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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创新创业是指基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

、组织创新、市场创新、渠道创新等方面的某一点或几点创新而进行的创业活动。创新是创

新创业的特质，创业是创新创业的目标。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创新创业市场发展趋势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

共十章。首先介绍了创新创业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创新创业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创

新创业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创新创业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创新创业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创新创业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创新创

业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创新创业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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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市场特征分析

一、创业服务从政府为主到市场发力

二、创业主体从&ldquo;小众&rdquo;到&ldquo;大众&rdquo;

三、创业活动从内部组织到开放协同



四、创业理念从技术供给到需求导向

第四节 创新创业主要展会

一、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二、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

三、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四、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五、&ldquo;创客中国&rdquo;高峰论坛及创新创业展

六、中国国际创新创业博览会

七、海南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及创新创业博览会

 

第二章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第一节 高等教育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一、高等教育行业学校数量

二、高等教育行业招生规模

第二节 高等教育行业学生情况

一、高等教育在校生情况

二、高等教育毕业生情况

第三节 高等教育投入与需求分析

一、高等教育行业供给分析

（一）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三）高等教育师资力量

（四）高等教育政府支出

二、高等教育行业需求分析

（一）高等教育学费价格

（二）高等教育就业机会

（三）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状况

（四）适龄人口下降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第四节 高等教育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高等教育普及化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

三、高等教育信息化



 

第三章 国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案例

第一节 牛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案例

一、牛津大学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三、牛津大学的成功经验

第二节 剑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案例

一、剑桥大学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三、剑桥大学的经验启示

第三节 柏林工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案例

一、柏林工大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第四节 早稻田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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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高等学校科技研究活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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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amp;D经费内部支出

二、基础研究经费支出

三、应用研究经费支出

四、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第三节 高等学校研究开发课题分析

一、高等学校课题总体数量



二、高等学校课题支出规模

三、高等学校课题学科构成

四、高等学校课题来源合作

第四节 高等学校科技产出

一、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分析

二、出版科技著作规模分析

三、专利申请受理数量分析

四、发明专利数量分析

第五节 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主要模式

一、技术转移模式分析

二、校企合作模式分析

三、自办产业模式分析

四、大学科技园模式分析

 

第五章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及典型案例

第一节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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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科技成果的类型分析

（一）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科技成果

（二）人文社科方面的科技成果

（三）经济管理方面的科技成果

（四）应用技术方面的科技成果

（五）军事领域的科技成果

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体系

第二节 国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案例

一、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分析

（一）清华大学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二、华东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分析

（一）华东理工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三、浙江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分析

（一）浙江大学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四、复旦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分析

（一）复旦大学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五、重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分析

（一）重庆大学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六、中国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分析

（一）中科大的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七、中南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分析

（一）中南大学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八、华中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分析

（一）华中科大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九、湖南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分析

（一）湖南大学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十、南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分析

（一）南京大学科研现状

（二）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第三节 制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

一、高校科研观念滞后于时代发展

二、高校科技成果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

三、高校与企业缺乏沟通和交流



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

第四节 促进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建议

 

第六章 中国重点高校产学研成果分析

第一节 高校产学研模式分析

一、校内产学研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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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学科技园园区合作

（六）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分析

（七）大学科技园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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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科技园基本情况

（二）大学科技园组织架构

（三）大学科技园园区模式



（四）大学科技园产业布局

（五）大学科技园园区服务

（六）大学科技园功能布局

（七）大学科技园园区优势

四、南京大学-鼓楼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

（一）大学科技园基本情况

（二）大学科技园发展历程

（三）大学科技园创业分园

（四）大学科技园园区优势

（五）大学科技园招商引资

五、合肥国家大学科技园

（一）大学科技园基本情况

（二）大学科技园组织架构

（三）大学科技园园区分类

（四）大学科技园园区服务

（五）大学科技园产业布局

（六）大学科技园园区优势

（七）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分析

 

第十章 中国高校科技创新政策与前景策略分析

第一节 科技创新&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第二节 我国提出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

第三节 科技创新相关政策

一、《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二、《国务院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

三、《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四、科技人才引进政策

五、政府引导创业投资基金政策

六、政府推动众创空间发展（）

第四节 科技园相关政策



一、《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

二、《关于国家大学科技园税收政策的通知》

三、《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

第五节、国内科技创新产业园政策

一、中关村科技园发展政策

二、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政策

三、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政策

四、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政策

五、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政策

六、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政策

第六节 对我国高校科技创新的思考

一、科技创新成效

二、科技创新的特点

三、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四、如何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

第七节 对我国创新创业相关问题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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