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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提出，是我国高 

等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必要选 

择。因此。构建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创新理论与高校创新人才培养 

经济学家熊彼特于 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 
一 书中，提出“创新理论”([nnovation Theory)。他 

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把一种 

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 

入生产体系。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 、开辟新 

市场、控制原料的新供应来源和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等。这里，熊彼特把“创新”视为一个过程，一个“毁 

灭性的过程”，一个系统。他认为创新来自于具有创 

新思想或精神的企业家的努力，创新是资本主义发 

展的动力。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得到许多国家和经济 

组织的认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创新 

定义为：“把一种设想变成一种投放到市场上的新的 

或改进的产品的转变过程”。 

现在使用比较宽泛的创新概念是在科学技术领 

域与社会学领域。前者是指在科学发现、发明、创 

造、技术革新等方面。后者是泛指一种概念或精神， 

是指行为主体所具有的开拓精神或创造一种新事物 

的活动。“创新”理论现已成为各个领域被广泛使用 

的概念。尽管创新具有不同的概念。但创造性是其 

共性。现在关于培养创新型(或战略型)人才的探索 

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热点。主要原因如下： 
一 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客观 

要求。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使得 

社会对人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人才从高 

级专门化向高素质复合型转变。学校必须根据社会 

对人才的需求信息调整培养计划。社会的发展已对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内容与模式提出了严竣的挑 

战，呼唤创新型人才的大量涌现。 

二是高校面临着激烈的竞争。随着高教改革的 

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新学科的不断涌现，高校之间 

的实力对比也发生着变化。传统的优势正在向竞争 

优势转化，这既是学校创新的结果，又是创新的起 

点，因为只有新的学科、新的专业，或者具有最新知 

识的人才才能代表一所学校的实力与未来。同时， 
一 所著名的大学，既面临国内和历史的压力，更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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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一流大学的竞争。因此．高校培养创新型的 

人才是面临竞争并争取在竞争中获胜的需要。 

三是由学校的根本任务与优势所决定的。尽管 

高校的类型存在多样性，但基本上分为教学型、科研 

型及二者兼有型。培养人才或开展对人才培养的研 

究．不但是政府部门的工作．更应该是学校自身的工 

作．是学校的基本任务。高校一方面要加强人才培 

养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人才济济、学科齐全、思想 

活跃、信息流畅等，又具有培养创新人才的优势。 

二、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原则 

具体原则主要有： 

1．系统性原则。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应由其 

所拥有的各个部门或机构及可以利用的资源要素所 

组成的系统。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绝不 

是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全校所有部门 

的共同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各组成要素的积极 

性．在学校整体协调下开展设计工作。 

2．统一性原则。从系统内部来看．各组成要素， 

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存在差异，同时，又必须具有统 
一 性。这种统一性是系统存在的基础与前提，是指 

从整体上推进创新人才培养，阶段性的工作也要有 

相对统--T作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在统一性原则 

的指导下，由阶段拓展到整体，由部分推进到全部。 

3．操作性原则(也称可行性原则)。学校创新人 

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必须从学校的自身实际情况和优 

势出发，采取定性(模糊)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尽 

量将各种指标量化，从而有利于实际的操作与实践。 

4．差异性原则。不同的学校具有不同的特色． 

其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也有差异。人才的培养 

虽具有共性，但差异性才是区分不同学校培养特色 

的根本所在。因而差异性是学校~it0J新人才培养 

体系的重要原则。 

5．动态性原则。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 

与操作必须适应人才需求的变化。从高校对人才的 

培葬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相对 

的时差与矛盾，因为，社会对人才的检验具有滞后 

性， 以，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要具有相对 

的调整空阃，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得到不断的修正。 

6．开放性原则。高校是社会的重要的组成部 

分，但由于它的特殊性，又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在一 

定程度上出现封闭性的特点。应该说，高校创新人 

才的培养是社会需求反馈到前者的结果，但这种反 

馈不可否认具有滞后性。学校只有开放于社会．面 

对变化的市场，保持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才能把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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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息的脉搏，做好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 

三、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及其运作机制 

创新人才出现的标志是学生成为创业型的人才 

而不是就业型的人才．尽管创业型的人才的产生是 

极少的，但具有创新思想或具有创业思想的人才却 

是普遍而广泛的。学校形成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标 

志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该项工作的研究，二是 

实践，具体体现为形成促进此项工作的计划、安排、 

制度、保障等方面。 

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由5个基本要素组成： 
一 是教务部门。这是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 

要素。一切教学的计划与安排都是由教务部门组织 

实施的。同时．在教学内容与形式的编排及调整方 

面．教务部门是第一责任单位，因此．教务部门在其 

中居于核心地位。二是学校的规划与政策。这里有 

两个含义，一方面是关于学校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 

研究(如高教研究机构等)，另一方面是具体的推进 

措施与政策。如果说．教务部门担负着过程管理的 

话，那么．学校的政策就是一种战略性与战术性的安 

排。三是学校的管理与服务部门(如学生工作办公 

室等)。主要是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服务．包括培 

训、咨询、社会实践、第二课堂活动等方面。四是科 

研与发展部门。主要是面向广大学生提供旨在鼓励 

学生树立促进创新思想、开展创新活动、参与创业实 

践等。五是学生群众组织。由学生自发组织各类创 

新活动，如创新理论讲座、创业人士讲坛、模拟创业 

市场等，以及创办校内规范的学生公司(条件成熟的 

可由社会工商部门注册后．推向社会经营)等，这些 

都是学生组织的工作内容。 

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运作，要以学校的规 

划与政策为纲领。学校应在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及 

实际进程方面，做好管理，特别是在人力、物力与财 

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如可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并 

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与办 

法等。教务部门为核心部门，居于统筹与枢纽地位。 

在教学的实施方面，逐步由知识传授向知识创新转 

变，由专业学科向交叉学科拓展，注重对学生的能力 

培养和方法传授。学校要做好学生群众组织的活动 

导向与引导工作，重点是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创 

造性与主动性。管理、服务部门及科研开发部门的 

主要任务就是围绕培养目标提供切实的优质的服 

务，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各个要素既有各 

自的运作路径，又相互支持，互动于整个创新人才培 

育工作中。 

http://www.cqvip.com


 

2000年 9月 

总第36期 第3期 

斛  育EDUCATIO ⋯Sept． ,2

№

000JOURNALOFARCHITEC~FURAL 0N IN

NSTI IONSOF IGHER LEARNING ， 1， 1 t‘、1 I TLrr H ⋯ ⋯ ～ 

加强信息采集管理，为研究生教育服务 

，王—鲎 竺曼莉 
(1、2．同挤大学 研究生院 3．上海财经大学 研究生部，上海 2o0092) 

词 酐究删务研 拥 俑孵 鹱 磁 
[摘 要]本文强酒了情息在研究生教育牛的作用和地位．并就如何做好有关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提出了看{击。 I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of collecting information to service graduate education 

WANG Zi—cheng 。WANG Qun2．ZHU Man一1i - 

(1．2 Graduate Sckod，Ton~i University 3．Graduate SchoN，Shanghai ．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092．China) 

Key words：informatioa：man n p~'tgraduate； ce 

Abstract：T article emphasizes the f tian and sr．attm of information in the gl"adtmte edu~tiontand p 呲s 0L】t how ∞ do the ecltect· 

ing and regul撕 r培 information welt 

在研究生院(部、处)的管理系统中，无论是有关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各项决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和 

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具备三方面的功 

能。一是学习与创新的功能。学习有效的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不断创新育人的内容与形式。二是探索 

与选择的功能。创新人才的培养本身就是一个发 

现、培养的选择过程，而选择则是重要的一环。学校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具有色4新人才的选择机制与 

培养机制。三是保证与检测功能。人才的质量要靠 

系统运作的科学来保障，检测是保障的基础程序。 

没有保证，就没有创新人才的产出．没有检测，学校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也不能称为健全科学的系统。 

四、几点思考 

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提出是高校面临社会 

竞争的积极应对。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 

目前尚处于起始阶段，要研究与探索的空间宏大，是 
一 件积极有益的工作。 

构建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需要学校 

各个部门的大力协作，另一方面，要在重点工作方面 

重点突破。目前，要在充分了解与把握教育界理论 

研究的前提下，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积极开展实践 

探索。 

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运作会面临一 

系列困难。但只要坚定信心，加强领导，发扬求实创 

新与同舟共济的精神，我们一定会在创新人才的培 

养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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