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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科文与安徽发展共生形态研究》是《安徽经济社会发展论丛》之一，学科内容涉及面宽，涵
盖了教育篇、科技篇、文化篇三大篇，关注区域梯度发展前沿，研究“后发”省区成长规律，彰显学
科交叉综合智慧，谋略地方全面崛起讲路。
内容层次分明，立体感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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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共生理论视阈中大学与区域发展共生系统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是教育经
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高等教育学等多学科一直关注的重要学术命题，也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型
跃升为大众化之际有关大学改革的重大实践命题。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重建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这一关系应该以什么样的高效模式承载，又需
要什么样的体制保障？
从方法论考察，以往的研究大都是把既有的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状态作为给定的静态基础，就高等教
育作为经济发展“要素”的效应、区域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支持程度等视角展开的，而缺乏从动态的、
系统的相对关系模式及其效率和制度环境上的研究。
如果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兹创立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又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纳入经济增
长的“内生因素”并证明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理论从解构意义上揭示了在整个
经济发展要素中的大学功能，那么从辩证角度看，我们还需要在建构意义上研究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
关系的具体模式。
在最新的有关讨论中，一些大学校长提出了“大学与区域共生”的理念，并将此上升到大学存在合法
性和大学可持续发展生命力的层面加以思考。
“共生”较之于以往研究认为的“协调”、“互动”概念在相对关系意义上更为深化。
我们曾引入共生理论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建构大学与区域经济的共生系统”的命题，并认为以共生理
论的视域和范式来观察和研究大学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是一个更具解释力和建构力的新的分析框架，
也是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的路径。
　　共生理论最初是生物学的一个基础理论，以后被拓展到社会科学研究，广泛运用于关于人类社会
关系模式的分析与解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都有关于该学科对象领域共生问题的研究，因而
导入教育经济学研究无疑具有合理性。
共生理论的研究方法概言之是建构一个系统框架，通过共生单元（共生主体的属性和功能）、共生模
式（共生体联结的具体形式）、共生界面（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分析，旨在寻求最佳的共生效率
（共生存在和持续的生命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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