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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is the question? 

簡言之：「產學如何合作？」 

具體而言，作者之研究問題焦點在於「配對過程」，目的為探討產業界與學界

如何選擇彼此的合作對象，分析哪些要素是影響企業與大學之間簽訂協議（例如：

R&D同盟、專利授權）、建立研發合作關係的關鍵。 

2.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it? 

產學合作是科技創新與社會進步的重要環節。舉例而言，台大與成大每年皆

投入新台幣四十多億於產學合作上1；前台大副校長陳良基亦因其在促成產學合

作上的表現，被延攬入閣2，顯見產學合作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另外，

多項研究亦指出大學在產業研發動能上之貢獻3。 

然而，先前的實證研究多半著重於分析產學合作的「成效」（以及影響之的因

素），而非產學合作形成的「機制／過程」4。作者的研究能夠補足我們對此部分

的了解。 

3. What is your answer 

根據作者的初步結果，在目前已分析的數個變數中5，「是否曾有過交易（合

作）經驗(“prior transaction experience between two parties”)」是最重要的一項，

亦即為最主要影響企業與學校間合作機率之變因。或是，根據作者所採用的配對

模型來詮釋的話，從「與一所非前五十大(non-top 50)的學校合作」改成「與一

所（非前五十大，但）曾有過合作交易經驗(previous collaborative transaction)的

學校合作」所增加的價值(match value)，遠遠高過於改成「與一所前五十大(top 50)

的學校合作」（約有 192倍之多）。 

4. How did you get there? 

首先，作者從 ReCap資料庫中收集了 1986-2014年間，2430筆生物科技領域

產學合作協議的資料。作者採用 Jeremy T. Fox (2016)的理論假設(Maximum Score 

Estimation)作為他的估計基礎：若是市場中有兩家公司 𝑏 & 𝑏’ 及兩間學校 𝑠 & 𝑠’ ，

而我們觀察到的配對為 (𝑏, 𝑠) & (𝑏′, 𝑠′) 而非 (𝑏, 𝑠′) & (𝑏′, s)，則代表配對組合

 (𝑏, 𝑠) & (𝑏′, 𝑠′) 所帶來的價值（產學雙方效用總和）── 𝑓(𝑏, 𝑠) + 𝑓(𝑏′, 𝑠′) 比

 𝑓(𝑏, 𝑠′) + 𝑓(𝑏′, 𝑠) 來的高。據此，作者在設定 𝑓(𝑏, 𝑠) 為一與 𝑏, 𝑠 之特性有關的函

數式（𝑓(𝑏, 𝑠) = 𝑿𝑏𝑠𝜷 + 𝜂𝑏 + 𝜉𝑠）後，採用適當的估計法（演算法？）
6，找出最

能讓不等式被滿足的參數 �̂� （並使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估計 �̂� 的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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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ruta (2013) 指出產學合作的建立並非隨機，而是奠基於雙方之需求上；因此，產學配對背

後之要素，是確實存在且值得研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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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於投影片中僅說明了目標函數(objective function)（參考投影片第 11頁），但未闡釋所使用

之估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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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Contributions):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可以採用作者的實證方法，研究其他（多對一）配對關

係──例如：醫生與醫院、教師與學校、研究生與指導老師……等等──的影響

因子。 

 在研究結果上，根據作者的初步成果，也許政府不一定要集中大量資金建立

名校（例如：台清交成）與產業界的合作，而應該著重於維持各個學校與企業間

（既有）長久良好的互動關係，更能符合或創造產學雙方的合作利益。 

 

Notations: （print screened from p. 6 of the s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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