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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现状
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产学研合作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然而，目前广东省产学研合作存在一些问题，如合作效率低下、科技成果转化难等，亟待解决。

灰色关联法适用性
灰色关联法是一种多因素分析方法，适用于研究复杂系统中各因素间的关联程度。通过灰色关联法分

析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绩效影响因素，有助于揭示各因素间的内在联系，为优化产学研合作提供理论支

持。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产学研合作绩效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环境、企业

创新能力、高校科研水平等方面。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绩效影响

因素的实证分析。

国内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在产学研合作领域的研究较为成熟，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其中，

灰色关联法在产学研合作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借鉴和

参考。

国外研究现状



本文基于灰色关联法，对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绩效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构建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绩效影响因

素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各因素间的关联程度，最后提出优化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建议。

研究内容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问卷调查和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通过文献综述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通过问

卷调查收集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揭示各因素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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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现状
及问题分析



合作规模与数量

广东省内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产学研合作项目数量和规模逐年增长，合作领域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

材料等多个高新技术产业。

合作模式

广东省产学研合作主要采取技术转让、联合研发、共建实验室、人才培养等多种合作模式，其中联合研发和共建实验

室成为主流合作模式。

合作成果

广东省产学研合作在技术创新、产品开发、产业升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核心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了广泛应用。

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现状



合作层次不够深入

当前广东省产学研合作多停留在

技术转让和短期项目合作层面，

缺乏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和深度

融合。

合作机制不完善

产学研合作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

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导致合作

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资源不

共享等问题。

创新驱动能力不足

广东省产学研合作在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等方面存在不足，难以形成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

存在的问题分析



组织管理

有效的组织管理能够提高产学研合作的效率和成果质量，

包括项目管理、团队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

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是影响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包括政策导向、政策扶持力度和政策执行效果等方面。

创新资源

创新资源是影响产学研合作绩效的关键因素，包括人才、

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的获取和配置情况。

合作模式

合作模式的选择直接影响产学研合作的稳定性和长期效益，

不同的合作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合作对象和合作阶段。

影响因素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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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色关联法的实证
分析模型构建



灰色关联法核心思想
该方法以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即“灰色关联度”，
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

灰色关联法适用范围
适用于动态历程分析，尤其适用于数据量少、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
的分析和决策。

灰色关联法基本概念
灰色关联法是一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用于研究系统中各因素间
关联程度的大小，即各因素对系统主行为的影响程度。

灰色关联法原理介绍



VS

基于灰色关联法构建广东省产学研合作

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模型，包括确

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计算灰色关联

系数和关联度等步骤。

指标体系设计

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用于评估

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该

指标体系应包括产学研合作投入、产出、

环境等多个方面，涵盖政府、企业、高校

等多个主体。

模型构建

模型构建与指标体系设计



收集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的相关数据，包括合

作项目数、合作经费、专利申请数、论文发

表数等。同时，收集影响产学研合作绩效的

相关因素数据，如政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

科技创新能力等。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整理和标准化处

理，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同时，运用

适当的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提

取有用信息用于后续研究。

数据来源 数据处理

数据来源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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