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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WTO对重庆市高等教育的影响(二) 
— — 重庆市高校科技的重新审视 

陈红兵，刘洪彪，李光明，武雨南川 
(重庆大学 贸易与行政学院，重庆 400030) 

摘要：加入 WTO对重庆市高校科技产生巨大影响。重庆市高校在高校科技活动的科技研究与开发、科技成果的转化和 

推广、科技服务等方面面临着许 多机遇和挑战，为应对加入 WTO的新形势，重庆市高校应采取符合实际的种种应对策略。 

关键词：WTO；高校科技；机遇；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5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4)02-0122-05 

The Influence on Chongqing’S Higher Education of Entry illt0 W TO 

— — Scrut ze Once M or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CHEN Hong-bing ，LIU Hong-biao，LI Guang-ming，WUYU Nan-chuan 

(College of 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Entry into WTO brings the influen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ongqing's higher education．Chongqing’s universi· 

ties confronting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nvers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ayoffs and 

populariz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and SO on．It should make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the new circumstance 

for Chongqing's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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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成员，这是中国应对全球大趋势的重要一步。综观当今世界 

各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呈现出科技 

全球化的趋势。作为“新知识”策源地的高等院校，在经济全 

球化的大潮中在对科学的内在发展和新知识的发展上做出 

贡献的基础上，越来越被要求在新知识的扩散和应用上也做 

出重要贡献，成为“新经济”的策源地 。高等院校的科技活 

动是产生“新知识和新经济”的重要原因和主要动力，它包括 

科技研究、科技开发、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科技服务等工 

作。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科技兴渝”、“育人 

兴市”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关系到重庆市能否成为西部大开 

发战略部署中领头的关键环节，重新审视加入 WTO后对我 

市高校科技产生的重大影响，即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 

不仅是促进高校 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确保科技进步促进 

“科技兴渝”战略实现的需要。 

一

、加入 WTO对科技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 

在 WTO法律框架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协定和 

协议有二十多个，主要是为约束成员方政府而制定的，从而 

为企业从事国际商业活动创造公开竞争的环境 在这些协 

议中，始终贯穿着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1)非歧视的贸易． 

即对 WTO的所有成员实施最惠国待遇，对 WTO的成员与公 

民实行国民待遇。(2)更自由的贸易，即关税保护与递减原 

则，WTO成员不能靠关税来保护本国。而且现有的限制贸易 

的政策、措施都要通过谈判逐步减少乃至取消。(3)可预见 

性的贸易，即保证商界更清楚地看到未来的发展机会。政策 

透明原则是可预见的基础，即反对配额及其他不可预见的贸 

易政策。(4)促进公平竞争，即限制不利于公平竞争的政府 

补贴行为、企业倾销行为。(5)鼓励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 

发展和进行经济改革。通过 WTO协议，发展中的成员方享 

受WTO贸易自由化成果时对自身义务有更为灵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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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上述原则精神之下，中国加入 WTO后能够享受 

四个方面的权利：享受多边的、无条件的和稳定的最惠国待 

遇；享受“普惠制”待遇及其他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的照 

顾；可以充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与WTO成员方的贸易 

纠纷。享受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参政议政”的权利。在享有 

权利的同时，中国承担七个方面的义务，包括：削减关税；逐 

步取消非关税壁垒；取消出口补贴，规范对研究开发的补贴； 

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调整外资政策； 

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 

综合考察我国的权利和义务，从科技活动的角度可以把 

这些协议和协定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科技进步有问接关系 

的，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反倾销措施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 

施协议；第二类是与科技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如技术贸易规 

则、削减关税、规范对研究开发活动的补贴、调整外资政策、 

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等。特别是与科技活动有直接关 

系的协定或协议将对科技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加入 、～TO对重庆市高校科技的影响 

(一)加入 WTO后重庆市高校科技发展的机遇 

其一，加入 WTO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得以改善，有利 

于重庆市高校科技发展。重庆市高校科技发展具有明显的 

外部环境优势。(I)产业优势。重庆市是中国六大老工业基 

地之一，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现已经 

形成以汽车和摩托车为主体的机械工业，以天然气化工和医 

药为重点的化学工业，以优质钢材和铝材为代表的冶金工业 

三大主要产业。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为主体，以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和环保工程为先导的高新技 

术产业正在形成。尤其是《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个五年计划实施西部大开发重点专题规则》中指出，到“十 

五”期末，要形成“三个中心”(商贸流通中心、金融中心、科教 

文化信息中心)、“两个枢纽”(综合交通、信息通信枢纽)、 
“

一 个基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基地)的雏 

形 。(2)经济增长优势。重庆市从 1998年直辖以来，经济 

增长保持较高的水平，平均增幅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22％，高于全国和西部地区平均水平。(3)政策优势。重 

庆市作为西部唯一的中央直辖市，近年来，城市形象和城市 

知名度在国内、国外得到极大的提高。重庆市承担了三峡工 

程的巨大的移民任务，国家给予重庆市优惠的政策支持。 

其二，WTO{：~b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对于研究与开发 

(R&D)的补贴条款对政府补贴的不同类型的研究与开发 

(R&D)项 目，尤其对涉及产业竞争的研究与开发(R&D)项目 

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条款，包括：被禁止补贴、可起诉补贴和不 

可起诉补贴三种。这使得政府必须对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 

补贴的范围、方式、强度做出重大的调整。WTO的基本原则 

之一是强调竞争的公平性，通过强调补贴的非专向性和限制 

对竞争性领域或个别企业实行补贴。因而企业在培育企业 

核心竞争力方面对于政府的依赖，将逐步转向对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依赖，高等院校对于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潜在优势 

将突显出来 。 

重庆市高等院校在研究与开发(R&D)方面具有明显的 

优势：一是重庆市高等院校的学科类型多、学科门类和专业 

齐全。重庆市高等院校28所，学校门类包括了理、工、农、医、 

法、商、外语、师范、艺术等类型；学科门类覆盖了理、工、农、 

医、法、哲、教育、文、史等 10个学科 II类；学科和专业较为齐 

全，包括机械、电子、电气、城市规划、建筑、冶金、采矿、环境 

工程、市政工程、计算机、通讯、交通、邮政、汽车、石油、化工、 

经济管理、物理、化学、生物、力学、中文、外语、历史、地理、医 

学、法学、农学、美术、音乐等专业。二是具有基础研究、跨学 

科研究的优势。三是信息的集中性。高等院校是智力高度 

集中的地方，能够较快掌握和集中各种有关科技发展动向和 

经济建设需求信息。 

此外，在“科教兴渝”的战略指导下，政府将投入更多的 

资金用于研究与开发(R&D)。而重庆市高等院校在接收政 

府的研究与开发(R&D)资金方面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如 

2000年，重庆市高等院校从政府所获研究与开发(R&D)资金 

8 214万元，只占同期政府投入34 256万元的24％’ 。科研 

经费是高校科技活动的基础和保证，从某种意义讲，科研经 

费是高校科技活动的生命线。随着高校科研经费的逐年增 

多，重庆市高校科技活动的前景十分光明。 

其三，WTO条件下重庆高等院校作为科技活动的主体能 

极大提高独立融资能力，获得更多的科技活动投入，呈现科 

技经费投入主体多元化。(I)国际资本流动更加迅速。国际 

资本流动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商业银行贷款、债券和政府援 

助等。其中国际直接投资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1998年中 

国得到外国直接投资(FDI)456亿美元；2002年中国接受外 

国直接投资(FDI)突破 5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 

接投资(FDI)接受国。“如果中国兑现她的开放承诺，到2005 

年中国每年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可能达到 1 000亿美 

元。” 高等教育作为朝阳产业，特别是高校科技发展作为推 

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引擎”更是具有广阔的投资前景。(2)国 

际贷款更加便利。1982年到 1997年，中国从世界银行申请 

教育贷款 14亿美元。从 1979年到2001年，在华外资金融机 

构代表处225家，营运性机构66家‘ 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 

无法相比的。高等院校具有良好的信用等级，这将大大地增 

强外资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和热情。(3)加入 WTO后，一些 

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已经陆续在我国一些高校设立科研“基 

地”或“实验室”。他们利用我国高校科研人员素质高、待遇 

低的优势，以及现有的科研设备等有利条件，加大对我国高 

等院校的科技投资，或建立实验室，或直接资助科研项目，这 

就为我国高等院校利用好当前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技 

术转移的机遇，利用好国外研究与开发(R&D)投资，加快我 

国高等院校的科研基地和重点实验室的建设。重庆市高等 

院校要利用好现有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争取 

更多的国外投资。 

其四，WTO条件下，有利于发挥重庆市高等院校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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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作用。WTO规则最基本的功能是实现在有秩序的国际 

经济贸易活动中提高贸易质量和总量。在 日趋激烈的国际 

市场竞争中，高科技支撑起来的带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 

产品或服务才能走出国门。在当今的国际经济贸易壁垒中， 

有些壁垒如关税、数量限制、许可证、配额或外汇管制等正在 

趋向弱化，有一些壁垒可以通过谈判被取消。贸易壁垒主要 

是来自在科技进步中形成的技术规范或技术标准，如原产地 

规则协议及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装船前检验措施等。 

正是在这种 WTO规则的约束下，我国企业对科技进步形成 

了重要的依赖关系。高等院校可以充分发挥智力优势、信息 

优势，整合高校科技人才和企业管理研究人才，开展对企业 

的科技服务工作。近年来，重庆市高校以形成了以咨询业为 

主要形式的科技服务体系。WTO的条件下，各行各业充满了 

前所未有的竞争。人们迫切要求一些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 

以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新一轮社会变革。教育市场需求潜 

力巨大。重庆市高等院校要充分发挥教育人才优势、场地优 

势，做好教育的社会服务工作。 

其五，WTO后，有利于重庆市广大高校科技人员以国际 

标准参与科技活动。在 WTO的技术贸易规则下，所有的 

WTO成员不仅其市场要对我国技术和技术产品实行开放和 

准人，而且还必须根据 WTO规则给予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 

等一系列非歧视待遇。这为我国高校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 

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保障，这将极大地鼓舞广大科技人员参 

与科技进步活动，不断提高科研水平。根据 WTO规定，WTO 

中的一切 WTO成员中的与经济贸易有关而且与科技进步有 

关的政策法规都要透明。正是这种透明以及 WTO成员有义 

务通报，可使我们非常方便地获得 WTO以及 WTO成员中的 

最新的科技情况。 

在参与国际科学技术活动中，与 WTO成员高水平的科 

技成果相比较并且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既有利于看到科技 

成果在国内的水平，又可以看到在国际上所处的水平。这样 

便有利于根据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二)加入 WTO后重庆市高校科技面临的挑战 

其一，高校的创新能力不足不仅制约重庆市高校科技本 

身的发展，更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加人 WTO后， 

最急迫的要求是改革科技体制政策，以符合 WTO的基本要 

求。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高校科技界在体制改革和机制创 

新方面进展缓慢。科技创新的根本 目标是商品化。体制改 

革和机制创新必须以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为目标。 

而现行的科技体制和科技机制未能充分体现这一点。如：在 

以职务发明相关的知识产权界定过程中，缺乏灵活的分配机 

制，不能调动创新者的积极性。创新体系的建设主要是围绕 

科技成果产业化展开的。然而，重庆市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 

力弱，在加入 WTO之后，如果不尽快改善，我们将面临着创 

新体系系统失灵的危险。重庆市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 

仅不能适应 WTO规则的要求，而且远低于其他的直辖市水 

平。重庆市高校2001年参加科技活动总人数达 17 100人，研 

究与开发(R&D)人员达 5 921人，承担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2 646项。其技术转让 155项，合同金额 15404000元，技术收 

人6 353 000元 。平均每项技术转让合同金额仅仅 100万 

元，技术收人平均只有 4|D多万元，人均技术收人仅仅369元。 

可见，重庆市高校的科技转化能力十分低下。造成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力弱的原因一是高校科研部门与企业的需求相脱 

节，科研选题没有立足与市场需求。二是高校科技成果的中 

试经费严重不足。重庆市高校普遍存在经费不足，场地有限 

等问题。许多科技成果仅仅停留在实验室水平，产业化前景 

不够清楚。 

其二，如果不提高重庆市高校的科技开发能力，很难产 

生符合 WTO的科技成果。重庆市高校综合实力不强，缺乏 

在全国有影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重庆大学是重庆市唯一 

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的高校，是一所以理工为主的多学科 

性大学。但是学科专业设置偏重理工科，缺乏医学、农学等 

学科。其他高校普遍综合性不强，办学规模偏小的状况。 

从高校培养学生层次看，重庆市高校培养的学生以本科 

和专科层次居多，二者占在校学生人数的 95．31％。而研究 

生和留学生 的比例显著偏低。2001年全 国招收研究生 

165 200人，其中博士生32 000人，硕士生 133 100人。在校研 

究生 393 300人，其中博士 85 900人，硕士 307 400人。重庆 

市招收研究生 3 410人，仅相当于全 国研究生招生人数的 

2．1％，处于全国的较低水平。 

从高校科技活动机构看。重庆市2000年有科技活动的 

院校23所，科技活动人员折合全时人数 14 008人年，有研究 

与开发(R&D)单位的 23所高校中，研究与开发(R&D)人员 

全时当量4250人年。2000年重庆市高校有研究及技术开发 

机构206个，机构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折合全时人员 2 119；有 

R&D活动的研究与开发机构 187个，机构中 R&D人员折合 

1 734全时当量(人年)‘ 。而 2000年，全国 738所高等学校 

中平均有科技活动机构六点九个，机构从业人员 89 643人， 

机构科技活动人员折合全时人数为64 422人年，占机构从业 

人员的71．9％。重庆市高校科技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 

平，表现在有科技活动机构的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占机构从业 

人员的比例为30％，远落后于全国 71．9％的水平，说明重庆 

市高校科技活动机构没有足够的以研究工作为主的科研人 

员。重庆市科技活动机构数高于全国平均 6．9的水平，达到 

9个。但是机构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折合全时人员仅仅只有 

2 1 19人年，说明科技活动机构没有足够的人力和时间从事科 

技研发工作。 

其三，加人 WTO后，重庆市高校的研究开发机构将面临 

技术先进的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重庆市高校在研究及开 

发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弱势：一是高校学科划分过窄，虽然学 

科众多，但力量分散，难以形成整体优势，难以承担重大科技 

攻关项目。二是高校研究与开发(R&D)经费缺乏，2000年重 

庆市研究与开发(R&D)拨款经费中，高校仅占l4．75％，而科 

研机构占22．7％，企业占63．18％ 。经费投人少，使高校的 

http://www.cqvip.com


陈红兵，等 加人 WTO对重庆市高等教育的影响(二) l25 

科技开发优势难以发挥。跨国公司以雄厚的资金做后盾，或 

高薪吸引高校的研究开发机构骨干人员直接为其服务，或委 

托高校的研究开发机构承担其技术开发计划中的一部分工 

作，为其系统集成全球范围内的先进技术，或以低价出售中 

国高校的研究开发机构尚处于商品化初级阶段的技术产品， 

以阻止高校的研究开发机构收回开发成本，从而使研发机构 

丧失技术开发和系统集成的能力0 。这种情况下，甚至连国 

家重点实验室也会成为发达跨国公司的“附属机构”。如果 

不加大对高校科研机构的经费投人，尽快形成和建设好高校 

科技机构，重庆市高校将面临严峻挑战。 

其四，WTO规则下，知识产权问题贯穿于高校科研活动 

的全过程。重庆市高校科技界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TRIPS 

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定义“知识产权”的范 

围是版权与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专利权、外观设计、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未公开信息7个方面的各类相关规则。协 

议前言明确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有权”，这意味着未经权力人 

许可的使用构成侵权。我市高校科技界普遍存在着课题立 

项先天不足，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急于发表论文，忽视科研 

成果的专利申请工作，不注意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目前不 

少科研人员在选题时，没有经过专利查新，很少考虑课题的 

新颖性、实用性，造成科研工作一开始就处于低水平重复甚 

至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部分科研人员为评聘职称等原因而 

急于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以论文形式公开，从而丧失新颖 

性，失去获得专利的可能。即使有了新成果，也很少谈成果 

的应用，更不用说申请专利权了。2000年，重庆市高等院校 

全部科技项目(课题)数量为 2 819项，发表科技论文 7 857 

篇，出版科技著作443种，但是专利申请数仅为 25件，没有一 

件发明专利。2001年，重庆市高等院校承担各级种类科研课 

题 2 624项，但申请国家专利仅仅 52项 。造成专利申请数 

目偏少，一方面是由于科研成果缺乏创新性，另一方面主要 

是我市高校界缺乏专利保护意识 ，不积极申请专利。在 WTO 

规则之中，如果没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存在，我们只有沦 

为发达国家的“廉价的工作机器”。 

其五，加入 WTO后 ，高校科技人才流失加剧。人才外流 

使高校研究与开发人力资源的状况恶化。加人 WTO后，重 

庆市高校科研机构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 

于国外企业的进人和取得国民待遇，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 

业和员工的行为会变得更加受市场驱动，人力资源配置更为 

市场化。如果重庆市高校不采取有效措施激活现有人力资 

本，水平较高的研究和开发人员，特别是顶尖研究人才和管 

理人才必将继续大量流失 高等院校有可能成为国外竞争 

者的“精英人才”培养基地和被淘汰“精英”的收容所 “．这 

无疑会削弱高校科技竞争力的基础。 

三、重庆市高等院校在中国加入 WTO条件下科技发展 

的对策 

(一)研究WTO规则，制定应对发展战略 

高等院校作为科技活动的重要主体，要努力宣传研究 

WTO中与科技有关的规则。我国对 WTO中与科技有关的规 

则的宣传较少，使高校科研人员很多人不知道在 WTO中有 

与科技相关的规则，直接研究 WTO与科技关系的人很少，而 

且研究成果不多。高等院校作为知识的策源地和知识传播 

者应尽快深入地研究 WTO规则中与科技有关的规则，使高 

校科技活动在 WTO下充分享有国际权利，承担国际义务。 

(二)高校科技应立足西部大开发 

在西部各省市中，重庆具有科教、人才、产业方面的比较 

优势，同时，还有三个独特优势，即：重庆是中国西部地区唯 
一 的中央直辖市；拥有长江黄金水道；能够获得国家对山峡 

库区开发建设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重庆市高等院校应 

充分发挥科技服务功能，发展具有规模效益的开放式大学， 

如网络教育、继续教育；实行宽、活、松办学机制，大力发展职 

业培训班、高层次短训班和师资培训班。重庆市高等院校要 

充分发挥科技优势，以西部开发的需要为目标，确立科研项 

目，保证科研水平的先进性和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要加强 

对三峡库区开发中的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课题的研 

究，争取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三)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加人 WTO后，企业竞争力的发展关键在于依靠掌握高 

技术的专家和优秀的管理人才，要培养两方面都具有的高素 

质人才，应探索出集研究开发和创新于一体的人才培养模 

式。高素质人才是一切科研活动最基本的保障，只有拥有众 

多的高素质人才才能促进研究机构的整体研究实力的提高， 

才能真正完成研究机构的使命。因此，从重庆市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的角度出发，高校要将科研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结合 

起来。基础研究机构的建设要立足于学科的发展前沿、选准 

发展 目标。将国家 目标、人才培养放在首位，创造一个长期 

发展的宽松环境；应用型研究基地的建设，要推进产学研相 

结合，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培养科研和管理的综合性人才。 

培养的人才应是适合于 WTO的新型人才。有创新意 

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加人WTO后，创新人才的培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 

切；有竞争意识：加人 WTO后，对人才的要求是国际化的，即 

必须要有全球眼光，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开创性，并且要具 

有全球竞争意识；有服务意识和市场观念：加人 WTO后，高 

校科技活动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科学研 

究活动的范围日益拓宽，科研选题不再只凭科研人员的个人 

兴趣，科研活动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因此，科研人 

员应有服务市场的意识。 

(四)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应以市场为导向，加 

强校企结合，组建高素质的科技成果推广队伍 

高校的科研不仅需要全新的、高精尖的、符合国际技术 

标准的项目，而且更需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项 目。强化市 

场观念，高校科研人员要深人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做好市场 

需求分析 ，确保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有～个良好的起点。 

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成败的关键在于高校是否真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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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在 WTO条件下，企业是技术 

创新的主体，一项先进的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 

须与企业紧密结合，整合高校与企业在技术与资金方面的资 

源，可以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减少和避免成果转化的 

风险。高校要培养组建一批高素质的科技成果推广队伍。 

高校科研机构在产生高水平科研成果后，要努力通过各种途 

径推广新的技术成果。而组建一支高素质高科技成果的推 

广人员队伍是加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质 

量的必要途径。 

(五)规范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国际结轨 

严格意义上讲，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应属于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范畴。世界各国的高新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一般采用技术转让方式向社会转移高新技术成果。 

而我市高校除了技术转让成果外，不少大学以直接创办企业 

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这主要因为：现阶段企业尤其是国有 

中小型企业尚未成为采用技术创新的主体；资本市场发展很 

不充分，风险投资及其运作机制尚未建立；有些法律 、法规不 

够完善，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的情况时有发生，社会商业信用 

较差。 

WTO条件下，我市高校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下大力做 

好科技成果向企业的转让和扩散工作，积极推动我市社会企 

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与国际接轨；创办 

小型科技企业，高校即使要创办科技企业，重点是创办以转 

化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为主要任务的小型科 

技企业，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尽量与社会企业联合创办，要 

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运营和管理；对于在《公司法》(1997) 

颁布以前设立的高校科技企业要通过实行股份制改组，使高 

校科技产业尽快走上规范经营，规范发展的道路，改变由高 

校为这些企业承担无限责任和风险、不能“退出”，难以投人 

新的科研开发的状况。 

(六)官产学研联合，建设有重庆特色的大学科技园 

重庆目前有普通高校 28所 ，23所分布在都市发达经济 

圈，占82％；2所分布在渝西经济走廊，占7％；3所分布在三 

峡库区经济区，占1 1％。高等院校的集中有利于发挥地域优 

势，建设学科、门类齐全的大学科技园，有利于形成具有稳定 

研究人员、高水平研究机构，整合高校密集的智力优势、信息 

优势；高校的科技成果与重庆市经济发展相结合 ，以大学科 

技园为运作模式，使官产学研有机结合在一起，不仅有利于 

生产的发展，而且对高校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官产学 

研联合综合了政府、企业、高校科研资源的优势，加快了科技 

成果转化的进程，促进高校人才的市场化。重庆市高等院校 

应充分利用好大学科技园这一载体，利用政策优势，资金优 

势，培养造就自己的科研人员，努力进行科技创新。 

(七)创办研究型大学是 WTO条件下对重庆市高等院校 

的急迫要求 

研究型大学是以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为重要职能的 

大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更适应于 WTO条件下对 

科技活动的新要求，科研选题不再仅凭科研人员的个人兴 

趣 ，要从各种生产的需要这一目标出发；科研活动的组织不 

再仅仅按学科专业划分，而是围绕某一重大现实任务 ，科研 

活动的规模无论在参与人员还是经费投人上都有大幅度增 

长。另一方面，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目前还没有足 

够影响力的一流综合大学。高校培养学生以本科和专科层 

次为主，仍然是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教研模式，没能发挥高等 

院校的科研能力。事实上，全市高校绝大部分都在开展科学 

研究，分散了高校科研力量，降低了高校的科研规模档次。 

重庆 目前有普通高校28所招收研究生高校有 lO所，占 

重庆高校的34．5％，招收博士生学校有5所，占重庆高校的 

17．2％，从招生人数上，这些学校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重庆 

大学 2001年在校博士生占了全市 5所拥有博士学位授权高 

校的53．1％，在 l0所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学校中，重庆大学占 

了46．54％，可见，各校的差异很大。重庆市高校招收研究生 

潜力巨大，目前开发不够。在现有招收研究生的 l0所高校 

中，有教授、副教授 3 399人，而 2001年这些高校仅有 2 097 

位教师担任研究生导师，占全部教授、副教授的61．7％，平均 

每位导师仅招收研究生4人。 

为更好适应加人WTO后的新形势，重庆市高等院校应加 

快整合科技资源，以重庆大学为基础打造一所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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