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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介入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李爱真

(河南工学院 经济学院,河南 新乡453003)

摘 要:金融机构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并进行风险管理.如何处理金融机构介入之后各创新主体

之间的利益分配,对于协同创新长期持续稳定开展至关重要.综合考虑协同创新主体中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的努

力水平、贡献程度来构建利益分配模型,并加入风险因素对模型进行优化.实例证明,优化之后的分配机制更能体现

公平性,以及“利益和风险一致”的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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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革命的飞速发展,技术的更新换代正在加快.对于企业而言,时刻走在技术的最前沿才是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但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卓越的创新团队,创新资金的投入也不足以满足创新的需要.为此,寻找

新的创新模式和发展路径就显得至关重要.协同创新被证明对企业来说是最合适最有效的创新手段.传统的

协同创新主体主要是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简称学研方).但由于创新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活动,从技术

研发到成果转化再到产品商业化,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传统的创新主体往往由于资金的缺乏而使

创新活动不能持续,创新成果不能顺利转化.事实证明,金融机构的介入,能够很好地解决协同创新资金不足

的问题,而且能够对创新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管理[1].因此金融机构也作为创新主体参与创新活动

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金融机构介入之后,和其他创新主体一样,同样面临利益诉求问题,而且,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也会

变得更加复杂.事实上,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利益分配一直是创新主体最为关注和重视的问题,公平合理的利

益分配对协同创新稳定持续开展、对创新成果的成功转化至关重要.各创新主体间常常因利益冲突而导致合

作的失败[2].因此,金融机构介入之后,协同创新主体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之间如何进行利益的合理分

配,对保证协同创新成功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构建金融机构介入之后的协同创新利益分配模型,同
时,考虑到利益和风险一致原则,并针对风险因素对利益分配模型进行优化,以厘清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

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为协同创新的长期持续稳定开展提供借鉴.

1 文献综述

学者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在相关研究中,大多文献认为:(1)协同创新中利

益分配主体主要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3],中介结构、政府等[4].(2)协同创新利益分配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创新主体的努力程度[5]和合作程度[2];创新投入的成本主要指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投入的创新人员、创新

资金、创新设备和创新成果等[6]以及风险承担程度[7];此外,还有政策法律因素、文化因素等.(3)协同创新利

益分配方式主要有:①Shapley值法.早先学者研究了Shapley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利益分配的应

用[8].②博弈论法.此后,学者又引入了博弈论对协同创新利益分配机制进行了研究.吴洁等[9]构建了政府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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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牵头、企业参与的协同创新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政产学研三方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并
用仿真分析研究了创新主体在进行策略选择时的影响因素.③其他方法.李林等[10]采用F-H方法,借助直觉

模糊排序方法分析了产学研及政府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问题.
纵观学界的研究,第一,虽然学者进行了大量协同创新利益分配方面的研究,但涉及的协同创新利益主

体主要是企业和学研方,较少文献包括金融机构.本研究将金融机构纳入协同创新系统之中,考虑金融机构

介入之后创新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通过梳理影响协同创新利益分配的影响因素,确定企业、学研

方和金融机构的利益分配系数,构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模型,并求解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最优利益估算

值.最后,再加入风险因素对模型进行优化,使利益分配方案更加公平合理.

2 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利益分配模型的假设

2.1 协同创新主体的假设

协同创新指具有共同目标、共同动力的组织成员,通过签订协议或合同的方式,共享、整合创新资源、创
新要素及各方优势,共同构建共享知识平台,以实现知识共享,遵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共同完成

技术创新的活动.在创新活动中,各方创新主体的共同目标是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11].
在此,假设协同创新的主体除了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学研方)之外,金融机构也作为创新主体参与协

同创新实践,共同完成协同创新项目.
2.2 影响利益分配的因素假设

影响协同创新利益分配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考虑创新主体的努力程度,创新成本的投入程度和各方

的风险承担情况.
2.3 利益分配原则假设

2.3.1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

协同创新利益协调要做到合理公平,还要确保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一致,创新主体构成的组织应该有

共同的目标,即共同完成创新项目.如果有一方偏离共同目标,那么协同创新整体利益最大化就很难实现.
个体理性是指各主体的机会成本,用数学符号可以表示为如下:ωi ⩾ωi0.
ωi 是主体i在协同创新中获得的利益,ωi0 是主体i单独活动时的成本,即机会成本.
集体理性是指在产学研金协同创新中,每个主体都能从中获得应得的利益,而且,整体利益就等于每个

参与主体所得到的利益之和.

集体理性的数学表达式为:∑
i∈N

ωi=ω(N).其中N={1,2,…,N}为参与协同创新的主体数目.ω(N)为

协同创新产生的整体利益.
2.3.2 利益与贡献一致原则

投入的成本多少是协同创新利益分配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为了满足公平原则,就应

该充分考虑主体投入,投入多的应该多得,投入少的相应少得,才能激励创新主体积极主体投入创新,使创新

能顺利高效完成.

利益与贡献一致可用他们之间的正比关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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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利益与风险一致原则

创新过程是一个高风险的过程,创新失败、成果不能顺利转化、资金链断裂或核心创新人员离开等都可

能成为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因素.每个创新主体都承担相应的风险,根据风险与收益相一致原理,每个创新主

体获得的利益应该与其承担的风险相匹配.具体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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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i 表示协同创新主体i在合作过程中承担的风险.
2.3.4 满意度最大原则

假如分配方案P1 和P2 对应的效用分别为M1=ⅡUi(ω1i)和M2=ⅡUi(ω2i),其中Ui(ωi)表示主体

i的效用.
如果M1>M2,说明方案P1 比方案P2 更能让创新主体满意,选择分配方案P1,就满足了满意度最大

的原则.
2.4 函数形式假设

2.4.1 假设三方主体都是风险中性

本文将创新主体分为三方,分别为企业、学研方、金融机构.产学研金协同创新,实质是这三方博弈的过

程.“风险共担”是各方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此,假设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都是风险中性的.
2.4.2 假设协同创新主体三方的努力程度分别为e1,e2 和e3,投入的成本系数分别为α1,α2 和α3,成本分别

为C1,C2 和C3.
协同创新过程中的投入主要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三方面.其中人力投入主要表现为努力程度,是不可

量化的,总成本随着努力程度的增加而加大,速度也会变快.物质性成本投入表现为物力和财力,是可量化

的.因此,协同创新的成本函数应该是努力水平的二次函数.即:

C1(α1e1)=C10+
1
2
(α1e1)2, (1)

C2(α2e2)=C20+
1
2
(α2e2)2, (2)

C3(α3e3)=C30+
1
2
(α3e3)2, (3)

其中Ci0(i=1,2,3)表示可量化的物质性成本.

(1)、(2)、(3)对ei(i=1,2,3)求导得
∂Ci

∂ei
>0,

∂2Ci

∂e2i
>0,说明各主体努力程度提高,成本会随之增大,而

且速度加快.
2.4.3 利益的假设

产学研金协同创新的利益是贡献程度β1,β3 和β3 以及努力程度e1,e2 和e3 的函数,设利益函数为:
H(β1e1,β2e2,β3e3)=β1e1+β2e2+β3e3+θ, (4)

其中θ表示随机因素对总利益的影响,且θ为期望为0、方差为σ2 的随机变量.利益函数(4)对ei(i=1,2,3)

求导得:∂H
∂ei

>0,
∂2H
∂e2i

=0.总利益是随着努力程度的增加而增大,但与努力程度的增速无关.

2.4.4 分配系数的假设

假设总利益在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分配系数分别为si(i=1,2,3),且s1+s2+s3=1.

3 利益分配模型的构建

根据假设条件,可得产学研金创新主体的利益分配模型为(H0 为企业分给学研方和金融机构的利益,

H0=H1+H2):

max
e1,e2,e3

E(ω1)=s1(β1e1+β2e2+β3e3)-C10-
1
2
(α1e1)2-H0, (5)

max
e1,e2,e3

E(ω2)=s2(β1e1+β2e2+β3e3)-C20-
1
2
(α2e2)2+H1, (6)

max
e1,e2,e3

E(ω3)=s3(β1e1+β2e2+β3e3)-C30-
1
2
(α3e3)2+H2, (7)

max
e1,e2,e3

E(ω)=(β1e1+β2e2+β3e3)-C10-
1
2
(α1e1)2-C20-

1
2
(α2e2)2-C30-

1
2
(α3e3)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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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ωi)⩾E(ωi0),i=1,2,3,

E(ωi0)为协同创新主体i所要求的最低利益,即i方的机会成本.

4 考虑风险补偿的利益分配模型

以上讨论中,假设参与协同创新的主体都是风险中性的.但在现实中,各方的风险偏好并不完全相同,承
担的风险大小也不均等.而利益分配的原则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对于承担风险大的创新主体在利益分

配时应该给予利益补偿.否则,在利益分配中,就会出现“吃亏”和“沾光”现象,这与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原则

是相违背的.引入风险补偿机制,就是对于风险承担较多的一方进行利益补偿,这样更能促进各方积极投入

协同创新实践中,特别对于风险承担较多的金融机构,会更加主动承担风险,积极参与协同创新实践.同时对

于协同创新的顺利开展、主体之间关系的持续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4.1 风险因子的确定

风险伴随协同创新的整个过程,风险的大小是风险发生的概率、投入的成本和努力程度的函数,为此,将
风险表示为:R=kpe'c',其中k为常数,p 为风险发生的概率,e'努力程度,c'为付出的成本.

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程度的风险分别为Ri=kpie'ic'i,i=1,2,3.

三方实际承担的风险因子为R'i=
Ri

R
(R1+R2+R3=R),i=1,2,3.

在初始模型中,由于假设三方都是风险中性的,因此三方均担风险,风险因子分别为R'1=R'2=R'3=
1
3
,风险因子减去均担风险可得:ΔR'i=R'i-

1
3
,i=1,2,3.

当ΔR'i >0时,表示i主体承担的风险大于协同创新主体承担的平均风险,应分配正的风险补偿.
当ΔR'i <0时,表示i承担的风险小于平均风险,应获得负的风险补偿.
而且ΔR'1+ΔR'2+ΔR'3=0(即正负风险补偿值应相互冲抵.).

4.2 风险补偿值的确定

获得正的风险补偿值的一方的利益来源于负的风险补偿值的一方.假设风险补偿值为ΔR'i ×E(ω),

E(ω)为协同创新主体的整体利益.
根据风险与利益一致原则,风险补偿值不可过大或过小,过大可能会造成分配的不均,过小可能不能激

发创新主体勇于承担风险去创新的激情.为了得到适中的风险补偿值,假设为风险补偿系数,则各主体获得

的风险补偿值为:E(ωi)'=λ(R'i-
1
3
)×E(ω),i=1,2,3.

对利益分配方案风险优化调整后的利益分配模型为:

E'(ω1)=s1(β1e1+β2e2+β3e3)-C10-
1
2
(α1e1)2-H0+λ(R'1-

1
3
)×E(ω),

E'(ω2)=s2(β1e1+β2e2+β3e3)-C20-
1
2
(α2e2)2+H1+λ(R'2-

1
3
)×E(ω),

E'(ω3)=s3(β1e1+β2e2+β3e3)-C30-
1
2
(α3e3)2+H2+λ(R'3-

1
3
)×E(ω).

5 利益分配模型的求解与结论

5.1 努力水平的解

(5)、(6)、(7)式要取得最大值,需分别对e1,e2,e3 求偏导,并令其为零,可得:

e*
1 =

s1β1
α21
,e*
2 =

s2β2
α22
,e*
3 =

s3β3
α23

.

e*
1 ,e*

2 ,e*
3 为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为达到自身最大利益所付出的努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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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e*
1 ,e*

2 ,e*
3 中的s1,s2,s3 求导得:

∂e*
1

∂s1
=
β1
α21
>0,

∂e*
2

∂s2
=
β2
α22
>0,

∂e*
3

∂s3
=
β3
α23
>0.

上式的结论说明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所获得利益系数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越努力利益分配系数越

大,所分得的利益也越多.
5.2 分配系数的解

接下来确定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在协同创新中的利益分配系数.将e*
1 ,e*

2 ,e*
3 带入(8)式,并将s3表

示为s3=1-s1-s2 得:

max
e1,e2,e3

E(ω)=(β1
s1β1
α21

+β2
s2β2
α22

+β3
(1-s1-s2)β3

α23
)-C10-

1
2α1

s1β1
α21

æ

è
ç

ö

ø
÷

2

-

C20-
1
2α2

s2β2
α22

æ

è
ç

ö

ø
÷

2

-C30-
1
2
(α3)2

(1-s1-s2)β3
α23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2

.

  上式表示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的整体利益,要使其取得最大值,需对上式s1,s2 求一阶导数,并令其

为零,求出s1,s2,之后,将s1,s2 带入s3=1-s1-s2,求出s3,从而得出三方的利益分配系数为:

s*
1 =

β
2
1α
2
3β
2
2+β

2
1α
2
2β
2
3-β

2
2α
2
1β
2
3

β
2
1α
2
2β
2
3+β

2
1α
2
3β
2
2+β

2
2α
2
1β
2
3

,s*
2 =

β
2
1α
2
3β
2
2+β

2
2α
2
1β
2
3-β

2
1α
2
2β
2
3

β
2
1α
2
2β
2
3+β

2
1α
2
3β
2
2+β

2
2α
2
1β
2
3

,s*
3 =

β
2
1α
2
2β
2
3+β

2
2α
2
1β
2
3-β

2
1α
2
3β
2
2

β
2
1α
2
2β
2
3+β

2
1α
2
3β
2
2+β

2
2α
2
1β
2
3

.

  s*
1 ,s*

2 ,s*
3 即为整体利益最大时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的利益分配系数.

进一步,s*
1 ,s*

2 ,s*
3 分别对贡献程度β

2
1,β

2
2 和β

2
3 求导可得:

∂s*
1

∂β
2
1

>0;
∂s*

2

∂β
2
2

>0;
∂s*

3

∂β
2
3

>0. (9)

(9)式说明产学研金协同创新的分配系数与三方的贡献程度成正比,贡献程度越大,分配系数也越高.

同时可得:
∂s*

1

∂α21
<0;

∂s*
2

∂α22
<0;

∂s*
3

∂α23
<0,说明分配系数与三方的投入成本负相关,投入的成本越高,分配

系数越小,所分得的净利益也越少.因此,协同创新主体应想办法减少成本,提高创新效率,增加创新利益.
5.3 协同创新利益的初始估算值

将努力水平e*
1 ,e*

2 ,e*
3 和分配系数s*

1 ,s*
2 ,s*

3 带入(5)、(6)、(7)式,就可估算出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

构在参与协同创新过程中获得的利益.

E(ω1)=s*
1 (β1e*

1 +β2e*
2 +β3e*

3 )-C10-
1
2
(α1e*

1 )-H0, (10)

E(ω2)=s*
2 (β1e*

1 +β2e*
2 +β3e*

3 )-C20-
1
2
(α2e*

2 )+H1, (11)

E(ω3)=s*
3 (β1e*

1 +β2e*
2 +β3e*

3 )-C30-
1
2
(α3e*

3 )+H2, (12)

(10)、(11)、(12)即为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在协同创新中所获得的初始利益.
5.4 加入风险因子之后的利益协调方案

根据初始利益分配模型、分配系数和风险补偿模型,可以得到协同创新主体引入风险补偿之后的利益分

配结果.

E'(ω1)=s*
1 (β1e*

1 +β2e*
2 +β3e*

3 )-C10-
1
2
(α1e*

1 )2-H0+λ(R'1-
1
3
)·E(ω), (13)

E'(ω2)=s*
2 (β1e*

1 +β2e*
2 +β3e*

3 )-C20-
1
2
(α2e*

2 )2+H1+λ(R'2-
1
3
)·E(ω), (14)

E'(ω3)=s*
3 (β1e*

1 +β2e*
2 +β3e*

3 )-C30-
1
2
(α3e*

3 )2+H2+λ(R'3-
1
3
)·E(ω), (15)

(13)、(14)、(15)式中E'(ω1),E'(ω2),E'(ω3)为引入风险补偿之后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在协同创新过

程中的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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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大小不但受努力水平、贡献程度、投入成本的多少的影响,还
与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各方主体承担的风险密切相关.承担的风险越大,利益分配越多,否则,越少.这样才符

合“利益与风险一致”原则.特别对于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协同创新过程中不但为协同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而且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加入风险因子对分配模型进行优化,有助于激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协同创新,这
有助于协同创新的顺利开展、创新成果的顺利转化,以及对于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6 应用举例

假设有A 企业、B 高校和科研院所、C 银行联合开发新能源汽车电池.A 企业是一家生产新能源电动车

的企业,其正在准备研制一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B 高校和科研院所经过多年的联合开发,拥有这方面的

专利技术,但缺乏转化经验.因此A 企业拟和B 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研发.但还有一个问题,研发过程存在

风险,而且可能出现资金短缺问题.因此,C 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方面的服务.协议规定,三
方的利益分配秉承“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按照各自所承担的风险、投入的资金以及各自对此次研发

的贡献三方面来进行利益分配,采用提成支付的方式,以销售额指标为基数,按比例分配给各方.
通过对三方投入进行科学的价值评估,A 企业的场地、设备、原材料总投入价值为C1=60.54万元,B 高

校和科研院所投入的专利技术及人力资本价值为C2=78.2万元,C 银行的资金投入为C3=121.26万元.

根据三方的投入资金数额,三方贡献程度{β1,β2,β3}为
60.54
260

,78.2
260

,121.26
260{ }.

假设三方独自投资所获得的净收益为ωA0=29.85万元,ωB0=35.06万元,ωC0=54.88万元,该收益即为

三方单独行动的机会成本.根据协同创新利益分配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统一原则,主体在协同创新中获得

的利益应大于单独行动的机会成本.
要计算A,B,C三方从协同创新项目中分配的收益,首先计算不同合作方式下的收益,计算见表1.

表1 不同合作方式下投资项目的净收益

Tab.1 Netincomeofinvestmentprojectsunderdifferentcooperationmodes

投资主体 A B C A∪B A∪C B∪C A∪B∪C

净收益/万元 29.85 35.06 54.88 90.21 105.35 123.82 478

  三方协同创新创造的整体利益为E(ω)=478万元.
则企业A 在协同创新中的收益分配计算见表2.

表2 产学研金协同创新中A 企业的收益分配计算表

Tab.2 IncomedistributioncalculationtableofAenterpriseinthecollaborative

innovationof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Finance

不同组合 A A∪B A∪C A∪B∪C

在不同组合中的收益/万元 29.85 90.21 105.35 478

组合中除去A 的收益/万元 0 35.06 54.88 123.82

A 的边际贡献 29.85 55.15 75.5 354.18

加权因子 1/3 1/6 1/6 1/3

A 应得收益/万元 9.95 9.19 12.58 118.06

  则企业A 在产学研金协同创新中获得的收益为:E(ωA)=9.95+9.19+12.58+118.06=149.78万元.
同理可得B 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C 银行在协同创新中获得的收益分别为:E(ωB)=118.06万元,

E(ωC)=174.92万元.从而可得三方的利益分配比例s1∶s2∶s3 为0.34∶0.27∶0.40.
以上分配比例充分考虑了各主体的努力程度和贡献水平,如表所示,ω(A ∪B)=90.21万元,ω(A ∪

C)=105.35万元,ω(B∪C)=123.82万元,即C 对B 的重要性要大于A 对B 的重要性,C 对A 的重要性

也大于B 对A 的重要性,因此C 企业对协同创新项目的贡献最大,因此,其利益分配也应该最高,这与本文

的研究相符.另外,该分配比例也考虑了各方承担的风险情况,但是在假设各方承担的风险相同的情况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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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即各方都承担1/3的风险,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此需要引入风险补偿机制对分配比例进行改进.

投入越高,承担的风险越大,而三方的投入金额比例为 {β1,β2,β3}=
60.54
260

,78.2
260

,121.26
260{ },因此,根据

前面分析,各方的风险补偿比例分别为ΔR'A=0.2328-
1
3=-0.1005

;ΔR'B=-0.0325,ΔR'C=0.1331.

假设风险补偿系数λ=10%,则 A,B,C 三方的补偿金额为:ω(A)=-0.1005×10%×478=
-4.808万元,ω(B)=-1.554万元,ω(C)=0.1331×10%×478=6.362万元.

则修正后创新主体A,B,C 的收益为:E(ωA)'=149.78-4.808=144.972,E(ωB)'=116.506万元,

E(ωC)'=181.282万元.此利益都远远大于各个主体单独研发的利益.
此时三方的分配比例为s*

1 ,s*
2 ,s*

3 为0.33∶0.26∶0.41.两次分配结果对比见表3.
表3 考虑风险补偿前后协同创新主体利益分配结果对比

Tab.3 Considerthebenefitdistributionresultsofcollaborativeinnovationsubjectsbeforeandafterriskcompensation

因素 A 企业 B 高校和科研院所 C 银行

努力水平+贡献程度 0.34 0.27 0.39

努力水平+贡献程度+风险因素 0.33 0.26 0.41

  通过加入风险因素对分配比例进行修正,该分配比例不但综合考虑了努力程度、贡献程度,同时考虑了

风险因素,体现了金融机构介入后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具有科学合理性.

7 总 结

本文将金融机构纳入产学研协同创新,并考虑各创新主体的努力程度、贡献水平和风险承担情况,构建

了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三方的协同创新利益的分配模型,在初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风险因素,对各方

利益进行风险补偿,使得分配机制更加公平公正.
协同创新的整体目标是获得整体利益最大化,企业、学研方和金融机构各个创新主体的最终目标是获得

各自利益最大化.为使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相一致,协同创新应该尽可能增加收益、减少成本、规避风险.
(1)提高各方的努力程度.努力程度与各方利益成正比,即“越努力,越幸运”.这就要求各方在协同创新

过程中更加努力,比如高科技人才,更多的精力,更多的经验,更多的技术等,虽然这些无法准确量化,但这是

一个良性循环,能使协同创新更加高效,有更多的产出成果,最终表现在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增加.
(2)合理控制投入的成本.成本的大小与收益成反比,某一投资主体的成本越高,分配系数就越小.因此,

各投资主体应加强沟通,合理控制成本,本着节省的原则,“毛巾干了再拧拧”,避免浪费,尽可能减少成本的

投入,比如可以提高设备利用率,采用绿色环保材料等,整合创新资源,整合创新元素.成本降下来了,收益自

然就提高了,各个创新主体的利益也就得到提升.
(3)管理并规避风险.协同创新过程中各个环节都伴随着风险的发生,但风险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创新主

体之间应该积极研判,识别风险,特别是金融机构,具有管理风险的能力和技术,应时刻关注风险的动向,在
风险即将发生的时候,合理规避风险,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将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确保协同创新的顺利进

行.对于不可避免的风险,各创新主体应该勇于承担风险,团结一致,分摊风险带来的损失.为协同创新的持

续稳定开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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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benefitdistributionmechanismof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innovationinterventedbyfinancialinstitutions

LiAizhen

(SchoolofEconomics,HenanInstituteofTechnology,Xinxiang453003,China)

Abstract:Financialinstitutionsprovidefinancialsupportandriskmanagementfor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collabo-
rativeinnovation.Howtodealwiththebenefitdistributionamonginnovationsubjectsaftertheinterventionoffinancialinstitu-
tionsiscrucialtothelong-termsustainableandstabledevelopmentofcollaborativeinnovation.Thebenefitdistributionmodelis
constructedbycomprehensivelyconsideringtheeffortsandcontributionsofenterprises,researchinstitutesandfinancialinstitu-
tionsincollaborativeinnovationsubjects,andriskfactorsareaddedtooptimizethemodel.Theexampleprovesthattheopti-
mizeddistributionmechanismcanbetterreflectionfairnessandthedistributionprincipleof"consistentbenefitandrisk".

Keywords:financialinstitutions;collaborativeinnovation;profitdistribution;risk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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