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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战略联盟的视角出发#结合当前组织学对于组织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当前高校与科研院所

之间的三种战略联盟关系%合作联盟&协作联盟和协同联盟关系'以我国高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的

&

个典型实践案例为样本#对高校与科研院所在三种联盟模式下联合培养研究生实践中所体现的合作方式及

特征进行分析'联合培养单位应对其联盟类型做出准确定位并选择相应的合作方式#以保证高校与科研院

所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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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大学与其他部门的

互动日益频繁$学者们就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的培

养及组织方式展开了激烈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将

目光集中到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理论和实践上)

$

*

+联

合培养研究生项目在各国也受到高度重视'美国

':9

在
$--2

年推出
;5<=>

项目 !

;?@A

B

,C@AD

5,CDEC@A<DEFC@G(?=AHAC,FI>,CG?AAJ,(

B

,CKH

"$

以鼓励不同高校,不同院系就同一重大问题进行博

士生联合培养(欧盟研究总司对%博士
.

职业!

4L6.

6*=<<=:

"'从革新博士生教育到增加就业机会&

项目提供资助$以鼓励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知识

交换等方面结成伙伴(德国马普学会与高校校长协

会共同发起马普国际研究学校!

;?@A,?C@G(?CMNCO

JMC?FP=AHAC,FI:FI((MH

$

;NJ=:

"$作为进一步加

强校所合作的新联合项目(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

员会 !

<F(?(KGFC?D :(FGCM =AHAC,FI 6(E?FGM

$

<:=6

"和苏格兰政府,英国多家政府部门从
!##"

年开始设立联合培养博士生奖学金$用于推动科研

和政策部门之间的知识转移$培养%知识经纪人

!

Q?(RMAD

B

AS,(PA,C

B

A

"&(在我国$教育部于
!##-

年启动了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以下简称%校所联培&"试点项目$以促进科教结合$

加强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可

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

企业等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联培实践$在联培的管

理机制创新和培养模式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有益的经

验和积极的成效+根据课题组对我国校所联培的

$##

余个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当前一些联培单位

对联培过程中主体间的合作关系还没有准确的定

位$这无疑会给具体实践的顺利开展带来一定的不

利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以当前战略联盟和组织关

系研究的视角为基础$结合
&

个典型案例!

$对实践



中所呈现的不同合作方式,特征进行分析,总结$以

期为校所联培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高校与其他机构的战略联盟

$)

战略联盟的提出

战略联盟这一术语源于产业界组织间合作的研

究$最先由美国
4<6

总裁
TAMC?D

和管理学家
'G

B

AM

提出+国内外研究者对于战略联盟有多种定义$但

!#

世纪
-#

年代以来$随着组织竞争环境的变化和

网络经济的崛起$研究者们倾向于认同这样一种定

义'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为了改善

它们的竞争地位和绩效$在交换,共享或共同开发产

品,技术或服务等方面所形成的合作关系$它们是一

系列动机和目标的结果$以多种形式呈现出来$并可

以建立在组织纵向或横向的界限上)

!./

*

+这一定义

彻底摆脱了早期战略联盟定义中对组织形态的制

约$对战略联盟的界定范围进行了延伸和扩展$并提

出战略联盟的三个基本要件'首先$联盟涉及到两个

或多个独立的组织(其次$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组

织双方的特定战略目标$并共享联盟所带来的利益(

第三$联盟可在多种组织形态中存在)

&

*

+战略联盟

的类型广泛$有非正式的$被称为%握手!

TC?D

:ICPA

"&协议的形式$也有参与方投入资源建立合

作机构所形成的正式的,长期的契约关系)

%

*

+当前$

战略联盟已出现在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行业部

门$而在教育界$高等教育机构与科研,产业机构之

间的合作联盟早已有之$各方在面对来自组织内外

部的一系列挑战时$建立合作联盟早已成为大学,科

研院所,企业等组织的战略选择+

!)

高校!科研院所战略联盟

在国内$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他们对高校与其他

机构间联盟的理解$例如$李云梅将校企联盟界定为

高校与企业基于各自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

为了实现共同愿景,获得最佳利益和综合优势$或抓

住新的市场机遇$结合彼此的资源或优势而建立的

一种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正

式但非合并的合作关系)

"

*

+国外少有研究对高等教

育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所构建的联盟进行界定$但

以
TC,KC?

$

UC?

B

等为代表的学者对教育系统中的

战略联盟类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机构间

的合作模式应该是一个连续体$机构间的合作关系

处于%初级的,自愿性质的合作&与%兼并而形成的统

一体&之间+其中$!

$

"自愿合作体!

V(ME?@C,

W

6((

+

A,C@G(?

"是指合作各方出于一定目的的合作或

相互协助$而不需要对方做出具体的承诺(!

!

"正式

联合体!

6(?H(,@GC

"是指各组织之间达成一致所建

立的联合$为共同努力和合作以达到共同目标而达

成协议(!

/

"联邦体!

9ADA,C@G(?

"是指各个组织机构

建起的同盟或伙伴关系$参与组织保留了其自治权$

但是联邦体有其固定的资源$并对这些资源的管理

负责(!

&

"一体化结构的联合体!

*KCM

B

CKC@G(?RG@I

X?G@C,

W

:@,EF@E,A

"是指两个或多个组织之间通过

组合,融合$成为一个单一实体)

2.1

*

+但
4AGCF(

等人

的研究则指出高等教育系统内的联盟涵盖了正式联

合体和联邦体$它比自愿合作体更加紧密$但又还达

不到合并的程度)

-

*

+在组织关系范式的研究中$

QACH@

及 其 团 队 提 出 了 %合 作
.

协 作
.

协 同

!

6((

+

A,C@G(?.6((,DG?C@G(?06(MMCY(,C@G(?

"&的组

织关系%

/6

&模型)

$#

*

$该模型契合了
4AGCF(

等人对

高校战略联盟的定位+依据%

/6

&模型可进一步将

高等教育系统内的战略联盟划分为合作联盟,协作

联盟和协同联盟!详见图
$

"

)

1.-

$

$$

*

+

图
0

!

组织间联盟连续体图例

其中$!

$

"合作联盟模式下$组织为了共同目的

而一起行动或工作$这种关系的重点主要是寻求支

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松散式的联结$因此各自对

于相互关系的贡献较少$每一个参与者都保持完整

的独立性$这种关系强调在调整具体的行动方面达

成一致$而非对组织的运行做出改变(!

!

"协作联盟

模式下$通过组织,协调两个或多个组织之间的行

动$使它们有效地共同工作$同时知道彼此的行动$

各方意识到共同工作以实现既定目标的需要$这一

过程要求参与各方要在资源和行动上形成紧密的联

盟$但各组织仍保持控制自身运行的独立性$这种关

系需要各方更高程度的投入和承诺以及更强的联

系(!

/

"协同联盟模式下$组织间共同工作完成一个

任务以达到共同的目标$它是深度的和高度依赖的

关系$参与各方认识到$为了取得成果$必须同意从

根本上改变思维,行为和运行方式$它不是一种外围

上的调整$而是一种系统变化$因此需要各方高度的

信任和广泛的对话$同时也需要参与方建构新的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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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学会用新方式处理彼此关系+

QACH@

等人还根

据机构间在目标状态,结构联结,信息沟通,权力归

属,资源投入等方面的特征对这三种联盟关系进行

了辨别区分!详见表
$

"

)

$$

*

+

表
0

!

合作"协作和协同联盟连续体模式划分依据

特征 合作联盟 协作联盟 协同联盟

目标状态 寻求支持 组合资源以满足!预定"计划 协同以寻求系统性变化

结构联结 局部调整以适应项目需要$松散 较大程度的调整$紧密联结 系统性调整$深度,相互依赖

信息沟通 特定情况的信息共享,沟通 项目为基础的信息共享$结构化的沟通 战略性信息共享$频繁沟通

权力归属 各方保有权力 上级组织或项目保有权力 各方共享权力

资源投入 各方投入资源较少 联合的资源,政策和项目 共享的,集体的资源

二!基于三类联盟特征的校所联培合作方式

基于上文对三类联盟特征的分析$结合
&

个校

所联培典型案例在招生,课程设置,导师指导,科研

训练,论文工作,联培基地!平台"建设等环节的具体

实践$本文对合作,协作和协同联盟模式在校所联培

实践中呈现的特征进行总结+所选取案例的概况见

表
!

)

$!

*

+

表
1

!

研究案例概况

案例 合作双方 合作领域 培养层次

$

高校院系
.

工程科研院所 材料科学 博士

!

高校院系
.

企业科研院所 机械工程 硕士,博士

/

高校院系
.

国外企业科研院所 材料科学 硕士,博士

&

高校院系
.

科研院所 生命科学 博士

$)

合作联盟的合作方式

在合作联盟模式下$校所双方联结程度最低$但

通过合作至少应当满足合作方的一些需求或解决一

些现实问题+因此$双方通过承担各自优势环节的

工作$缓解对方相应的不足+案例
$

体现了这种类

型的合作方式$其具体实践环节如下'!

$

"招生和课

程环节$发挥高校在生源和教学资源方面的传统优

势+截止到目前$案例
$

并没有针对联培的专门招

生工作$院所方没有博士点$主要在高校方的统一组

织下完成招生$之后为学生指定校方导师和院所方

导师+在第一学年$联培学生需与校方非联培学生

一起学习校方单方面提供的统一课程(!

!

"导师指

导,科研训练以及论文工作方面$强调科研院所方的

主导性+在修完校方要求的学分之后$从第二学年

起$研究生参与到院所方导师的项目中$基本上在院

所方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选题和项目研究$并确定博

士论文方向等$基本上在院所方导师的指导下完成

论文研究和论文撰写+最后由校方颁发毕业证书和

授予学位+在读期间$学生发表的论文和专利成果

由合作双方共有+案例
$

中的校所联培体现了一种

分工关系$高校负责课程教学$院所方负责科研实

践$双方在各培养环节没有实质性交叉$其组织关系

特征见表
/

+

表
2

!

合作联盟模式下校所联培的组织关系特征

特征分类 组织关系特征

目标状态

高校缓解其在研究条件,经费,设备和指导

等方面的不足$扩大招生规模(院所解决其

在研究人员,教学资源上的不足

结构联结

招生,课程等环节由校方负责$院所方为其

配置相应导师!受聘为高校兼职导师"$科研

和论文工作由院所方负责$双方保持较大独

立性

信息沟通
以临时性信息沟通,反馈为主$研究生是双

方信息沟通的重要节点

权力归属

在校方招生,课程设置,学位授予等方面保

有权力$院所方在科研训练,论文工作等方

面保有权力

资源投入

校方院系提供统一的学位课和选修课$院所

方导师以其承担的项目为学生提供论文选

题和科研训练

!)

协作联盟的合作方式

在协作联盟模式下$各方不仅仅需要寻求支持$

而且需要协调彼此的行动$涉及到联合的计划和资

源+案例
!

,

/

体现了此类型的合作方式$其具体实

践环节如下'!

$

"招生环节强调科研院所的参与$使

学生选拔工作更具针对性+院所方提前介入研究生

招生的复试环节!案例
!

"或以院所方开设的专业课

考试成绩作为选拔标准!案例
/

"$这些措施注重考

查申请者已有的研究经历和准备$确保学生入学之

后在科研院所有针对性地学习(!

!

"课程设置突出科

研院所方在前沿领域的优势+例如$根据院所方对

课程的反馈$高校多次对研究生课程设置进行修订

和完善!案例
!

"$而院所方也精选专家,技术骨干为

研究生设置课程$内容涵盖了学科专业基础以及院

所研发前沿状况(!

/

"科研训练充分利用科研院所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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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条件对学生进行培养+强调研究生的研究课题

与院所的实际相结合$解决应用研究,产业化创新中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生产,管理现场环境中进行科

研训练$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共建研究生教育创新中

心或研发中心$利用院所方的先进设备,材料从事各

种试验和检测工作$使学生较早地进入创造期$推动

博士课题的开展(!

&

"导师指导方面$充分发挥双方

的特长$明确双方导师的责任和协作关系+校方导

师侧重课程指导,研究方案设计,提供理论支撑,确

定研究课题和方向$院所方导师则侧重需求分析,研

究技能指导和成果验证等学生课题研究!案例
!

"$

研究生在双方导师共同指导下$通过联合平台完成

由院所方提出的研究课题(!

%

"论文工作以校所双方

共同承担的上级组织部门项目为基础+依托上级部

门下达项目$学生利用合作创新中心的设备,材料完

成选题,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学位论文答辩前$由

合作双方组成专家组$验收课题的完成情况(!

"

"联

培基地,平台建设方面$科研院所方给予大力的支

持+科研院所为创新中心提供专门的项目需求清

单,必要的人员津贴和联培中心运行费用$并专门列

出合作项目经费+综上$案例
!

,

/

体现了合作双方

组合各自的优势资源$在联培各环节中展开协作+

其合作关系特征见表
&

+

表
3

!

协作联盟模式下校所联培的组织关系特征

特征分类 组织关系特征

目标状态

组合双方在教学,科研及应用方面的比较优

势和资源以缓解教育资源紧张$科研成果转

化率低等问题

结构联结
上级主管部门牵头$共建联培平台$多方形

成稳固的协调关系

信息沟通
与联培平台项目对接$各方针对联培各环节

进行协商沟通$形成成文的规章制度

权力归属
各方保持独立$但上级主管单位和联培平台

对联培工作有领导权

资源投入

基于联培平台$上级部门下达相应项目和经

费$校所双方共同承担项目$院所方提供导

师和必要的设备,经费和课程$高校在招生

上给予倾斜$提供校方优秀导师

/)

协同联盟的合作方式

协同联盟是一种强烈和高度依赖的关系$高校

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参与各方认

识到$需要对研究生培养进行系统调整$需要各方高

度的信任和广泛的对话$同时也需要参与方建构新

的关系和处理彼此关系的新方式$案例
&

体现了这

种关系$其具体实践如下'!

$

"在招生方面$三方共同

参与$革新传统的招生方式+成立招生委员会负责

专门的招生宣传$三方教授共同组成面试小组$并加

入申诉制度以保证优秀生源的选拔(!

!

"在课程设置

方面$引入该领域国外通行做法$汇聚各方优势课程

资源$突破国内传统课程设置的局限+成立课程委

员会负责遴选各方导师上报的课程$各方导师须承

担授课任务$按基础和前沿进展对课程分层$按大学

科进行模块化设置(!

/

"在科研训练环节$共享各方

的项目资源$突出学生的主动性+设置培养委员会

负责学生在各方实验室轮转并参与各方承担的国家

重大前沿课题$由学生组织前沿学术研讨会$在各方

轮流举办(!

&

"在导师指导方面$共享优秀师资$增加

师生双向选择权+各机构教授要具备成为项目导师

的资格$需为联培项目开设相关课程$并接受学生进

入其实验室进行轮转+学生在
/

"

&

轮轮转之后确

定导师$双方明确权利与义务之后$导师负责学生的

科研训练和论文指导工作(!

%

"论文工作环节$强调

集体指导和有效的沟通反馈+学生在通过博士资格

考核后$导师与其他熟悉课题情况的
/

"

%

位导师成

立论文指导小组$学生需定期向指导小组汇报进展$

指导小组做出建设性反馈(!

"

"联合平台建设环节$

群策群力$使各方成为平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

共同推动和保障联培工作的顺利开展$合作各方成

立专门的项目委员会!下设招生,课程和培养委员

会"对项目运行负责$各方通过汇聚高校和科研院所

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优质资源$为学生提供广阔而

优质的学习条件和平台+案例
&

充分体现了高校与

科研院所在研究生培养各环节所进行的系统性整

合$而不仅仅是在双方优势资源上的共享+其合作

关系特征见表
%

+

三!小结与启示

每一类战略联盟合作关系都有其特定情况下的

价值$它们都可以被看作是寻求机构联合的重要途

径+具体到联培实践中$联培单位应明确各方在人

才培养,科研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和目标'是为了缓解

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或需求!如解决高校

中科研条件不足$科研院所教学资源,科研人员缺乏

等问题"$还是为了组合各方优势资源$协调各方行

动以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抑或是为了实现所在

领域内的强强联合$革新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在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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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协同联盟模式下校所联培的组织关系特征

特征分类 组织关系特征

目标状态

整合各方在所在领域的优势$共同致力于革

新传统研究生培养模式$培养与国际接轨的

一流研究人才

结构联结

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各方跳出传统的职能

范围$成立专门的联合项目委员会$全面负

责联培全过程$紧密联结,相互依赖

信息沟通

联合项目委员会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各方

的沟通协作,与学生及教师的沟通等工作$

在招生,培养制度等重大问题上$通过常规

的委员会大会$集体决策,及时调整以保持

行动上的一致

权力归属

各方的负责人构成项目顾问委员会$在负责

项目具体实施的联合项目委员会及下设分

委员会中$各方人员构成均等$通过这些设

置保障各方在联培过程中共同行使权力

资源投入

联培工作汇聚了国内最优质的教学科研资

源$学生可同时享有各合作方的师资,教学,

实验室资源$参与到各方承担的国家重大前

沿课题中

基础上$对其在战略联盟连续体上所处位置进行准

确定位$并进一步结合所构建的校所联盟特点$在培

养研究生实践环节采用与之相匹配的合作方式$充

分发挥所结成联盟的优势+

$)

合作联盟模式是一种松散联结的合作关系$

其优势在于有宽松的进入和退出标准$不因某一方

的退出而带来太大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各方需

要结合自身在人才培养上的特点进行分工$如高校

发挥自身在招生,课程教学,学位授予等方面的传统

优势$而科研院所则强化自身在科研项目,条件上的

长处$分别承担起联培工作中的相应环节+从目前

的实践情况来看$合作联盟下$联培单位虽然保持彼

此独立$但应当强调在培养过程中各培养环节之间

的信息反馈,沟通$并在合作中学习对方的长处$以

调整和完善自己在相应薄弱培养环节的工作和组织

方式+

!)

协作联盟模式是一种稳固联结的合作关系$

它有利于协调各方行动并对各方优势资源进行组

合+在这种模式下$各方以更为系统的方式合作$强

调各方在研究生培养各环节上积极互动与协作$各

方形成协力以实现既定目标+就目前实践情况来

看$联培单位在实践过程中应当积极争取政府部门

的支持$增强政府,高校,院所!企业"之间的互动$为

联培工作营造良好的外部机制$以保证联培项目的

可持续性(参与方应当建立,完善联培基地!平台"运

行中的规章,制度等来保障各方在联培活动中的协

调性并明确各方的责权利关系+

/)

协同联盟模式是一种紧密的,全方位的合作

关系$各方跳出各自原先的职能范围$强强联合以变

革传统模式+在这种合作关系下$联培工作需要合

作各方建立紧密无间的联结和高度的互信$这取决

于各方对它们的共同目标有高度的承诺$并将自己

看作是一个完整图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形成一种

相互依赖的认知)

$2

*

+换句话说$主体间的合作在实

现教育,科研资源共享和培养活动协作的基础上$需

要致力于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尽管它们分别

代表了不同的组织$但是它们需要持有全局观念+

此外$需要建立联培工作的专门负责机构和协调沟

通机制来保障各方在联培各环节的充分参与并保证

各方实力均等+

&)

校所联培所形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在研究生教育中$不断会有新的问题和情景出

现$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关系会受到多种内外部

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学科领域中的实力对比变化$

教育或经济等政策的支持或引导$新合作伙伴出现$

合作方组织调整$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冲突等等+为

了对这些变化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无论是高校还

是科研院所都应当密切关注其所处的研究生培养环

境$并能够对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的性质和强度做

出相应的调整###上升到协同联盟或收缩到合作

联盟)

$$

*

+

注释!

!

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工程院,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

究生教育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

岛科技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案例

提供方的大力支持$特致谢忱+

参考文献!

)

$

*

>TX'<>)>IA>,CG?G?

B

(Z

%

>,G

+

MATAMGO8(,PA,H

&.

4(F@(,CM:@EDA?@HG?X?G[A,HG@

W

.;?DEH@,

W

.5([A,?KA?@

6(MMCY(,C@G(?H

)

3

*

)NG?A,[C

$

!#$#

$

&1

!

&

"'

&"/.&1/)

)

!

*

5XU*>;=)*MMGC?FAHC?D 'A@R(,PH

)

3

*

):@,C@A

B

GF

NC?C

B

AKA?@3(E,?CM

$

$--1

$

$-

!

&

"'

!-/./$2)

)

/

*

T;>> N

$

4*6;' N

$

A@CM)JC,@?A,:AMAF@G(?G?

<KA,

B

G?

B

C?D4A[AM(

+

AD NC,PA@6(?@AO@H

'

=AH(E,FA.

YCHADC?DL,

B

C?G\C@G(?CMUAC,?G?

B

JA,H

+

AF@G[AH

)

3

*

)

*FCDAK

W

(Z NC?C

B

AKA?@3(E,?CM

$

!###

$

&/

!

/

"'

-

&$

-

刘贤伟#等)高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合作方式研究



&&-.&"2)

)

&

*严建援$颜承捷$秦凡
)

企业战略联盟的动机,形态及

其绩效的研究综述)

3

*

)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

1/.-$)

)

%

*

<UNX>;4

$

*S<S<N

$

';6LUL:;N)*?L[A,[GAR

(Z :@,C@A

B

GF *MMGC?FAH YA@RAA? X?G[A,HG@GAH C?D

6(,

+

(,C@G(?H

)

3

*

)3(E,?CM(Z 8(,P

+

MCFA UAC,?G?

B

$

!##%

$

$2

!

$

/

!

"'

$$%.$!-)

)

"

*李云梅
)

基于战略联盟视角的校企合作发展研究)

3

*

)

科技进步与对策$

!##-

$

!"

!

$&

"'

1.$#)

)

2

*

T*=N*' 5) >IA 4CRPG?H =AF(?H@,EF@G(? (Z

*EH@,CMGC?TG

B

IA,<DEFC@G(?

)

3

*

)TG

B

IA,<DEFC@G(?

J(MGF

W

$

$-1-

$

!

!

!

"'

!%./#)

)

1

*

U*'54)*UAOGF(?(Z;?@A,.G?H@G@E@G(?CM6((

+

A,C@G(?

)

3

*

)TG

B

IA,<DEFC@G(?

$

!##!

$

&&

!

$

"'

$%/.$1/)

)

-

*

4<;*6L <

$

5=<' *

$

N<U;'

$

5)<O

+

M(,G?

B

X?G[A,HG@

W

*MMGC?FAH C?D 6(K

+

C,CYMA *FCDAKGF

6((

+

A,C@G(?:@,EF@E,AH

)

N

*

);?NFQAM[A

W

N

$

T(MK]?

N

!

<DH)

"$

UAC,?G?

B

@( 6(K

+

A@A G? <E,(

+

AC?

X?G[A,HG@GAH

'

9,(K :(FGCM;?H@G@E@G(?@( Q?(RMAD

B

A

SEHG?AHH)6IAM@A?ICK

'

<DRC,D<M

B

C,)!##-

'

$-.&2)

)

$#

*

Q<*:>=

$

N*'4<UUN

$

A@CM)'A@R(,PH@,EF@E,AH

'

8(,PG?

B

4GZZA,A?@M

W

C?D6IC?

B

G?

B

<O

+

AF@C@G(?H

)

3

*

)

JEYMGF*DKG?GH@,C@G(?=A[GAR

$

!##&

$

"&

!

/

"'

/"/./2$)

)

$$

*

Q<*:>=

$

S=L8'Q

$

N*'4<UUN)5A@@G?

B

@IA

=G

B

I@ NGO

'

X?

+

CFPG?

B

;?@A

B

,C@G(? NAC?G?

B

H C?D

:@,C@A

B

GAH

)

3

*

);?@A,?C@G(?CM JEYMGF NC?C

B

AKA?@

3(E,?CM

$

!##2

$

$#

!

$

"'

-.//)

)

$!

*马永红$田华$任秀华$等
)

高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

研究生典型案例汇编!

!#$!

")

N

*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

!#$&)

)

$/

*

N*'4<UU N) :

W

K

+

(HGEK

'

>IA ;K

+

CF@ (Z

6(MMCY(,C@G[A<ZZ(,@H

)

3

*

)J(MGF

W

:@EDGAH=A[GAR

$

$---

$

$"

!

$

"'

&.&2)

5"$67"(!"/%+)$&*#&+,8$&/%/%

9

:

;

<%/=,$7/+/,7&%*>,7,&$.?@%7+/+#+/"%7

($"6+?,A,$7

B

,.+/=,"(C+$&+,

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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