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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理论与实践》由马履一、赵清、胡涌、高兴武等人著。
两年来，本书的课题组对国内外产学研联合与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理论文献进行了系统、全面的
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开展产学研联合与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基本做法、经验、发展历程和规律；
通过对北京市及国内其他地区高校的实地调研和对北京市产学研联合与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问
卷调查的分析，系统地总结了北京市高校开展产学研与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现状、成就与经验、
问题及原因；通过对国内外的产学研联合与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体制和机制的分析归
纳，提出了北京市产学研与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的优化模式，以及实现这一模式的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以此为基础，从体制与机制建设的角度出发，结合北京市实际并借鉴国内外产学研联合与国内
外联合培养研究生经验，课题组提出了未来北京市进一步开展产学研联合与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的
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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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理论基础　　（一）基本概念　　1.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合作指
以企（事）业单位、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为基本主体，以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为辅助主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一定的机制或规则进行结合，形成某种联盟进行合作研发，不断进行知识消化
、知识再生产、知识传递和知识转移，创造某种未知的需求和价值，以实现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社
会服务、产业发展和经济进步等功能。
根据合作的功能划分，产学研合作可以区分为人才培养型合作模式、研究开发型合作模式和生产经营
型合作模式。
　　产学研合作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主体之间动态交互的过程，其合作的内容、目的和形式随着
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产学研三方是合作的基本主体，这三类主体的角色各不相同：科研机构和高校是创新知识的源泉和人
才的主要输出者，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创造者；企业是科技的主要输入者，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实现者。
由于以上三类主体的目标存在着非一致性，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和规则，出面充当推动、沟通、协调和
监督的角色，必要时提供资金支持；需要中介机构牵线搭桥，沟通合作各方，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
的损失；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合作的贷款、融资和投资。
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产学研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和丰富，如今提到的“产学研”的内涵包括了“
官产学研中金”等广泛的内容，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学研的内容将更为丰富。
　　2.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　　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是指以产学研合作为基础和平台，利用产学
研合作主体各自的教育资源和优势，把对研究生的教育教学过程与实际应用和生产过程相结合，使学
用结合、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的一种研究生培养方式。
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研究生知识和能力结构，提高研究生面向实践应用的能力和
素质，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这有效地解决了研究生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缩小了学校和社会对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的差距
，增强了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因此，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首先是实现合作的目的，即提高研究生的素质，其次是主体间的合作，
它服务于前者，这决定了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与产学研合作的重大区别，即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
只是人才培养型产学研合作模式的一种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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