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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3.科技领军人才在企业的比重小
来自企业的院士所占比重体现了企业在

国家高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研
究显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来自企业界的所占
比重偏低，大部分院士集中在高校及科研机
构。从“千人计划”入选者的分布情况来看，企
业平台引进专家仅占11%，绝大部分就职于高
校和科研院所平台，企业没有成为海外高层次
人才回国开展技术创新的主要选择平台。

结构性矛盾制约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流向企业

当前，我国技术创新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
出，制约了企业成为高水平技术创新的主体，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导向不利于高层次创新人才选择
企业就业

我国博士培养目标偏重基础科研，高校博
士生理论重于应用，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
矛盾。在美、英、德、法等国家，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非常发达，美国有56种专业博士学位，
英国硕士和博士层次也都按研究型和专业型
两个导向来培养，近几年授予的课程型研究生
专业学位数占授予研究生学位总数的比重平
均为75%左右，很多行业把专业学位看作是入
职和个人发展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在工商、工
程等领域更为普遍。

目前，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回国大多就职

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体制内机构，有政府的财
政支撑，诸如子女就学、住房、医疗保障、人员
编制等问题能在体制内得到解决。随着高校、
科研院所科研经费投入的增长，海外高层次人
才回国开展科研工作也能得到经费保障。但
对于企业创业人才来说，诸如子女就学、住房
等一些现实问题很大程度上只能从社会上解
决，而且企业在创业阶段对资金的需求很突
出，国内创业环境还不完善，使得海外高层次
人才在回国选择创业方面顾虑重重。

2.高层次人才流动更多在公共学术机构
之间进行

目前，我国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倾向中，希
望从事学术工作者实现期望的比率最高，达到
90%，而期望从事公司和政府管理工作、技术开
发工作的博士毕业生中有 37%转行从事学术
工作。这与美国的情形不同，美国从高等教育
机构和政府部门流向企业的博士比重分别达
到 16%和 18%，而逆向流动仅为 5%和 4%，表明
美国的博士再就业中相当多的人选择向企业
流动。

3.研究平台的缺乏使高层次创新人才在
企业无用武之地

2005—2010 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
平均 R&D支出强度从 0.76%提高到 0.93%，但还
是不及发达国家的 1/4。长期以来，我国工业
企业R&D一直以试验发展为主，在应用研究上
投入不多，基础研究更少。虽然发达国家企业
的研发活动也以试验发展为主，但是他们在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的投入也占有相当大的
比重。在R&D经费中，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经
费一般占 4%—8%，应用研究经费比重一般超
过 20%，最高的接近 50%。基础研究特别是应
用研究在我国企业 R&D 活动中的比例过低，
凸显了我国企业R&D活动结构的缺陷，制约了
我国企业高水平研究开发能力的提升，导致我
国企业技术积累、知识创造与应用能力严重不
足。

国外大企业非常重视技术研发，大多设有
科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美国的基础研究体
系形成了研究型大学、国立研究院所和大型企
业“三驾马车”的格局。我国建在企业的研发
机构总量少、比例低。据统计，2011年，我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和有
R&D 活 动 的 企 业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7.81%和
11.50%。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一些重要研究平
台主要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数量远远少于高校和科研院所。

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从“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
术创新模式”的战略转型。新形势下我国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逐步实现从以大
学、科研院所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企
业主导的“全产业链技术创新”模式转变。在
我国的研发体系结构数量型转变的改革目标
实现之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主要
任务就必须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企业

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加强
的主要标志是，企业高端技术人才的汇聚，高
水平研发能力提升，技术创新过程向前端延
伸，引领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主导产业链技
术创新的全过程。我国实现企业技术创新主
体地位的数量结构变革大约用了 20年，企业
成为技术创新主导力量的质量结构调整将是
一个更加艰苦、漫长的过程。

第二，加大企业研发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
鼓励企业开展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要逐步改
变目前我国企业研发活动中应用研究所占比例
过低的现状，引导企业的研发活动向高水平的
应用研究发展。应当加大对于企业从事基础科
学的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行企业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的加计扣除所得税
政策。加大在企业建设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的工
作力度，把技术熟化的过程从大学和科研院所
转移到企业中去，使科技成果转化、熟化、商品
化、产业化的过程逐渐成为企业主导的市场化
过程，以此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第三，改革收入分配与福利政策，引导高
层次人才向企业流动。要完善落实股权、期权
激励和奖励等收益分配政策，以及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处置收益政策和人事考核评价制度，建
立差别化的职务发明股权激励政策，鼓励科研
院所、高等学校科技人员以到企业工作或创办
企业等方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用好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专项资金，加快培养和引进我国
前沿技术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急需的高水

平创新创业人才及优秀企业家。对回国创业
和国内大学、科研院所的下海创办企业的高层
次人才，在医疗保险、配偶就业、子女上学、住
房等方面予以同等优先安排或资助。

第四，加大专业博士学位的培养力度，造
就适合企业需要的高端人才。总结面向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培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博士
改革创新，尤其是工程博士的培养。这类人才
的培养要以直接服务于经济需要为出发点，以
应用型研究成果的效益作为培养质量的检验
标准。高等学校在培养工程博士试点中，要在
招生工作、培养方案制订、导师团队建设、课程
教学和实践训练、学位论文工作等方面与企业
进行对接，让企业实质性地参与工程博士的招
生和培养等工作,从而将校企联合培养工程博
士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第五，强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助推
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鉴于我国科技资源
的分布现状，在较长时间内，产学研合作仍是
企业利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科技人才的重
要途径，借用“外脑”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是
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现实选择。
要深入开展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支持
联盟制订技术标准，编制产业技术路线图，承
担重大科研任务，构建技术研发、专利共享和
成果转化推广的平台及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
究院）

办公室、地铁上、床上，甚至马桶都可能

是你的“教室”。以前熟悉的黑板和教鞭也将

由电脑、手机和手指替代。在互联网时代，当

时间被碎片化，在线教育颠覆了传统学习模

式，创造了“指尖上的学习”，你可能只需 20

分钟，甚至更短时间，就可以听完一堂世界一

流大学的课程。

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

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获取的方式产生了根

本变化，这场网络 学 习 方 式 的 变 革 正 在 蔓

延。“教”与“学”可以不受时间、空间和环境

的限制，在线教育让学习无处不在。而终

身学习的趋势使得每个人对于在线教育都

存在潜在需求，这种新的信息消费形式似

乎“钱途光明”。

“指尖上的学习”摆脱
时空束缚

刚刚过去的暑假，对于陈静而言很充

实。她利用 6 周时间，学完了一门“搜索引

擎营销”课程。与平常不同的是，这次学习

她几乎是在坐公交车时和在宿舍里用 iPad

完成的。

“网上课程视频时间很短，形式很活泼，

信息量很大，加上有线下导师辅导，很轻松就

学完了。”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研

二的学生，陈静对在线教育并不陌生，“我的

同学们都非常喜欢这种教育模式，它让我们

学到更多的知识。”

其实，在线教育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不

过近几年互联网与教育的碰撞与融合更加迅

猛。尤其是随着语音、视频、网络设备等门槛

降低和移动互联崛起，为这场“数字海啸”推

波助澜。

目前，该领域已形成 Coursera、Udacity、

edX 三大课程提供商三足鼎立的局面，清华、

北大、上海交大、复旦等国内顶级高校已经加

入其中；国内各大互联网巨头也纷纷与在线

教育亲密接触：网易公开课、腾讯微课堂、百

度营销大学、淘宝同学等陆续上线。据 IT 桔

子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公开表示扎入在线

教育的创业公司已经达到 338家。

此前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曾断言，随着

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在线教育行业将

迎来颠覆式的变革，未来 3—5 年就将实现线

上 40%、线下 60%的格局。

有业内人士表示，互联网与教育的碰撞

让在线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在线教育会带

来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人才培养

过程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对深化传统大学的

教育改革、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会产生积极

推动作用。

亟待打造中国的在线
教育模式

然而，吸引了资本目光的国内在线教育

并不能掩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成长的烦

恼”，如课程质量粗糙、学习体验差以及与传

统教育的对接不顺畅等发展瓶颈。

“目前，国内的一些在线教育模式只是简

单的拷贝美国的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对此，国内首家专注于泛 IT 学科的综合在线

教育平台，开课吧董事长方业昌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认为，“在线教育不能照搬美国模式，

更不能一刀切。”

在方业昌看来，学分置换很重要。“在我

国人们的意识形态中认为远程教育是低端

的、不上档次的教育，只有进入传统普通高校

进行学习的高等教育才是正统。”

据了解，美国凤凰城大学在 1989 年成

为美国第一批被认可的提供网络学位教育

的学校。2014 年开始，全美前三的理工学

校乔治亚理工学院可以通过在线教育授予

硕士学位。

“目前国内真正可以将学分置换落到实

处的只有开课吧。”据方业昌介绍，其已与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开放大

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网络大学达成课程认证

和学分转化合作协议。

作为中国在线教育体制改革的倡导者，

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胡晓松表示，作为中国网

络学历教育改革首批试点学校，将践行“学分

银行”的办学理念，真正做到“以课程为中心”

的在线教育模式。

其实，在线教育不仅仅是“看录像”，其线

下的教学辅导也非常关键。“网站有导学老

师，每次的课后作业测试老师会发邮件提

醒。平时的测验、作业成绩会计入期末成绩，

对结课考核成绩可能会有一定权重的影响。”

作为开课吧的首批学员，陈静认为导学老师

的督促作用，有时让她“忘记”这是在线学习。

信息消费时代将大有作为

资本市场之所以非常看好在线教育的未

来，无非是看到了终身学习的趋势，让每个人

都是在线教育的潜在消费者，这种新的信息

消费形式似乎“钱途光明”。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国内在线教育发展

空间巨大。我国学龄人口数量庞大，教育消

费占到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家庭收入的 1/7，并

且该比例预期还将持续增长。预计 2015 年

在线教育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745亿元。

尤其是近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信

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也给在线教育

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

方业昌认为，促进信息消费政策将推动

在线教育的蓬勃发展，而在线教育必然会

带来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人才

培养过程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尤其是‘意

见’重点提出推进优质教育信息资源共享，

实施教育信息化‘三通工程’，这对于在线

教育平台的发展而言是利好消息，也提供了

发展的契机。”

然而，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掏钱也不是

件简单的事。近几年进入教育行业的企业，

无论是大公司还是中小创业团队，还都在寻

找盈利模式的过程中。

据了解，在美国，已创立 17 年并以用户

体验著称的在线教育网站 Lynda 目前已拥有

100 万付费用户。方业昌认为，“互联网起源

于美国，美国老百姓对网络的认知度普遍很

高，线上付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今后如果碰上喜欢的课程，我是会付

费 的 。”陈 静 的 专 业 是“ 互 联 网 营 销 与 管

理”，她认为 IT 技术更新换代快，必须要不

断学习新知识，与其上传统的培训班，在线

教育学习效果好，又很方便灵活，“为什么

不呢？”

修学分，拿文凭不再“正襟危坐”

在线教育，颠覆传统学习模式
本报记者 申 明

信息消费扑面而来②

科技日报讯 （吴姗姗）9 月 12 日，《蓝精

灵 2》在国内各大影院登场，蓝月亮化身为

高科技洗涤产品，帮蓝精灵洗干净了身上

的 污 渍 。 同 日 举 行 的《蓝 精 灵 2》观 影 会

上，蓝月亮携手蓝精灵推出蓝月亮手洗专

用洗衣液蓝精灵特别版，引领全民进入手

洗新时代。

调研显示，70%的消费者认为洗衣粉使

用时容易洒落，用量不好控制；65%的消费者

认为洗衣粉不易存放，容易结块；75%的消费

者认为肥皂易流失。另有消费者表示，肥皂

只能涂抹，无法浸泡洗涤整件衣服，洗衣粉

则不易溶解、难漂洗、伤手。肥皂和洗衣粉

均为碱性，洗后皮肤容易干涩，长期使用会

变成“主妇手”。

为解决消费者使用肥皂和洗衣粉的困

扰，蓝月亮手洗专用洗衣液和干衣预涂法应

运而生，产品和方法双重革新，打造独有的

全新手洗方式。

目前国内瓶装洗衣液通常是采用旋盖

包装，对于手洗时局部顽固污渍的预处理非

常不方便，且不易控制用量。因此，蓝月亮

手洗洗衣液采用了人性化的泵头设计，一个

泵头的设计，小到泵口的直径、出液量，大到

液体的射程，都经过了成千上万次的实验。

只需轻松一按泵头，液体就可方便取用，用

量更易控制，还可以有效隔离外部污染，更

可防止交叉感染，手洗衣物更安心。当衣服

出现局部污渍，尤其是油斑时，用蓝月亮手

洗洗衣液原液干衣预涂在污渍上，5 分钟后

便可洗净“不留痕”。对于整件衣服，无需涂

抹，可浸泡洗涤。

据介绍，手洗专用洗衣液几乎适用于所

有材质的衣物，中性的温和配方，可以保护

手部肌肤，带给消费者舒适的手洗体验。

蓝月亮倡导全新手洗方式

适合宝宝的秋季水果
秋季气候干燥，常常使人感到鼻、咽

干燥不适。宝宝身体极易受燥邪侵袭而

伤肺，出现口干咽燥、咳嗽少痰等各种秋

燥病症。这时如果能吃些生津止渴、润

喉去燥的水果，会使人顿觉清爽舒适。

适合宝宝吃得秋季水果有哪些？

梨
梨肉香甜可口，肥嫩多汁，有清热解

毒，润肺生津、止咳化痰等功效，生食、榨

汁、炖煮，对儿童肺热咳嗽、麻疹等症有

较好的治疗效果。若与荸荠、蜂蜜、甘蔗

等榨汁同服，效果更佳。

荸荠
荸荠煮熟可作水果食用，具有清热

生津、化湿祛痰、凉血解毒等功效，可治

疗热病伤津、口燥咽干、肺热咳嗽、痰浓

黄稠等症，与莲藕榨汁共饮效果更佳。

芒果
性味甘、酸、凉、无毒，具有益胃、解

渴、利尿的功效。芒果色、香、味均佳，营

养很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糖分，且容

易入口，很适合宝宝食用。

柚子
性味酸、寒、无毒，可化痰止咳，健胃

消食，消肿止痛，果肉风味甜酸适口。柚

子以含维生素 C 丰富而著称。维生素 P

的含量也较柑、桔、橙略多，因此更有益

于肥胖症宝宝。

苹果
营养丰富，为水果佳品之一，除供鲜

食外，也可进行加工。中医认为，苹果具

有生津、润肺、除烦、开胃、止泻、通便之

功效。幼儿消化不良，可榨汁服之。苹

果还能预防和消除疲劳，苹果中的钾，能

与体内过剩的钠结合，并使之排出体外。

石榴
石榴性温味甘酸，有生津液、止烦渴

作用。凡津液不足、口燥咽干、烦渴可作

食疗佳品。石榴捣汁或煎汤饮，能清热

解毒、润肺止咳、杀虫止痢，可治疗小儿

疳积、久泻久痢等。

大枣
大枣能养胃和脾、益气生津，有润心

肺、补五脏、疗肠癖、治虚损等功效。中

医常用其治疗小儿秋季腹泻，是一味用

途广泛的滋补良药。

葡萄
葡萄营养丰富，酸甜可口，具有补肝

肾、益气血、生津液、利小便等功效。葡

萄制干后，铁和糖的含量相对增加，是儿

童、妇女和体弱贫血者的滋补佳品。

山楂
山楂性味酸、甘、微温，营养极其丰

富，每 100 克鲜山楂果肉中，维生素 C 就

多达 89 毫克，在水果中居第三位；尤其

是其含钙量，每 100克果肉含 85毫克，也

名列前茅，非常适合小儿、孕妇对钙质的

需求。

水果除了生食，还可以制作很多好

看又好吃的小点心。

葡萄奶香饼
材料：黄油 150 克，细纱糖 80 克，全

蛋 1 个，牛奶 90 克，低筋面粉 225 克，葡

萄干 60克。

做法：将葡萄干先用水泡软后，取出

沥干水分，切碎备用。黄油软化后，加入

过筛的细纱糖一起打至松发变白。

加入鸡蛋搅拌均匀。继续加入牛奶

和过筛面粉搅拌，最后再加入葡萄干搅

拌均匀，即为面糊。用小勺子挖取面糊

放入铺有油纸的烤盘中。烤箱预热 5分

钟。放入烤盘最上层烤 20 分钟就可以

出炉了。

芒果布丁
材料：芒果 1 只约 500 克左右，牛奶

100 克，鱼胶粉 10 克，水 3 大匙（用于溶

鱼胶粉），砂糖 60克，淡奶油 100克。

做法：芒果去皮，顺着果核横剖成两

半，一半切大块搅拌成泥，一半切丁待

用 。牛奶加砂糖小火加热至80度左右，

熄火后将泡发的鱼胶粉倒入，搅拌使其溶

化。一半芒果和淡奶油放入搅拌机中搅

拌成泥。将芒果泥倒入稍冷却的牛奶中

混合；将芒果丁加入，混合均匀。装入模

具中，放入冰箱冷藏至凝固即可。芒果布

丁凝固后，用刀插入沿碗边旋转一圈，倒

扣，用芒果装饰，并浇上芒果酱。

日前，第五届中国国际地质与矿山技术装备展
在北京举行。展会全面展示近年来国际国内地质矿
产及能源勘查、城市地质勘察、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研

究成果。图为展会上展出的超轻型无人自主直升机遥测遥感飞行平台。 本报记者 董志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