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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型大学学科生态系统发展模型及仿真研究》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与思想分析了研究型大
学学科生态系统的结构、属性及运行机制，研究了学科生态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研究型大学
学科生态系统的发展模型并对其进行了仿真研究，据此提出了研究型大学学科发展战略选择的相关对
策及建议。
　　《研究型大学学科生态系统发展模型及仿真研究》能够为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研究大学学科系统
提供理论依据，为我国相关学科建设部门制定学科发展政策提供实践支撑，并能为推进我国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的建设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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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树东，男，1973年生，山西人，汉族，管理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信息管理、战略管理、高等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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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偏利关系　　偏利关系强调了两个学科之间促进作用的单向性，即一个学科的发展对另一个学
科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过来，另一学科发展对前一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或者不突
出。
　　在研究型大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学科加入进来，使得学科规模快速增长。
在新加入的学科中，除了一部分学科属于竞争性比较强的相似学科个体外，还有一些学科是新兴应用
学科，这些学科的发展往往需要基础学科支持。
例如，计算机类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支持。
而这些应用学科本身对基础学科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那么这两类学科间就形成了偏利关系，并且这
种偏利关系表现为，某些学科的发展对另外一些学科具有促进作用，而另外学科的发展对于这些学科
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本研究将这种偏利关系定义为“偏利无关型”关系，即一学科对另一学科是偏利的，另一学科对这一
学科是无关的。
　　偏利关系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当形成偏利关系的两个学科是核心学科和该学科的辅助学科（
相关学科）时，核心学科是相关学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离开核心学科，相关学科将呈现逐渐消亡的状态。
尽管相关学科对核心学科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核心学科的主导性作用相比，这种作用十分有限
。
本研究将核心学科与相关学科间的偏利关系定义为“偏利依存型”关系，即一学科对另一学科是偏利
的，另一学科是这一学科的附属品。
　　偏利依存型模型中所涉及的学科往往是一些具体的二、三级学科，这样能准确地区别出核心学科
与相关学科。
而分析一级学科间的偏利关系时，偏利无关型往往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本研究研究对象以学科生态系统中较高层次的一级学科间的生态关系为主，所以后文如无特别说明，
学科偏利关系反映的是偏利无关型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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