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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标志着协同创新的

“2叭1计划”是我国高校

最近正在推进的重要工

程，本期特推出2篇已经

在实践中做出成绩的作

者文章：《面向需求，协

同创新，提升为国家科

技经济发展服务的能

力》与《协同创新。探索

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

可以为后续的研究者抛

砖引玉。本期专题研究

选择了《中心城市高等

学校体系建设思考——

国际经验与深圳案例》

和《地方高等学校专业

体系与经济轴心关系匹

配》2篇文章，对我国区

域(城市)高等学校体系

建设有启发意义。本期

推出的新栏目《高等教

育的前世今生》，是希望

通过对高等教育历史的

纵贯式“阅读”，让我们

在直面当今教育问题时

获得柳暗花明的启迪，

在朝向不确定的未来时

拥有宽广而深邃的视

野。首发2篇力作《近

代大学教授会与当前教

授委员会的比较研究》

与《时间视角下中国现

代大学制度的微观社会

基础与现实构建》相信

会使读者受益。《案例

研究》专栏作者通过对

苏州工业园区股份制职

业技术学院的相关治理

研究。为我国现代大学

制度建设和法人治理结

构提供了可贵的案例参

考。其他常设栏目文章，

在研究视角，直面现实、

理论研究方面也有许多

新意。

执行编辑朱漪云 英文核校 苏建红 出版日期：2012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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