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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报国三十载   科经结合新时代 

——中国科学院院所投资企业改革发展回眸 

 

编者按：  

中国科学院成立 70 年来，“解决了一大批事关国家全局

的重大科技问题，突破了一大批制约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

取得了一大批一流水平的原创成果，书写了新中国科技创新

的辉煌篇章”。中国科学院不仅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亦是我

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IP 宝库”。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中国

科学院科技产业发展同样结出了累累硕果。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科学院及各研究所投资兴办

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科学

院院所投资企业历经探索成长、规范管理、统一监管、转型

发展、联动创新等发展阶段，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独具

特色、行之有效的“国家授权、事企分开、统一管理、分级营

运”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模式，在有效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同时，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促进了我国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 

如今，我们站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中国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回望和梳理中国科学院院所投资

企业改革发展的历程，深感使命在肩、任重道远。现将中国

科学院院所投资企业改革发展历程编发出来，致知力行、继

往开来，努力创造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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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探索成长 

（1983 年至 90年代初） 

 

20 世纪八十年代，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

革的决定精神，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一院两制”的战略构想，

同时为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的

结合，中国科学院及各研究所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投资兴办

了联想、东方科仪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了中关

村第一波创新创业热潮，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作出了

积极的探索。 

1983年至 90年代初，以技术和少量自有资金作为投资，

中国科学院兴办了大量企业，其中大部分为全资企业，一大

批科技、管理与后勤服务人员离开原工作岗位进入企业。至

1988 年底，全院企业总数已达到 502 家，当年营业收入约为

10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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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规范管理 

（90 年代初至 2001 年） 

 

90 年代初至 2001 年，中国科学院加强对院所投资企业

发展的指导与管理，不断规范企业运作。对发展势头好的企

业重点予以政策扶持；对经营状况不佳或发展前景暗淡的企

业，实行关停并转。 

1997 年，中国科学院全院 832 家企业的营业收入为

174.43 亿元。1999 年底，开始推进 13 家应用开发类研究机

构和后勤事业单位整体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00-2001 年，

推动研究所企业改制，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事企分开、

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2001 年，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

机应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研制中心等十几家

科研院所整体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一大批科研骨干转入企

业工作，开始了二次创业。 

 

第三阶段：统一监管 

（2002 年至 2007 年） 

 

为进一步加强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探索更有利于高新

技术产业孕育和发展的体制机制，2001 年 10 月国务院下发

《国务院关于中科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试

点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01〕137 号），同意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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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设立中国科学院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批复要求通过试点，“深化我国科技体制

改革和探索高新技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健康发展，促进科研工作的进一

步开展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2002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4 月全称改为“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国

科控股）注册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中央级事业单位经营性

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国科控股按照“国家授权、事企分开、统

一管理、分级营运”的原则，开始对全院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

履行运营及监管职责。 

2005 年起，启动院所投资企业股权社会化改革工作，推

进已有企业引入社会优势资源，优化股权结构，实现全院企

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和全院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同时，

积极探索“产、学、研”结合的有效形式，鼓励研究所主要以

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投资，与社会优势资源共同设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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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规定研究所不得再以现金为主要出资形式设立企业。 

2005 年，全院企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1000 亿元。 

 

第四阶段：转型发展 

（2008 年至 2014 年） 

 

在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国科控股及全院企业

勇挑重担、改革创新，这一时期确立了“助力科技创新，实现

资本增值”的发展使命，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移转化，开展基金投资，推动企业资产证券化，逐步向

“管资本”为主转型，推动了全院企业的快速发展，较好地承

担起中国科学院赋予的责任，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开展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业务 

国科控股作为机构投资人开展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业务，

拓展资本运营能力，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的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同时，围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直接投资业务，现

已成为国内市场上起步早、管理好、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机

构投资人之一。 

创办中国科学院联想学院 

旨在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培养与建设，鼓励创

新与创业，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创新创业人才转移的渠

道，结合社会优势资源进行技术培育与高新技术企业孵化。 

启动企业动态监管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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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以企业战略管理和激励约束监管为核心的院直接

投资企业动态监管试点，以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

管理、绩效管理等为手段，强调关注重大经营行为全过程，

有效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有机结合。 

推动有条件的研究所设立资产管理公司 

探索建立院所两级法人负责制下的研究所经营性国有

资产垂直监管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 

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化得到了空前

发展，2010 年，全院企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2000亿元；2014

年，全院企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3000 亿元，全院境内外上

市企业总数达到 20 家。 

 

第五阶段：“联动创新” 

（2014 年至今）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7 月视察中国科学院时提出

的“四个率先”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实施了《“率先行动”计

划》，旨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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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

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

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2014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批准国科控股实施《“联动

创新”纲要》，并作为《“率先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科学院企业由此进入联动创新发展阶段。 

国科控股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的有效联动，

努力形成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和现代金融间的良性循环，

打通从知识海洋（IP）到资本海洋（IPO）的科技经济深度

融合的“运河体系”，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从而促

进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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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院院所投资企业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历程

中，我们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国科控股成立之

初就设立了中国科学院企业党组，2016 年成立中国科学院京

区企业党委和纪委，着力构建党委会、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和经营层“四会一层”的治理体系，规范企业“三

重一大”事项决策与执行，确立企业党组织领导地位，为院

所投资企业发展“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推进了院所

投资企业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科学院院所投资企业为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积极促进了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2018 年，全院企业吸引就业 17 万人，实

现利税总额 338 亿元，营业收入达到 4500 多亿元。2018 年

年底全院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7600 多亿元。 

截至目前，共有 29 家院所投资企业实现境内外上市，4 家企

业科创板已过会。涌现出全球最大的 PC生产厂商联想集团、全

球第二大稀土永磁材料及器件供应商中科三环、亚洲最大的高性

能计算机研发与生产企业中科曙光、国内最大的机器人产业领导

企业新松机器人，以及首家上市的中央出版传媒企业中国科传、

国内首家科研单位整体转制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中科信息等，培

育出寒武纪、国盾量子、国科离子、海光信息、沈阳芯源等一批

充满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企业，有效解决了我国部分关键核心领域

的“卡脖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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