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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于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耦合性#构建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引入

协调度模型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我国
/#

个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协调程度进行测算#结果

表明#研究生教育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与二者协调度水平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性#且我国科教资源分布

不均#各地区科教融合程度呈现%马太效应&#各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差别较大#多数省份处于

初级协调或低度失调状态#科技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两者的协调程度'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科技发展(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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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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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

言

科技与教育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就像

引领向前的两架马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民众

素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历史上发生

的三次产业革命无不是科技与教育结合的产物)而

研究生教育是建立在本科教育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

专业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系统的最高层次$是高层

次人才输出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我国人才强国战

略与科教兴国战略的结合点与制高点$是国家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特征是科学研究与人

才培养相统一$这也注定了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

紧密相关*

$.!

+

)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在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科技创新

能力的不断增强已成为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引

擎$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和质量的提升为区域经济

的健康持续增长提供了人力保障与智力支持)可以

预见$未来区域的科教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该

区域经济竞争力水平的高低)因此$加强对研究生

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性的关注$对于缩小区域之间

的科教差距(提升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水平(

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层次人才(不断增

强区域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教育与科技的互动关系也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

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在教育领域尤其

是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协调互动领域做了一些

有益探索)庞青山!

$--%

"梳理了英(法(美(日等国

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尤其是对各国工科研究生教

育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

+

)沈百福等

!

!#$#

"通过选取教育和科技指标进行两两指标位次

对比$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与科技协调发展的地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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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协整方程(误差修

正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科类结

构(区域结构与科技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探测*

%."

+

)

总的来看$现有文献从区域或省际角度对研究

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协调程度进行测度的研究并不

多$且多利用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指标在全国的

排位差近似反映二者协调程度$或选取单一指标构

建方程进行测度$在二者协调度的科学合理评价方

面尚有改进的空间)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

上$结合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互动机制$引入协调

度模型$同时构建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评

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主客观结合赋值方法$利

用协调度模型从区域和省际差异角度对全国八大区

域和
/#

个省市的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水平

进行测度$以期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全

面协调提供理论支持)

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协调度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

测度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涉及到研究

生教育和科技两个子系统)鉴于两个系统耦合的复

杂性及多维性$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本文依据系

统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和可获取性原则

等$对两个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描述$以尽可能反映

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保证各评价指

标定义明确(来源可靠(可采集性强$同时能够较好

地体现横向差异性和可比性)

为了更好地表征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协调发展的

程度$本文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办学

规模(培养质量(科研效益三个维度来衡量研究生教

育水平,用科技投入(科技产出两个维度反映科技发

展水平)为了保证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完备性$我

们深入研读了相关文献*

4.$$

+

$并筛选出其中的高频

指标进入指标池$然后采用专家咨询法对指标进

行二次筛选$最后对各项指标进行整理与归集$从

而建立了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评价体系

!见表
!

")

"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为了综合考虑赋值过程中的主客观因素$本文

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相结合来确定指标权重的

突变综合评价法)具体来说$就是采用层次分析法

对功能层指标赋值$通过构建判断矩阵$采用
$

!

-

级量表对各指标相对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通过

最大特征根法计算权重向量和最大特征根$并对判

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随机一致性比率小于
#7$

时表明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反之则须重新

进行两两比较$直到符合条件为止)由此得到的数

值可以较为科学地反映功能层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

度)在评价层指标赋值方面采用熵值法$指标值的

差异程度越大$则表明该指标载荷的信息量越大$即

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反之则认为

其载荷的信息量较少$即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作

用不明显)因此$利用熵值法对标准化后的原始数

据进行计算可以较好地反映指标的客观性)而各指

标的综合权重为功能层指标权重与评价层指标权重

的乘积$从而使得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评

价体系同时反映主客观因素$在保证计算高效简洁

的基础上又不失科学性与合理性$进而可以更好地

测算二者协调程度)

"三#协调度评价模型的构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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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映研究生教育水平的

"

个指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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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反映科技发展水平的

$

个指标$利用协调度的测算方法对研究生教育与

科技发展协调度进行测算$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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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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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协调度!

#

#

+

#

$

",

-

为调节系数!

-

$

!

")

+

反映了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性的数量

程度)

+

越接近
$

$表明二者协调程度越高$

+

越趋

近于
#

$则两者协调性越低)然而协调度
+

存在仅

从数量角度反映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不能较好地

体现各系统发展水平之缺陷)因此$本文对其进行

了适当修改$在原有基础上对协调度和系统发展水

平进行综合$进一步表明系统中研究生教育与科技

发展的协调度$用
+

.

表示'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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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和
"

为待定系数$且满足
!

8

"

9$

)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协调度
+

.

值的

大小将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协调程度划分为
%

个类型$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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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

协调度类型的划分标准

+

.

值
#

!

#)!# #)!#

!

#)&# #)&#

!

#)"# #)"#

!

#)3# #)3#

!

$)##

协调度类型 严重失调 低度失调 初级协调 中度协调 高度协调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本文以我国
/#

个省

市!西藏除外"为比较对象$数据来源于1

!#$/

年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2(1

!#$/

年中国统计年鉴2(1

!#$!

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1

!#$!

年

!

!#$/

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

"二#数据标准化与指标赋权

$)

原始数据标准化)鉴于各指标对系统的指向

不同$单位也存在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直线型

无量纲化方法解决各指标间量纲不同而难以进行综

合汇总的问题)在数据收集后应对原始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具体过程如下'

#'

&

!

'

:0;!

'

!

!

'

为正指标"

#'

&

:0;!

'

,

:<=!

'

/

!

'

:0;!

'

!

!

'

为负指标"

!!

!)

权重赋值)根据已构建的研究生教育与科技

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

*6>

"

对各专家打分测算出功能层指标的权重$利用熵值

法根据各指标客观数据测算结果得出评价层指标权

重$各项指标综合权重为功能层指标权重与评价层

指标权重的乘积)

"三#结果与分析

本文分别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功能层指

标和评价层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利用
?0@A01

可以

得出各项指标的综合权重$如表
!

所示)根据协调

度测算公式$经专家系统决定$令公式中
-9!

$

!

9

"

9$

3

!

$代入标准化后的各项指标数据$即可得到
/#

个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的得分$测算

结果如表
/

所示)

$)

省市分析)根据对各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

发展协调度的测算结果$结合协调度类型的划分标

准$可将
/#

个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水

平划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为高度协调型$只有北京

表
1

!

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 功能层
功能指标

权重
0

$

评价指标层 单位
评价指标

权重
0

!

综合权重

0

$

B0

!

研
究
生
教
育
子
系
统

办学规模
#)&$/4

培养质量
#)!"&%

科研效益
#)/!$3

在校硕士研究生数量 人
#)$"/$ #)#"4%

在校博士研究生数量 人
#)/%"% #)$&4%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 个
#)$##& #)#&$"

博士一级学科授权点 个
#)!&4$ #)$#!!

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个
#)$/!- #)#%%#

研究生生师比
C #)!-4/ #)#43"

研究生教育竞争力 分
#)4#!4 #)$3%-

科研经费支出总额 万元
#)!4/3 #)#33$

发表论文数量 篇
#)!3"" #)#-!!

专利授权数量 件
#)&/-% #)$&$&

科
技
发
展
子
系
统

科技投入
#)&43"

科技产出
#)%!$&

DEF

人员全时当量 人3年
#)&4/# #)!!"&

万人
DEF

人数 人3万人
#)/!#4 #)$%/%

DEF

经费占
5F>

比重
C #)!#"/ #)#-34

国际论文数量 篇
#)$//4 #)#"-4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量 件3万人
#)$%&$ #)#3#&

技术合同成交额 万元
#)!-$% #)$%!#

高技术产业产值占
5F>

比重
C #)$#"! #)#%%&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产值 万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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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我国各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测算结果

省市
G

!

;

" 排名
H

!

I

" 排名 排位差
J J

!

F

" 排名

北京
#)3"$& $ #)"3"3 $ # #)-4&4 #)3"3" $

江苏
#)""#% ! #)%-/4 / 2$ #)--&/ #)43-" !

广东
#)&3%! / #)"$&! ! $ #)-4!4 #)4/$! /

上海
#)&4-! & #)/-$& & # #)-4-4 #)"%/# &

浙江
#)&##$ " #)/4%- % $ #)--3$ #)"!!/ %

山东
#)&!$$ % #)!3/- 4 2! #)-!%" #)%4$! "

天津
#)!%#& $% #)!3%# " - #)--$4 #)%$%! 4

湖北
#)/-/- 4 #)$44% - 2! #)4//3 #)&%4- 3

福建
#)!/"3 $" #)$-#% 3 3 #)-4"4 #)&%"3 -

陕西
#)/&// - #)$"3# $# 2$ #)443" #)&&"! $#

辽宁
#)/%%- 3 #)$%4- $$ 2/ #)4!%# #)&/$% $$

四川
#)/$!! $# #)$%!3 $! 2! #)4433 #)&!%% $!

安徽
#)!%$# $& #)$&3% $/ $ #)34!" #)&$4% $/

湖南
#)!3!" $$ #)$/$$ $& 2/ #)4&-3 #)/-/3 $&

河南
#)!%&- $/ #)$!%& $% 2! #)43$" #)/3%% $%

重庆
#)!$/! $- #)$$&% $" / #)3!4# #)/"3$ $"

黑龙江
#)!"&& $! #)$#3$ $4 2% #)"4-# #)/%%" $4

吉林
#)!/%& $4 #)#-"% $3 2$ #)"3#% #)//"$ $3

河北
#)!/$# $3 #)#3-! $- 2$ #)"&"$ #)/!$" $-

山西
#)$4"! !& #)#4/" !$ / #)"-$! #)!-/3 !#

江西
#)$3-& !# #)#4&$ !# # #)"%/% #)!-/& !$

甘肃
#)$3!% !$ #)#%-/ !! 2$ #)%&3! #)!%4% !!

广西
#)$3## !/ #)#%3& !/ # #)%&4$ #)!%%& !/

内蒙古
#)$"%" !" #)#%%/ !& ! #)%"/- #)!&-" !&

宁夏
#)$/$4 /# #)#&&& !" & #)%"3- #)!!/3 !%

云南
#)$3$$ !! #)#&"$ !% 2/ #)&$3" #)!$3$ !"

贵州
#)$"#- !4 #)#&!& !4 # #)&/%- #)!$#% !4

青海
#)$&&% !3 #)#//$ !- 2$ #)/"3! #)$3#3 !3

新疆
#)$"34 !% #)#//% !3 2/ #)/#%- #)$4%3 !-

海南
#)$&!! !- #)#/$! /# 2$ #)/&3# #)$4/4 /#

入围$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程度最高

的省市,第二类为中度协调型$包括江苏(广东(上

海(浙江
&

个省市,第三类为初级协调型$包括山东(

天津(湖北(福建(陕西(辽宁(四川(安徽
3

个省市,

第四类为低度失调型$包括湖南(河南(重庆(黑龙

江(吉林(河北(山西(江西(甘肃(广西(内蒙古(宁

夏(云南(贵州
$&

个省市,第五类为严重失调型$包

括青海(新疆(海南
/

个省市)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间研究生教育

与科技发展协调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协调度较高的

省份少$大部分省市处于初级协调或低度失调状态)

同时$通过对比各省市研究生教育水平与科技发展

水平排位差和二者协调度水平可以发现$排位差虽

然可以根据各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事业发展水平

在全国的位次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二者发展的同

步程度$但尚不能较好地体现二者内部的协调程

度)此外$通过对比研究生教育水平(科技发展水

平及二者协调度的排名次序$各省市科技发展水

平评价值排序与二者协调度评价值排序几乎完全

一致$表明科技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两者

的协调程度)

!)

区域分析)为了更好地反映我国不同区域研

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融合程度的差异性$本文以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课题

组的相关研究论文中*

$!

+对于全国八大区域的划分

!如表
&

"为依据$对不同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

展协调性进行评价$结果如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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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我国八大区域分布图

区域 包含省市

东北地区 黑龙江(吉林(辽宁

北部沿海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东部沿海地区 上海(江苏(浙江

南部沿海地区 福建(广东(海南

黄河中游地区 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

长江中游地区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大西南地区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

大西北地区 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

均值数据反映的是不同区域的平均水平$从测

算结果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研究生教育水平评价

值(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值(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

调度评价值均为八大区域首位$而北部沿海地区三

项指标评价值均列次席$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和北部

沿海地区的研究生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

内遥遥领先的同时$科教融合程度高$研究生教育与

科技发展相互促进)与之相对应的是$大西北地区

和大西南地区三项指标评价值皆垫底$研究生教育

水平落后$科技发展动力不足$研究生教育与科技缺

少互动$处于低度失调状态)总的来看$研究生教育

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与二者协调度之间具有较强的

正向关联性$研究生教育水平较高(科技发展水平较

好的区域二者协调程度也相应较好)此外$无论是

研究生教育水平(科技发展水平还是二者协调度水

平$沿海地区明显优于其他各区域$表明我国科教资

源分布不均$各地区科教融合程度呈现%马太效应&)

标准差反映的是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具体来看$

研究生教育水平方面$沿海地区各省市间差异较大$

而大西北地区各省市之间最为接近)在科技发展水

平方面$南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各省市间差

异最大$大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各省市间差异最小)

在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方面$南部沿海地

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内部各省市间差异较大$大西北

地区和东北地区内部各省市间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

展协调度差异较小)北部沿海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

各项指标标准差均高于其它区域$表明在区域内部$

科教资源较为集中在个别省市$也说明综合实力处

于优势地位的北京(天津(广东等省市对区域内部其

它省市的辐射效果还有待加强$从而进一步带动区

域的共同发展与协调发展)

表
4

!

我国八大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对比

八大地区
G

!

;

"

H

!

I

"

J

!

F

"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东北地区
#)!3%! #)#%$/ #)$!#3 #)#!"" #)/4&& #)#&$!

北部沿海地区
#)&&$# #)!%/4 #)//"! #)!$4" #)%"-! #)$-"$

东部沿海地区
#)%$// #)$#-# #)&%/4 #)#--! #)"33/ #)#4!4

南部沿海地区
#)!33# #)$&&4 #)!43" #)!&"# #)&%/- #)!!4"

黄河中游地区
#)!/%# #)#4$& #)$#%" #)#&&/ #)/&/3 #)#4"3

长江中游地区
#)!4-! #)#4&! #)$/!3 #)#/44 #)/-#" #)#"#"

大西南地区
#)!#-% #)#%&$ #)#3!3 #)#&/" #)!-%% #)#3"#

大西北地区
#)$%"- #)#$-- #)#&!" #)#$#4 #)!#-% #)#//&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依据研究生教育与科技互动发展内在耦合

性构建了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评价指

标体系$创新性地将协调度模型与层次分析法和熵

值法相结合$进而对我国
/#

个省市的研究生教育与

科技发展协调程度进行测算$同时根据测算结果对

我国八大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水平进行

评价$通过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整体上看$我国研究生教育水平(科技

发展水平与二者协调度水平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关

联性$研究生教育水平较高(科技发展水平较好的区

域!省市"二者协调度水平也较高,此外$无论是研究

生教育水平(科技发展水平还是二者协调度水平$沿

海地区明显优于其他各区域$表明我国科教资源分

布不均$各地区科教融合程度呈现%马太效应&)

第二$我国各省市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

度差别较大$其中$协调度较高的省份少$多数省份

处于初级协调状态$低度失调省份达到
$&

个$另有

/

个省市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同时$现有研究中常

用的排位差方法仅能孤立地反映各省市研究生教育

水平与科技发展水平在全国的位次差异$无法较为

科学合理地测算二者协调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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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与研究生教育水平排名次序相比$各省市

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值排序与二者协调度评价值排序

几乎完全一致$表明科技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两者的协调程度$因此$为了提高研究生教育与科

技发展的协调程度$不仅需要重视研究生教育的人

才培养功能$还要加快发挥科技引领的作用)

总之$对我国八大区域(

/#

个省市研究生教育

与科技发展协调度的测度研究$对于加速科教融合(

提升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程度具有一定

的理论与决策指导意义)鉴于协调度模型(层次分

析法(熵值法以及指标选取等用于测度研究仍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考虑寻找其他

评价方法对二者协调程度进行测算)

参考文献!

*

$

+王孙禺$袁本涛
)

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的几点

思考*

K

+

)

现代教育科学$

!##%

$!

/

"'

"#)

*

!

+陆爱华
)

研究生教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研究*

K

+

)

中国

高教研究$

!##&

$!

!

"'

/#./!)

*

/

+庞青山
)

发达国家工科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及其与科技

发展关系初探*

K

+

)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

$!

$

"'

3!.3")

*

&

+沈百福$董泽芳
)

高教发展与经济(科技发展的区域协调

研究*

K

+

)

教育与经济$

!###

$!

!

"'

!4./#)

*

%

+袁本涛$王传毅$曾明彬
)

我国研究生教育科类结构与经

济(科技发展协调性的实证研究*

K

+

)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

!#$/

$!

&

"'

-!.--)

*

"

+袁本涛$王传毅$胡轩
)

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与经

济(科技发展的协调性研究*

K

+

)

高等教育研究$

!#$/

$

!

4

"'

/-.&&)

*

4

+张振刚$林春培$金文钧
)

基于研究生教育和经济协调发

展的学位授权点区域布局研究*

K

+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

$!

!

"'

$".$3)

*

3

+黄海军
)

我国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

研究*

K

+

)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K

+

)!#$$

$!

&

"'

%"."")

*

-

+王传毅$袁本涛$文雯
)

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外部协

调性之实证研究*

K

+

)

研究生教育研究$

!#$/

$!

!

"'

!.3)

*

$#

+祁晓$赵庆年
)

区域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结构的评价及测

度###以广东省为例*

K

+

)

教育发展研究$

!#$!

$!

!/

"'

&%.%!)

*

$$

+郭江江$戚巍$缪亚军
)

我国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

度的测度研究*

K

+

)

中国科技论坛$

!#$!

$!

%

"'

$!/.$!-)

*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课题

组
)

中国!大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分析*

K

+

)

广西

会计$

!##/

$!

%

"'

&&)

56+#*

7

"%+8,9,

:

$,,"(;""$*/%&+/"%<,+=,,%>,

:

/"%&'?"@+

:

$&*#&+,-*#.&+/"%

&%*9,A,'"

B

C,%+"(6./,%.,&%*D,.8%"'"

:7

L*'5M<.NOP=

0

$

QRLP<

1

$

LSF0=.T0=

1

!

(12345565

7

89*6'3:

77

(';<

$

=$'>?;<'@

#

5

7

23'?$3?($A)?34$565

B#

5

7

+4'$(

$

C?

7

?'

$

:$49'!/##!"

,

*1D

77

'3?5

7

.?>?65

E

"?$@($A86($$'$

B

$

=$'>?;<'@

#

5

7

23'?$3?($A)?34$565

B#

5

7

+4'$(

$

C?

7

?'

$

:$49'!/##!"

"

5<@+$&.+

'

*U@VT

I

<UN(=TVN@PT(=@OPTP

W

,PPU(XN((,T<=0@<(=1P@YPP=,P

W

<(=0A

+

(U@

W

,0TV0@PPTVN0@<(=0=TTPZPA(

+

:P=@(X

UN<P=NP0=T@PNO=(A(

WI

!

F[H

"

<=@O<,@

I+

,(Z<=NPU0=T:V=<N<

+

0A<@<PU(XJO<=0Y<@O0U

+

PN<0APZ0AV0@<(=<=TP;U

I

U@P:PU@01A<UOPT

1

I

N(V

+

A<=

W+

(U@

W

,0TV0@PPTVN0@<(=0=TF[H)DPUVA@UUO(Y@O0@@OP,P<U0

+

(U<@<ZPN(,,PA0@<(=1P@YPP=,P

W

<(=0A

+

(U@

W

,0TV0@P

PTVN0@<(=0=TF[H

,

@OP?0@@OPYPXXPN@<UPZ<TP=@Y<@O0=V=PZP=T<U@,<1V@<(=(XPTVN0@<(=,PU(V,NPUX,(:,P

W

<(=@(,P

W

<(=U(

@O0@@OPTP

W

,PP(XN((,T<=0@<(=1P@YPP=

+

(U@

W

,0TV0@PPTVN0@<(=0=TF[HZ0,<PU0:(=

W

T<XXP,P=@,P

W

<(=U

,

@OP,P<U0=<=<@<0A

TP

W

,PP(XN((,T<=0@<(=(,0A(YTP

W

,PP(X<=N((,T<=0@<(=1P@YPP=

+

(U@

W

,0TV0@PPTVN0@<(=0=TF[H<=:(U@

+

,(Z<=NPU

,

0=T@(0

A0,

W

PP;@P=@

$

@OPAPZPA(XF[HO0U0OV

W

P<:

+

0N@(=@OPTP

W

,PP(XN((,T<=0@<(=1P@YPP=

+

(U@

W

,0TV0@PPTVN0@<(=0=TF[H)

E,

7

="$*@

'

+

(U@

W

,0TV0@PPTVN0@<(=

,

TPZPA(

+

:P=@(XUN<P=NP0=T@PNO=(A(

WI

,

TP

W

,PP(XN((,T<=0@<(=

/

-

/

王子晨#等)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发展协调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