初衷[３].

表１　IFReC与免疫学领域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的比较[４]

IFReC
拉霍亚过

敏与免疫

研究所

沃尔特和

伊丽莎霍尔

医学研究所

人员数量 ２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００
论文数量 ６１９ ７１５ １２４７
引用次数 ３６３２５ ２２７２０ ４０４４７

篇均引用率 ５８．７ ３１．８ ３２．４
h因子 ７７ ７１ ９４

前１％论文比例 ６．６％ ４．７％ ５．４％
前１０％论文比例 ２９．８％ ２３．４％ ２７．３％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６年IFReC年报,统计“WPI计划”１０
年资助期内三家研究机构在免疫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细胞生物学三个研究领域的数据.

１．２．３　经费来源构成

根据IFReC年报,“WPI计划”每年为IFReC提

供大约１３亿日元的支持[４].以２０１６年为例,“WPI
计划”为IFReC提供了１２．４亿日元经费,占IFReC
总经费的３６．３％.另外,IFReC还从大阪大学配套

经费、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企业合作研发和社会捐

赠等途径获得２１．８亿日元经费.“WPI计划”经费

主要用于维持中心正常运营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

费用(５７．０％)、机构运行费(３６．９％)、仪器设备费

(５．６％)和差旅费(０．６％),但不包括支持基础研究

的项目经费(图１a).２０１６年,“WPI计划”结束对

IFReC为期１０年的资助,IFReC自行通过其他资金渠

道维持中心运行.自２０１７年开始,IFReC通过与企

业签订全面合作框架协议获得运营经费支持(图１b).

２　IFReC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分析

高校与企业之间开展合作的传统模式通常是企

业基于高校既有产出成果,根据实际需求挑选相应

项目进行投入并开展后续合作研发[５].不同于这种

“开 发 利 用 合 作 模 式 (UniversityＧindustry
Cooperation)”,大阪大学基于“共同创造价值”(CoＧ
creationofValues)的思想理念,提出将高校与企业

间的合作模式发展转变为全新的“共创价值合作模

式”(UniversityＧindustryCreation),即高校与企业

从基础研究阶段到成果转化阶段开展全流程“无缝

衔接”合作[６,７].在高校与企业签订全面合作框架

协议基础上,企业为高校提供基本运营经费,且承诺

不干扰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高校将基础研究成果

全部提供给企业,企业结合实际需求对这些前期基

础研究成果进行筛选,并决定是否开展后续合作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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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６财年(a)和２０１７财年(b)IFReC经费来源构成(单位:亿日元)[４]

２．１　“共创价值合作模式”简介

如上文所述,“WPI计划”于２０１７年结束了对

IFReC为期１０年的资助,IFReC在当时已经成为免

疫学领域的世界顶级研究机构,但同时面临着巨大

的财政压力,迫切需要寻找其他资金渠道以维持中

心运营.中外制药集团(Chugai)是日本生物制药和

抗体制药领域的领导者,在日本肿瘤领域的销售份

额和治疗性抗体市场占有率均居于首位,拥有先进

的药物制备技术和平台[８].基于合作开发重大免疫

疾病创新药、原研药的共同目标,IFReC与中外制药

集团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签 订 全 面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ComprehensiveCollaborationAgreement),将双方

在基础研究领域和抗体药物研发技术的优势和特色

相结合,共同打造高校、企业间实现多方共赢的全新

产学研模式[９].双方约定合作周期为１０年(２０１７
年４月至２０２７年３月),合同金额为每年１０亿日

元.合同经费与“WPI计划”资助经费用途一致,用
来支持IFReC的日常运营活动,但不包含科研项目

经费.双方主要约定原则如下:
(１)IFReC的科研人员不受企业意愿限制,享

有完全独立自主开展基础研究的权限,保证其好奇

心驱动的自由探索;
(２)IFReC将中心的独立产出成果完全展示给

中外制药集团,每年两次;
(３)中外制药集团对IFReC提供的成果享有优

先购买权(RightofFirstRefusal),可根据实际需求

开展进一步的联合研究(JointResearch)并拨付额

外的研究经费,双方计划最终实现５~１０个联合研

究项目的成果转化;
(４)如果相关研究进入临床阶段,中外制药集

团保留后期独立开发权利;
(５)双方在IFReC实验楼内共同成立联合实验

室,设置新药研发联合主席,中外制药集团向IFReC
派驻访问学者和技术人员开展联合研究.

通过签订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建立了一种

新型的高校、企业间产学研合作模式,实现了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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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阶段到后续转化应用阶段的全流程高效合作.
２．２　“共创价值合作模式”实现多方共赢

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与实施在大阪大学、
IFReC及中外制药集团之间实现了多方共赢.

对大阪大学而言,一是学校财政压力得到极大

缓解.IFReC作为其“王牌”学术机构,在面临“WPI
计划”终止资助的时间节点前与生物制药巨头中外

制药集团达成全面合作协议,保障了其基本运营经

费.二是学校整体产学研合作战略实现创新升级.
基于IFReC与中外制药集团合作基础,大阪大学提

出的“共创价值合作模式”进一步得到推广,企业与

高校的合作意愿显著增强[１０].在与中外制药集团

签订协议之后,IFReC于２０１７年２月与大冢制药集

团(Otsuka)成 功 “复 制”了 类 似 的 合 作 协 议[１１].
２０１７年６月,大阪大学与大金集团(Daikin)在机械

制造领域也签订了类似的长期支持合同,共同开发

人工智能空调生产线[１２].

对IFReC而言,一是基本运营经费得到保障,
人才团队随之稳定.来自企业的资金弥补了由于

“WPI计划”停止支持后运营经费出现的空缺,科研

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受此利好,IFReC的科研经费

也基本维持了“WPI计划”资助期的支持水平(图
２).另外,人才团队受益于经费保障也得以保持稳

定.可以看出,在 WPI的资助末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IFReC出现了明显的人才流失现象(图３),而
在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后的三年内,研究人员的

数量又恢复至此前水平,这是IFReC能够继续保持

高水平学术能力的“定心丸”.二是基础研究成果向

临床应用的转化更加顺畅.对符合产业需求的成果,
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由企业出资继续开展后续深入研

发和转化工作.正如IFReC时任所长ShizuoAkira
在签订框架协议时所言:“IFReC未来期望能够实现

从单纯的基础研究学术机构向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

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机构成功转型”.

图２　IFReC在协议起始年(２０１７年)前后经费变化[４]

图３　IFReC在协议起始年(２０１７年)前后人员数量变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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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外制药集团而言,一是药物研发成本降低,
有助企业效益提升.制药企业普遍研发成本较高、
研发周期较长,并且近年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疾病的致病机理和发展机制认识

不清楚,通过基础研究的深入探索能够更好确定药

物研发的潜在靶点并优化治疗策略[１３,１４].按照协议

约定,中外制药集团对IFReC所有独立产出的基础

研究成果具有优先购买权,这大幅减少了企业的研

发时间和资金成本,有助于企业效益提升.二是通

过人才联合培养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研发

智力资源的拓展是企业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协

议中明确双方共建联合实验室,设置新药研发联合

主席,中外制药集团向IFReC派驻２０名左右研发

人员和工程师.企业研发人员与IFReC基础研究

学者在药物研发全流程开展充分交流合作,有利于

企业研发人员深入了解基础研究过程,更好结合实

际需求和技术平台开展后续临床药物研发试验.
基于上述“共创价值合作模式”,双方正在按照

协议约定顺利开展各项合作.由于新药的研发周期

普遍较长,双方合作至今还没有新药上市.尽管如

此,双方已合作产出不少基础研究论文和专利成果,
更有超过５项基础研究成果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联合

研发进程中[１５],未来双方很有可能在基础研究和创

新药物研发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总体来看,IFReC与中外制药集团等企业通过

签订全面合作框架协议,使高校与企业间产学研合

作模式从“开发利用合作模式”转变为“共创价值合

作模式”(图４和图５).通过对这两种合作模式的

差异比较可知(表２),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由过

去仅作为成果转化收益的甲乙双方,转化升级为从

前期基础研究到后期成果转化全流程“共同创造价

值”的战略合作伙伴,既有利于高校为维持自身相对

图４　高校 企业间“开发利用合作模式(UniversityＧindustrycooperation)”

图５　高校 企业间“共创价值合作模式(UniversityＧindustry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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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开发利用合作模式”与“共创价值合作模式”的比较分析

合作方 差异比较方面 开发利用合作模式 共创价值合作模式

高校

机构运营保障 政府支持,研究独立性受企业意愿影响大 企业支持,研究独立性不受企业意愿影响

基础研究发展
短期利益关系,依据已有成果开展合作,对高

校基础研究发展无明显作用

长期合作共赢,有利于需求牵引的研究选

题,推动高校基础研究水平提升

科技成果转化
与企业对接被动,成果输出渠道不畅,成果转

化管理成本较高

与企业共同研发,成果输出渠道畅通,成果

转化模式易推广,管理成本降低

企业

合作研发效益
获取成果渠道不畅通、不规范,合作研发成本

较高

获取成果渠道畅通、规范,合作研发成本降

低、有助效益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
利用高校既有成果进行后续开发,研发人员

基础研究能力较弱,科技创新能力受限

深度参与前期基础研究,研发人员与高校学

者充分交流,更好对接产业需求,科技创新

能力提升

稳定的科研环境争取足够的经费支持,又同时满足

了企业对基础研究成果日益增长的实际需求.基于

这种开创性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大阪大学、中外制药

集团、大冢制药集团、大金集团于２０１９年共同获得

了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为表彰对未来科技创新具有榜

样作用的引领性和原创性举措而设立的首届“日本

开放创新奖(JapanOpenInnovationPrize,JOIP)”.

３　IFReC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启示

我国高校产学研合作发展经过多年探索日趋完

善,企业和高校间通过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等合作形式,实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共同发展[１６].但总体来讲,还存在高校、科研院所

自主权不足、参与各方合作意识不强、相关法律法规

不健全、合作深度和广度不够等方面的问题.
日本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开始关注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相关问题,制定一系列政策鼓励高校自主创

新产学 研 模 式,加 强 与 企 业 合 作 研 发[１７].上 述

IFReC与中外制药集团基于“共同创造”理念创新发

展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实现了双方“共赢”,一方面推

动了高校基础研究高水平发展,另一方面提升了企

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从高校科技工作的角

度,大阪大学IFReC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可以带给

我们以下几点经验,以供借鉴.

３．１　着眼长期利益,筑牢合作基础

IFReC与中外制药集团基于开发免疫创新药、
原研药的核心共同目标,实现了合作共赢.高校应

进一步明确科学研究中心的价值导向,与企业互相

尊重彼此需求,不为短期经济利益所局限,坚持“共
同创造”理念,推进双方开展长期坚实合作、协同创

新.一方面,高校通过定期将前沿原创成果向企业

展示,增进企业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兴趣和理解,激发

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应用需求.另一方面,企业通过

给予高校充分信任并赋予科研人员自由探索的权

限,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突破与高校基础研究发展

相互促进,不断夯实双方合作基础.

３．２　突出优势特色,鼓励需求牵引

中外制药集团在抗体药物领域长期深耕,建立

了先进的抗体工程技术体系,并拥有“中间分子”这
一核心技术[１５],但要实现新药研发的更大突破,还
需着力加强 对 疾 病 发 生 机 制 的 探 索.正 是 看 重

IFReC在免疫学领域公认的基础研究实力,中外制

药集团选择与之开展长期合作,通过发挥双方各自

的优势和特色,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因

此,保障双方开展长期合作的客观条件是高校在某

些研究领域具备长期的科研积累和优势,并形成独

具特色的人才团队或研究中心.为了打造这样的科

研队伍,高校一方面要围绕重大需求,优化资源配

置,集聚优秀创新人才,充分发掘他们的科研潜力以

产出更多前沿原创成果,另一方面要鼓励他们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经济主战场和人民生命健康,以产业

技术瓶颈背后的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开展基础研

究,推动更多基础研究成果实现转化应用.

３．３　促进人才交流,打通创新链条

IFReC与中外制药集团通过在大阪大学共建联

合实验室,促进双方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充分交流,
优化和稳定了“基础研究 药物研发 临床应用”这条

创新链,极大提升了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的转化效

率.当前,以生物医药、信息通讯等行业为代表的新

兴前沿领域创新发展的共同特点之一表现为从基础

研究到技术应用的周期愈发缩短,研发链条不同环

节的界限也愈发模糊[８].高校要紧密结合学科优势

和企业需求,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通过共建校企联合

实验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营造充分交流的合作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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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充分了解彼此需求,形成优势互补力量,不断优

化稳定创新链,使得技术创新产业需求与基础研究

原创思想相互融合促进.

３．４　规范合作制度,增进相互信任

IFReC与中外制药集团在合作之初签订符合双

方共同利益的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是实现双方长期

合作共赢的必要保障.产学研合作各方及时规范合

作制度及实施细则,是增进各方信任、推动合作顺利

实施的重要基础.在合作前期,高校应与企业签订

有关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双方权责、知识产权、利益

分配、人才培养等重要事宜,使高校能够最大程度保

持基础研究的学术自由,同时满足企业高效获取成

果的实际需求.此外,高校应及时制定并完善相应

内部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有利于加强产学研合作

的统筹管理,推动产学研合作高质量发展.

３．５　完善资助模式,推动持续发展

IFReC在政府资助期结束后,通过与企业之间

开展基于“共同创造”理念的产学研合作,实现了“自
给自足”的可持续发展,在满足企业发展重大需求的

同时,保持了自身基础研究工作高质量开展.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２０１６年试点实施基础科学

中心项目以来,通过集中优势科研资源,稳定支持科

研人员潜心研究探索,产出了一批国际领先水平的

原创成果,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高

地.借鉴日本“WPI计划”的资助机制和IFReC的

成功经验,建议进一步完善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的资

助模式.一是在项目评审、过程管理、结题评估等环

节中突出重大科学问题导向,更加强调将冲击科学

前沿和应对重大挑战相结合,引导科研人员通过转

变科研范式来应对重大挑战,同时在应对重大挑战

中转变科研范式,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
融合发展.二是引导基础科学中心所在依托单位加

强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合作,解决重大需求背后的

核心科学问题,以基础研究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一

方面引导企业对其所需关键技术背后共性科学问题

的深刻思考,减小其开展基础研究面临的风险和顾

虑,另一方面激发企业后续研发投入,稳步提高其自

主创新能力,更好吸收转化基础研究成果.三是完

善延续资助机制.针对当前首个资助期５年、评估

后可再获得５年延续资助的模式,在延续资助评估

中,借鉴“WPI计划”的评价模式,聚焦重大科学问

题,坚持高标准要求,遴选真正优秀的人才队伍冲击

更高科学目标.探索多元化延续资助机制,研究通

过已经支持形成的创新高地,引入高校和企业对基

础科学中心的支持,实现高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和

共同创造.
综上所述,本文对日本大阪大学免疫学前沿研

究中心(IFReC)与企业间基于“共同创造”理念发展

形成的“共创价值合作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

了高校与企业间如何通过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人才

交流、规范合作制度等开展长期稳固合作.这种创

新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对高校而言既有利于促进成果

转移转化,又有利于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对企

业而言既有利于降低成果获取成本,又有利于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期待为我国

高校与企业开展长期、深入的产学研合作提供更多

的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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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takesImmunologyFrontierResearchCenter (IFReC)ofOsakaUniversityasan
example,andanalyzesitscooperationwithindustriesbasedonthemutualconceptof“universityＧindustry
creation”．Bysigningthecomprehensivecollaborationagreement,IFReCisabletomaintainitshighＧlevel
basicresearchcapabilitywiththemoneyofferedbythecompany．Meanwhile,thecompanyenhancesits
industrycompetitivenessbyprioritywiththedataandoutcomesproducedbyIFReC．Thesummaryofthe
elementsunderlyingtheachievementsofthiswinＧwincooperationwouldcertainbeareferenceinpromoting
universityＧindustrycooperationinChina,aswellasinoptimizingthefunding mechanismfortheBasic
ScienceCenterProgramat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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