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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服务地方振兴的新型组织模式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常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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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界定在发挥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将实施高等教育创新驱动与全面推进地方经济振兴相融合，突出新时代教育改

革育人特色，打破壁垒发挥校地校企社会协同联动机制，旨在促进教育教学深化改革，服务我国地方振兴战略，强化教育服

务地方振兴的创新能力和质量，为高等教育服务地方区域振兴提供盘活内部资源及整合外部资源的新型组织模式。研究以吉

林省为例，进而为同类型省份通过组织模式协同创新提升提供理论及实践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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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integ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driven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local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break down barriers, and leverage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schools, regions,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serve Chinese loc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trengthen the innovativ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services for loc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vide a new organizational model for 

revitalizing internal resources and integrating external resources for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s for local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Jili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vinces to enhanc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rough organizatio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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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是“十

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新兴技术创新

引领产业创新进而驱动经济发展，是当前世界各国以培养

目标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如何将高等教育更好服

务地方建设，是新时期发展形势赋予高等教育的重要议题。 

1.1 理论意义 

教育改革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新时期教育方

向。本课题基于吉林省全面振兴战略、区域发展规划及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导向，聚焦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大需求，

运用管理学及类型学理论整合优化吉林省服务地方振兴

的高等教育资源，构建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创新联动机制，

提出高等教育服务地方振兴的新型组织模式。研究将丰富

新时期教育科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提供以实

际应用为目标导向的教学改革理论模式，进而为构建吉林

省教育科学内涵式发展的理论体系提供基础依据
[1]
。 

1.2 实践意义 

以智力驱动地方经济发展振兴为目标，以发挥地方政

府引领、服务、监督、推动作用为前提，以高等教育服务

为核心驱动引擎。以吉林省“十四五”经济发展政策导向

为指引，重点针对地方人才建设、四新发展、产业兴旺等

关键问题，构建吉林省高等教育服务地方创新发展的全生

态组织模式，以知识输出、技术创新、产学深化融合为路

径，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地方创新驱动发展的综合能力，进

而助力地方经济全面振兴。 

1.3 研究创新 

在学术层面，本研究立足以教育服务地方振兴为目标，

区域经济与管理为主导，运用多学科复合交叉创新管理、

区域规划、产业经济发展等学术观点，将教育服务应用到

地方振兴中，摒弃分隔单一学科的思维方式，站在多元全

局视角思考和研究教育实践组织模式创新问题，整合资源，

策略统筹，研究切实可行的实施模式。在研究视角、研究

思想和研究观点上都有所创新。运用多学科理论交叉融合

的方法进行研究，与教育部新学科发展理念相一致，并将

创新交叉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实际社会问题中，形成教育教

学改革学术创新增长点
[2]
。 

在应用层面，针对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中的核心政策议

题展开应用策略研究。以教学研究及社会实证为依据，以

产学研用联动机制和教育教学及科研成果实际转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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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提出地方高等教育服务切实可行的新型组织模式

框架。研究将构建教育资源服务新型模式，从教育改革、

知识创新到产业优化升级提供理论及应用范式，最终为高

等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地方发展提供可行性研究依据。 

2 国内外研究述评 

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的组织变革演化可概

括为由传统大学的基层组织结构向以学生为主体的创业型

组织、以校企合作为主体的市场型组织、以学术组织为主体

的科教研学性组织、以产业迭代创新生态平台为主体的新型

组织，以及其他混合型组织演变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随社

会经济发展及产业迭代，对地方服务的组织形式产生多元合

作创新形态，但结合区域资源异禀迫切需要系统化整合教育资

源，构建将知识创新与产业优化升级相融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机制，亟待提出教育服务地方振兴的具体创新组织模式
[3]
。 

2.1 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新技术日新月异迭代，世界

一流大学服务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

趋势愈加显著；在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的进程中，产学研多元

组织模式的创新生态体系也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应用支撑。

德国学者在地区发展中普遍认为“基于知识的转移效应”

是高校参与区域创新过程中最主要的途径，其二元制教育注重

理论与实践、高校与企业相结合，为德国工业 4.0的实施做出

巨大贡献；英国的教育科研机构为英国乡村农业发展提供主要

的智力支持；韩国“新村运动”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形

成自上而下全国性网络，指导新村现代化农业产业升级。 

2.2 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加强“双一流”

建设，发挥高校基础研究和协同创新能力，布局建设产教

融合创新平台及联合培养基地。吉林省“十四五”发展规

划提出需深化高等教育内涵发展与教育改革创新，加快新

工科及新农科等建设，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结合

自身特点发挥东北老工业基地及农业主产区优势，加强共

享型产教融合教育园区和实训基地建设，拓展“互联网＋

教育”，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打破地理区域藩篱，应用数字

技术跨区域深度开展产学研融合发展，为探索教育服务地

方振兴的实施路径提供研究方向
[4]
。 

3 高等教育服务地方新型组织模式框架 

在宏观层面，从生态系统视角对区域资源配置及编排

进行梳理，以全生命周期式组织模式，探究以高校为主体

的教学模式到教学成果应用转化全流程的产学研用组织

创新生态系统。中观层面，结合区域发展的资源禀赋优势

与劣势，对组织与组织间的创新合作组态模式进行研究；

微观层面，结合区域个体问题特征进行个体与组织间、个

体与组织平台间的模式创新研究。 

3.1 基本理论研究 

基于系统理论整体性原则，依托国家教育发展及地方

区域全面振兴发展的政策优势，即系统评价分析吉林省高

等教育资源特征；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利用

所研究资源的特征充分适配与编排，在产学研用多方联动

的创新机制下，结合具体发展潜力匹配适宜教育资源，是

高等教育服务吉林省全面振兴发展的核心要义。基于以上相

关资源理论研究拟构建新型组织的创新模式，并通过组织模

式的创新研究最大化高等教育服务资源的价值创造
[5]
。 

3.2 模式框架构建要素 

基于系统整体观视角，区域发展要素不充沛、欠均衡，

高等教育服务资源如何补充与优化；产学研作协同如何资

源整合，进行资源编排形成创新模式；个体人才资源缺乏

如何应用高校知识资源弥补等是构建高等教育服务地方

振兴策略框架的重要影响要素。基于地方发展战略，加强

产学研多维协同，促进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探索高校院所

与地方互利共赢，结合吉林省教育资源优势与特点提出高

等教育服务新型组织模式框架。 

3.3 高等教育服务地方新型组织模式 

3.3.1 “生态系统”--全周期式组织模式 

吸引高校和投资机构，激发高校专利成果转化应用，

发挥科研成果价值，以价值链形成为导向，产业链创新为

路径，以此构建产学研用生态系统，形成创新创业教学与

实践多元组织结合的全周期联动组织模式。发挥高等教育

专业优势，依据地方资源禀赋优势明显特征，进行产学研

用多方组织协同创新，促进人才、技术及智力资源助推创

新科技成果转化，造血式助推地方产业升级
[6]
。 

3.3.2 “流通协同”--共生联盟式组织模式 

共生机制的构建是多元协同联盟组织模式发展的前

提和保障，是发展资源不充沛地区高校与地方集约发挥优

势的共享捷径。在产学研用共生联盟模式中，以弥补地方

建设问题和发挥地方资源禀赋优势为目标，由产学研多主

体共生单元联合组成共生联盟模式，相互间进行知识流通

互动，进而达成开放协同、技术创新、价值共创的互利融

合共生的组织模式。 

针对地方资源禀赋特征和人才流动特点，改变人口由农

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进行跨区域整合及统筹引进特色

院校教育资源进驻地区乡村，打破壁垒形成校际、地校、校

企及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在实践教学中进行课程内容深化改

革，以城乡互动创新教学模式为载体，构建聚才引智平台。 

3.3.3 “虚实结合”--线上线下混合式组织模式 

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为产学研线上线下混合模

式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撑，疫情加速提升了互联网数字技术

的场景应用性，疫后数字经济时代中虚拟场景与现实场景

的线上线下混合组织模式，更加积极有效打破地理藩篱，

解决资源配置不充沛问题，有利于技术快速创新转化，进

而推进地区产业创新，以此促进区域间均衡发展。 

首先，对于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优势不显著地区，

借助数字技术进行产学研线上线下混合，可以更高效实现

知识输出与转化，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为地区发展注入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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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引擎，促使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其次，针对区域

高校四新建设特点以及企业类型特点，实施线上线下走出去

引进来更加灵活的优势互补策略。最后，在优化区域教育资

源供给基础上，积极把握疫后教育信息化的契机，完善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线上线下国际与国内跨区域实践合作。 

4 吉林省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策略 

4.1 构建吉林省高等教育服务地方振兴资源平台 

以吉林省振兴战略方向为目标指引，在实际的教育改

革和发展中突出吉林省自身特色，整合类型及特征优势统

筹梳理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研究打造教育资源库，针对实践具体问题，促进教育

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在教育资源库中进行精准高效匹配，

构建智力储备力及统筹发展目标实现力的教育资源与地

方振兴对接服务平台，基于此创新服务组织模式。 

4.2 建立产学研用全周期组织创新模式 

产学研用创新联动机制是以“十四五”期间吉林省现

有高校服务地方振兴为研究基础，将高校教育教学实践改

革及智力帮扶成果与企业协同合作，转化应用于吉林省地

方实践，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建设。

“用”主要是指满足实际需求，教育服务乡村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就是用。产学研用联动机制需要多方协同配合，因

此，联动全生命周期研究为本课题又一关键点。 

4.3 适配组织模式的类型化选择 

吉林是人文科教大省，是全国第 11 个、东北地区首

个获批建设的创新型省份，拥有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66 所高等院校、106 个研究与开发机构、11 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155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2 家院士工作站，229

个省级科技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长春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长吉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等众多科技创新平

台，科研物质条件指数居全国第 5 位，科技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指数居全国第 11 位。“985”和“211”高校录取率

分别排在全国第 4 位和第 6 位。目前，高端人才连续两年

进大于出，高校毕业生留吉规模实现“3 连增”，这为高

等教育服务地方全面振兴提供了充足的教育资源储备。 

吉林省是我国重要老工业基地，是国家粮食稳产保供

重要“压舱石”，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较为均衡全面，

近年来，中央相继制定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

等政策文件，特别是去年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时

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

在科技、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予东北地区相应支持，为吉

林省高等教育服务地方振兴提供了强有力保障。省委十二届

四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等提出，以“一主六双”高质

量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为前提，加快建设培育万亿级大农业集

群、大装备集群、大旅游集群、大数据集群，以“四大集群”

培育为重点、“六新产业”发展为方向、“四新设施”建设

为保障，围绕高质量发展“1+N”行动方案和“二十大工程”

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基于此，结合双一流建设改革深化教学实践，发挥高

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创新创业科技创新优势，促进政府发挥

功能，应用产学研用联动，根据自创、研发及网络等类型

切实提出如下适配组织模式（图 1）。 

 
图 1  吉林省高等教育服务地方新型组织模式框架图 

5 总结及展望 

本文以吉林省为例，研究为吉林省“十四五”一主六

双全面振兴战略构建聚才引智平台，为智力创新提供教学

实训基地，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提供空间，进而为

同类型发展资源不充沛地区教育教学改革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可行性研究依据。为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地方

振兴提出切实可行的新型组织模式。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高等教育

服务吉林振兴的新型组织模式研究”（项目编号：ZD2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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