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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办企业的出路何在？

魏杰

    

    我国不少高校都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而且有的高校创办的企业发展很快，已经发展成为上市公

司，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令人鼓舞。从现实来看，高校创办企业的直接

目的有三个：第一个是造就一个高校的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平台"，即将高校技术研

究成果卵化为产业的"卵化器"，促使高校的科研成果产业化，从而使高校科研成果有一个实现的载

体；第二个是为高校创收，以弥补高校经费不足，尤其是解决高校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为将高校

的知识卵化成为技术创新而提供条件，可以说，是一种将知识卵化成为技术创新的"卵化器"；第三

个是为高校创建一个与社会经济生活直接对接的窗口，促进产学研的有机联系。应该说，高校创办

企业对推动高校科研活动与现实经济的联系，促进高校的发展，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是有意

义的。

    但是，高校就其本身的功能来说，并不适合于办企业，因为高校并不是一种投资主体，尤其不

是风险产业的投资主体。高校本身虽然可以称之为教育产业，但它并不适合于投资和经营其他产

业。也就是说，高校创办企业，在满足自己自身的上述目标之后，不可能不断地作为投资主体而向

所办的企业追加投资，把追求利润和企业规模扩张作为自身的发展目标。但是对于企业来讲，其本

性则是需要有不断的投资与规模扩张，投资与扩张是它的天然冲动。创办企业的高校在推动企业发

展中的自身的局限性，与企业发展中的内在要求，即投资的扩张与规模扩张，必然形成尖锐的矛

盾。这种矛盾，只有通过引进战略投资家才能解决。也就是说，高校创办的企业只有引进战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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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才能满足企业的不断扩张的内在发展要求。但战略投资家进入高校的企业之后，随着企业扩张

的需要，就必然要求所有股东增资扩股，而高校又无能力进一步增加投资。若只让战略投资家增加

投资，高校不增加投资，那就势必会使新引入的战略投资家成为企业的第一大股东，而对于作为创

办企业的高校来讲，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其他方面的原因来说，当然都不愿意失去其第一大股

东的地位。这就使得企业的创办者与战略投资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会危及企

业的生存。

    如何能解决上述的问题？我认为，高校创办的企业为了快速发展，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对的，在

引进战略投资者之后，为了协调战略投资者与创业者的矛盾，可以将创办企业的高校当作创业股东

来对待，创业股东不用在企业规模扩张中追加投资，也不参与经营，创业股东的权、责、利，主要

体现在：第一，企业无论由哪家股东控股，但企业的名称必须挂有高校的名字，作为创办它的高校

的企业，即挂名权是创业者的；第二，企业继续作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平台"，作

为高校技术创新的"卵化器"；第三，高校作为创业股东的收益，并不体现在控股分红上，而是体现

在销售收入的提留上，即按企业销售收入提留一定比例的收益，也就是有收益的优先权，相当于优

先股；第四，高校虽然不作为控股股东，也不参与经营，将企业的经营权完全交给战略投资者，但

当企业因经营不善而业绩持续下滑，并且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战略投资者无力挽救企业时，高校有权

重新组合企业股东，对企业股权结构实行最终否决权。

    我认为，只有通过创业股东这种创新机制，才能既尊重高校创办企业的创业贡献和弥补高校在

办企业上的天然局限性，又能解决高校创办的企业在发展中的问题，协调战略投资者与作为创业者

的高校之间的矛盾。可以说，高校所创办的企业，只有引进战略投资者，并与战略投资者形成一种

创业股东与控股股东的良好产权结构，才能使企业在发展中的内在要求得以满足，协调高校与企业

发展中形成的各种矛盾，协调战略投资者与高校之间的矛盾，既能促进高校创办的企业的高效发

展，又能使高校在创办企业中得以发展，也能使进入高校创办的企业的战略投资者的利益获得满

足，从而造就一种"双赢"的格局。因此，高校的校办企业都应该考虑这种高效发展的企业发展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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