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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是立国之本，创新是强国之路。
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深入了解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历史、现状
、特点及其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有利于从战略的角度寻求和把握研究生教育改革和研究生创新能
力培养的途径。
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研究生教育与其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举措，对我们
既是参考，又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也是书中精心梳理的重要内容。
《高校社科文库：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体系》对科技管理、教育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及相关专业的
大学牛、研究生和从事科技与教育管理的人员以及有关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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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桂华，男，湖南双峰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北京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等。
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著述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实践及思考》、《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
育卷》（主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新进展》（主编）等，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国
高教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省
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许放，男，江苏无锡人。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教育管理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原院长、高等教育研究所原副所长等。
主要著述有《中国行政改革概论》、《国家公务员制度》（主编）、《中国民国政治史》等，在《中
国高等教育》、《教育评论》、《科技进步与对策》、《科技管理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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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第一章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沿革、基本现状与发展趋势第一节 我国学位制度与研究生
教育的历史沿革第二节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现状第三节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
第四节 从研究生教育大国到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第二章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第一节 国家创新体系
的产生与发展第二节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与特点第三节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未来建设与发展第
三章 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一节 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第二节 
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第三节 国家创新体系对研究生教育的更高要求第四章 研究生教
育改革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第一节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主题第二节 高校学
科建设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第三节 高校科研体制改革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第四节 产学研结
合的培养模式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下篇第五章 美国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体系第一节 美国研究
生教育第二节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第三节 美国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第四节 美国研究生教
育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对我们的启示第六章 法国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体系第一节 法国研究生教育
第二节 法国国家创新体系第三节 法国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第四节 法国研究生教育与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对我们的启示第七章 日本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体系第一节 日本研究生教育第二节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第三节 日本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第四节 日本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对我们的启示第八章 韩国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体系第一节 韩国研究生教育第二节 韩国国
家创新体系第三节 韩国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第四节 韩国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对我们的启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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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①因而，重点学科具有优越的教学和科研条件，有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和充足的科研经费，并得到
国家和高校的重视。
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重要导向，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是重点学科建
设经费的重要来源。
这都为研究生的学习、科研训练和独立开展科研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的
教导，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重点学科的发展往往具有全局的作用，通过重点学科带动其他学科，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促进
学科整体水平的提高，形成合理的学科体系。
以重点学科发展为主体，积极推进相关学科的重组、延伸和交叉融合，逐步寻找和形成新的学科生长
点，将使传统学科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通过重点学科带动学科群的发展，使高校成为知识创新和解决国家重大科技问题、培养创新型人才的
重要基地，有效地推动和提高高校整体办学水平。
重点学科建设有效地提高了高校的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形成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发挥了高校在国
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2.交叉学科建设是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之间表现出即高度分化又高
度综合的大趋势，学科的交叉融合成为科技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创新源泉。
学科交叉是指不同学科（或分支学科）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融合渗透的过程。
按学科交叉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三类：（1）边缘学科，在两门及以上学科的交界处相互渗透实现交叉
，如生物物理学、生物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经济法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经济学等；（2）横断学
科，不同学科对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形成的交叉，如数学科技、系统论、控制论和
信息论等；（3）综合交叉，通过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共同的研究客体进行研究产生交叉，如海洋
学、空间科学、环境学等。
②　　所谓交叉学科是指“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内，通过各自两门以上学科
的理论、观念、技术和方法彼此杂交、吸引、融合、互补、共振等，形成具有单一学科所不及的特殊
功能的新兴学科群”③。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世界科学技术已逐步向综合化、集成化发展。
“经典的分门别类进行分析”的时代正在向“学科交叉与综合”的时代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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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校社科文库》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
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为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学
术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方子通
过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
秀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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