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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普通高校科研创新平台

开展有组织科研的机制和成效

———以湖南科技大学独立科研机构为例

刘星晔，李贺，王卫军
（湖南科技大学 科技处，湖南 湘潭 ４１０２０１）

摘　要：以湖南科技大学独立科研机构为例，介绍地方普通高校科研创新平台开展有组织科研的机制和成效。分析
现阶段国家在高校科技创新方面的政策，阐述地方普通高校科研创新平台面临的挑战。通过介绍湖南科技大学独立科

研机构在平台整合、团队建设、大项目大团队管理、顶层设计等方面有组织科研的具体做法及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和经验，

提出高校科研创新平台推进有组织科研机制符合我国新的科研发展格局，有助于地方普通高校在服务社会经济中实现

“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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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和发展时间较短，
科技创新平台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

段，对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综合实践的研究相对

较少［１］。根据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数

据，可以看出自２０１６年以来高校创新平台得到了
快速发展，截止到 ２０２２年全国高校科研机构从
７８８５家增长到１５３１９家［２］。高校科技平台规模

不断扩大的同时，重大科技平台分布与布局并不

均衡，地方普通高校相对“双一流”建设名单的高

等学校不论是科技创新平台数量、人员还是经费

投入支出、取得成果都偏少。中央部属高校、“双

一流”高校经费投入上明显优于普通高校。“双

一流”高校指的是那些同时入选了“世界一流大

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高校。高水平

科技创新是一流大学的显著特征，是一流学科的

重要支撑，也是一流人才培育的根本保障。地方

普通高校要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就要进行高

水平科学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加强企业主

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２０２２年 １月 ２６日，《教
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教研

〔２０２２〕１号）引导“双一流”建设高校切实把精力
和重心聚焦在有关领域和方向的创新与实质突破

上，创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２０２２年 ８月，
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

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这一系列文件都在指

引高校高水平科学研究创新要落在服务国家区域

创新发展战略上，要主动与行业产业部门和龙头

企业加强对接，走好有组织的产学研深度合作，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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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普通高校的短板是高精尖人才存量不

足、对外合作交流不多、主要学科有特色却不强，

“大项目、大团队、大平台、大奖励、大转化”的突

破不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不够，如果只开展自由探索的科研很难出

成绩，同时也很难获批国家重点、重大项目，更谈

不上进入和落实“双一流”建设。加快布局有组

织、建制化高校科研体系，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

深度融合，进行高水平科学研究创新，是地方普通

高校在新赛道上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的新

机会。

１　案例主体
湖南科技大学是湖南省地方普通高校、湖南

省“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有 ４１个国家、省部
级自科类科技创新平台，１８个省级社科类研究基
地，其中独立科研机构８所［３］。独立科研机构海

洋矿产资源探采装备与安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领衔研发的“海牛Ⅱ号”海底大孔深保
压取芯钻机系统，刷新了世界深海海底钻机钻深

纪录，打破了我国可燃冰勘探技术装备对国外的

长期依赖，为我国海洋矿产勘探技术和装备研发

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独立科研机构是湖南科技大学依托省部级科

技创新平台独立设置的科研机构，属于学校二级

直属单位，是湖南科技大学进行有组织科研的重

要平台。它的特点是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汇聚潜

在力量，加快变革高校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它

以特色学科为主，汇集更多学科“高峰”，形成学

科创新的“高原”，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队伍建

设、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发挥主体作用，同时不断增

强的科研创新水平和学科综合实力也支持了相关

学院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

２　案例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２．１　有组织科研介入科研平台整合，立足优势学

科，设立独立科研机构，把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为科研的主

攻方向，组建大平台

湖南科技大学在 ２００３年由湘潭师范学院和
湘潭工学院（原湘潭矿业学院）合并而来，湘潭矿

业学院的前身为湘潭煤炭学院，是原煤炭工业部

在长江以南设立的唯一煤炭本科院校。湖南科技

大学结合资源环境与安全学科特色，坚持立足南

方，面向全国，扎根于矿山企业开展产、学、研活

动，对非常规煤系煤与瓦斯突出灾害防治油气资

源开发“卡脖子”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矿山企

业的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２０１８年５
月，湖南科技大学南方煤矿安全生产实验室获批

应急管理部的第一批安全科技支撑平台。２０１９
年，为促进实验室更好发展，将其设立为独立的科

研机构。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进行平台整合，将其跟公
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合并运行，创办的火灾

爆破防控与应急技术科研创新平台于 ２０２３年获
评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

南方煤矿安全生产实验室的动巷道围岩破坏

与冒顶灾害控制团队的项目获２０１８年度湖南省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成果在湘煤集团、萍乡矿

业、神华集团、潞安集团、沈煤集团等十多个矿区

得到了应用，有效杜绝了这些矿区冒顶事故的发

生，避免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有力地推动了本

质安全型矿井建设。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组织的

鉴定，该项目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南方煤矿安全生产实验室的火灾爆破防控与

应急技术团队的“共生灾害风险精准辨识—爆炸

危险区域快速消除—隐蔽火源快速灭火降温”整

体技术、装备和方法成功应用于江西安源煤矿、山

东鹿洼煤矿、广西州景煤矿、安徽钱营孜煤矿等煤

矿矿井，新增产值２６４０４．５万元，增收总额４４４０．６
万元。

该独立科研机构 ２０１８年至今新增科研项目
２２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４０项（其中
重点项目１项）、省部级项目５７项、横向项目１２６
项，新增科研经费累计１１６７８万元。在行业高水
平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 ６００余篇，入选 ＥＳＩ全球
前１％的高被引论文有１１篇，出版专著１０部，规
划教材８部，作为第一发明人，授权发明专利 ９０
余项，实用新型专利５０余项。获省部级科研奖励
３０余项。煤与瓦斯突出灾害防治团队带头人
２０２２年获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称号。

此外，湖南科技大学的两所社科类独立科研

机构承担了《长株潭产业一体化发展规划》《湘潭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等１６项地方政府“十四五”规划编制任务。近五
年来２０余项智库研究成果获省部级领导批示，其
中研究成果《发挥我省国有企业产业发展带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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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面临的突出问题及破解对策》获时任省委书记

许达哲的肯定性批示，进入了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并于２０２０年获第三届湖湘智库研究优秀成果
奖，另有三项建议被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建

言献策活动办公室”采纳。为国家级贫困县永顺

县扶贫点设计的产业化扶贫项目成功入围教育部

第三届省属高等院校精准扶贫典型项目。

为了聚集资源形成合力，２０２２年湖南科技大
学对于有明确、稳定的科研方向，研究领域为国民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急需，对推动学科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或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且已形成具

有协作精神和联合攻关能力的科研梯队平台，根

据科研任务进行整合，共完成４９家校平台的清理
和整合工作。

２．２　有组织科研介入独立科研机构科研团队
建设

２．２．１　有组织科研介入独立科研机构科研团队
组建，提高科技创新活力为核心

湖南科技大学科技处、人事处、研究生院、国

资处、财务处等部门按照“简化程序、专人负责、

跟踪服务、及时反馈”的工作原则开辟绿色通道，

建立协同用人机制。一是按照学校政策，加大人

才引进力度。根据独立科研机构建设目标，按照

学校人才引进政策，拟定聘用协议，约定权利、义

务和待遇，对高技能和急缺人才采取一事一议。

二是在全校范围里吸纳优秀人才，推动独立科研

机构建立以目标为导向的岗位考核制度，破解跨

学科、跨学院组建科研团队的难题［４］。

２．２．２　有组织科研介入独立科研机构科研团队
的发展建设，促进团队成员的稳定发展

团队成员的稳定和成员自身发展存在强的联

系，湖南科技大学将教师分为科研为主型、教学科

研型、教学为主型三类人员，教师根据自身特点可

以申请在独立科研机构和学科中进行流动，独立

科研机构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有一定的优先权。另

外，在成果认定、职称评聘、校内高层次人才认定、

人才申报等方面有条件的开通了破格申报和业绩

特别突出者申报渠道，努力打造一批关键技术领

域的科研人才。

２．２．３　有组织科研介入独立科研机构科研团队
的管理，大项目、大团队设立学术特区

独立科研机构海洋矿产资源探采装备与安全

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的“海牛”团队在

海洋矿产资源勘探技术与装备研发、深海地球物

理勘探技术、装备制造技术等方面优势明显，但在

海洋矿产资源开发与装备的基础理论研究、共性

关键技术研发、高端智能装备设计与制造技术等

方面尚需进一步突破。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海

牛”团队发展，建设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有

影响力的“海牛”团队，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着力加强有组织科研，攻关解决关键核心技术

“卡脖子”问题，以高水平科技助推学校高质量发

展。学校将“海牛”团队设立为学术特区，在国家

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学校给予“海牛”

学术特区最大程度的政策保障，如人才引进考核

自主权、师资队伍建设优先权、创新人才培养选择

权、提高大项目管理支配权等等，同时，积极争取

上级及相关部门的支持，形成合力助推其申报大

平台、重点重大项目，充分发挥学术特区的引领和

示范作用，使之成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才高地和学

术高峰。

２０２１年“海牛”团队领衔研发的“海牛Ⅱ号”
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刷新了世界深海

海底钻机钻深纪录，打破了我国可燃冰勘探技术

装备对国外的长期依赖，为我国海洋矿产勘探技

术和装备研发作出了开创性贡献。２０２２年，“海
牛Ⅲ号”全海深海底钻机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获批经费５５００万元。同年，“海牛”团队入
选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２０２３
年１０月，“海牛”团队牵头承担的“深海工程地质
勘探装备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获批湖

南省重大科技攻关“揭榜挂帅”专项，获批经费

１０００万元。团队近五年获得授权国际发明专利
１８项，国内发明专利 ５０项，其带头人获“全国杰
出专业技术专业人才”称号和“国家卓越工程师”

称号。

２．３　有组织科研介入顶层设计，推动制度建设适
应我国新的科研发展格局［５］

２０２１年，湖南科技大学在第三次党代会提出
“更加聚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更加聚焦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３５３”战略，让有组织科研
介入到顶层设计里，推动科研工作落到实处，进而

完善制度建设适用新格局。

２．３．１　开展“走出去 跑起来”活动，实施“企业访
问学者”计划

为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学校２０１８年就开始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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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企业访问学者项目”，经过一年多的广泛征

求意见和企业走访调研，于２０１９年出台《湖南科
技大学“企业访问学者项目”实施计划（试行）》。

该计划将在应用学科中选派部分青年教师到企业

学习并进行技术服务，派驻地主要为长株潭地区。

从２０２０年至今已经实施了 ３年，２０２２年派驻的
企业有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湘潭市畜牧

水产技术研究和推广中心、吉利汽车湘潭制造基

地、湖南江滨机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五

局集团有限公司等２０余家，共派出２３人，在学习
和服务过程中发现并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签订技

术合同２０余个，合同总经费４１８万元。２０２２年，
该校处级以上领导带队走访企业近千人次，签订

了产学研协议上百份。

２．３．２　成立成果转化机构
２０２０年 ４月，湖南科技大学在科技处下设

“知识产权中心”，面向全校师生开展知识产权咨

询、保护、许可转化等综合服务。２０２２年学校将
“知识产权中心”独立出来更名为“科技成果转化

与知识产权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成果转化中

心）”，并组建了成果转化持股平台———湖南科大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立了市场导向、社会资本参

与、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成果应用转化机制，全面协

调、统筹管理学校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工作。２０２２年，学校依托湖南科大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将“海牛Ⅱ号”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
统技术等２６项专利作价１．２亿元，以知识产权投
资方式进行转化，在湘潭高新区入股目标公

司———湖南海牛地勘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１．２６亿元）。湖南科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表学
校持股１４．８６％，实现了该校高价值专利作价入股
的历史性突破。２０２２年湖南科技大学共完成科
技成果转化３３项，合同经费６３４．０８万元，到账经
费３８５．４３万元。合同经费与到账经费较２０２１年
分别增长１０４．２％和５３．５％。
２．３．３　制定目标考核任务

２０２２年，湖南科技大学开始实施目标考核，
年初学校给每个教学科研单位下达了到账经费任

务和服务社会的任务。教学院的考核中科研业绩

占２０％，社会服务与公益事务占 ６％。年终根据
各个单位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目标考

核结果与单位年终绩效挂钩，考核结果优秀的单

位，年终绩效分配系数为１．０６，考核结果不合格的

单位，年终绩效分配系数为０．９，并且科研进账经
费没有达到目标值７０％的单位是不能评优秀的。
２０２２年学校签订产学研合同 ４４１项，合同经费
１．３亿元，２０２２年产学研到账经费７３７１万元。
２．３．４　修订相关制度

通过修订相关制度有效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

创新的制度管理，引领教师及团队发挥优势特长

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提升高校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能力。《湖南科技大学科学研究工作量核

算办法（试行）》规定对主持横向项目的科研人员

给予一定工作量，这有助于增强科研人员从事产

学研工作的积极性。《湖南科技大学横向科研项

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

费支配权，接待费由原来的 １０％提高到 ２０％，劳
务费的发放也提高到６０％。《湖南科技大学科技
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对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做出更

详细的规定，有利于科研人员作价入股的操作，提

高了专利成果转化率。《湖南科技大学高校教师

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条件》明确了对从事

科技开发、转化工作以及相关领域的创造、创作所

取得的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基本

标准。

３　启示
目前科研创新平台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整合小平台集中力量，有组织地打造高

精尖国家级大平台，领衔揭榜挂帅项目，解决“卡

脖子”技术，提高创新能力是目前高校平台优化

发展的趋势，也是高校落实“双一流”建设的需

求。地方普通高校进行高水平科学研究创新的短

板在于人才存量不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够，在应对新科研局面时

压力剧增。有组织科研在平台整合、集中资源精

准投入、加强团队建设、提高服务区域社会经济能

力等方面对地方普通高校显得尤为重要。湖南科

技大学推进有组织科研的做法在部分独立机构中

展现的成效，有助于该校围绕特色学科专业，探索

新的科研和学科建设体制，打破现有院系的界限，

集中并优化学校现有科技创新平台和人力资源优

势，促进学科交叉、集成和融合，也可为地方普通

高校发展提供借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新

贡献的同时落实高校的“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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