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N 1000一2995

CN 11—1567／G3

▲

研管理◆◆

Keyan Guanli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22年12月第43卷第12期
o i
o|『||
||||

||||
_||
||||

||||||||||

||||||j||

l||◆||

万方数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级重要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科 研 管 理

Kevan Guanli

2022年12月 第43卷 第12期 总第326期

目 次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水电工程技术标准国际化路径——英国标准协会(BSI)案例研究

⋯⋯⋯⋯⋯⋯⋯⋯⋯⋯⋯⋯⋯⋯⋯⋯⋯⋯⋯⋯⋯⋯⋯⋯⋯⋯⋯⋯⋯⋯唐震，张露，张阳(1)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育成机制研究⋯⋯⋯⋯⋯⋯⋯⋯⋯⋯⋯⋯⋯方曦，尤 宇，刘 云(14)

中国人才生态环境对高学历人才集聚效应影响分析⋯⋯⋯⋯⋯⋯⋯⋯⋯⋯⋯⋯张波，丁金宏(24)

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能力驱动研究——基于长三角的实证分析⋯⋯孔令丞，柴泽阳，邱丹霞(34)

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分析中国光伏产业的追赶与超越⋯⋯⋯⋯董彩婷，柳卸林，高雨辰，王曦(44)

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思维模式——基于TRIz的设计⋯⋯⋯⋯⋯张治河，高中一，檀润华，孙丽杰(54)

效果推理逻辑对新创科技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陈晓红，邓全林，关健(69)

新能源汽车行业知识流动的技术竞合机制研究⋯⋯⋯⋯⋯⋯⋯⋯⋯⋯⋯孙玉涛，王 茜：陈灵芝(79)

组态视角下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研究⋯⋯⋯⋯⋯⋯⋯⋯⋯⋯⋯⋯⋯⋯⋯熊爱华，侯德恩(89)

绩效反馈还是审时度势：企业研发搜索行为的策略选择研究⋯⋯刘景东，范宁城，肖 瑶，朱梦妍(98)
智能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张万里，宣 呖，张澄，睢博，朱雅玲(107)

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于连超，张卫国，毕茜(117)

强制许可与药品获取：美国和巴西的案例研究⋯⋯⋯⋯黄灿，徐戈，张玉蓉，李兰花，郑素丽(125)

生产性服务与农业创新：农时约束及环节异质性⋯⋯⋯⋯⋯⋯⋯⋯⋯⋯刘家成，钟甫宁，徐志刚(135)

国际创业中企业家认知形成与成长机理研究⋯⋯⋯⋯⋯⋯⋯⋯孙新波，何建笃，张媛，马慧敏(144)

整合共享型人力资源实践与团队创新绩效

——团队跨界行为与包容型领导的作用⋯⋯⋯⋯⋯⋯⋯⋯⋯⋯⋯⋯陈 耘，赵富强，陈凯佳(154)

职称差异对科研成果的影响机制研究——以人文社科研究为例⋯⋯⋯俞立平，周广澜，段云龙(163)

高管认知、行业管制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余芬，樊霞(173)

职场排斥对新生代员工偏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赵金金，刘博(182)

融合研究范式的特征及测度研究⋯⋯⋯⋯⋯⋯⋯⋯⋯⋯⋯⋯⋯⋯⋯⋯肖小溪，林德明，刘文斌(190)

以双层治理推动基础研究类院所改革⋯⋯⋯⋯⋯⋯⋯⋯⋯⋯⋯⋯⋯⋯⋯⋯⋯⋯韩凤芹，李丹(198)

《科研管理》期刊2022年总目录⋯⋯⋯⋯⋯⋯⋯⋯⋯⋯⋯⋯⋯⋯⋯⋯⋯⋯⋯⋯⋯⋯⋯⋯⋯⋯⋯(204)

[期刊基本参数]cNll—1567木1980术b术A4木208爿：zh木P半￥28．00术3000水21木2022—12

本刊电子信箱：kygl@casisd．cn

校 对：张忠奎

责任编辑：王萍

万方数据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KEYAN GUANLI

December．2022 V01．43 N0．12

Contents

The incema“onalization paIh of hydroelectric engineering technical standards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A case study of BSI⋯⋯⋯⋯⋯⋯⋯⋯⋯⋯⋯⋯⋯⋯⋯⋯⋯⋯⋯⋯⋯⋯⋯⋯死增劢肌，劢。增LM，孔。昭沌昭(1)

Research on lhe intellectual propercy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nal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projects⋯⋯⋯⋯⋯⋯⋯⋯⋯⋯⋯⋯⋯⋯⋯⋯⋯⋯⋯⋯··几ng皿，％u地，“M地n(14)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talent ecolo舀cal environment on the agglomeration efkct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in China⋯⋯⋯⋯⋯⋯⋯⋯⋯⋯⋯⋯⋯⋯⋯⋯⋯⋯⋯⋯⋯⋯⋯Z^o，w曰o，Ding^n^o，曙(24)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of regional inte铲ation to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Yan殍ze River Delta⋯⋯⋯⋯⋯⋯⋯⋯⋯‰增￡i，舻^e增，劬oi Ze妒ng，aM Dn砒泌(34)

An analysis of the catching up and surpassing of China’s photovoltaic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lion ecosystem⋯⋯⋯⋯⋯⋯⋯⋯⋯⋯⋯D0增％i“ng，厶M觚e胁，铂o y∽船n，耽昭舡(44)
A mindset intending to break through”bottleneck”technologies——A design based on TRIZ

⋯⋯⋯⋯⋯⋯⋯⋯⋯⋯⋯⋯⋯⋯⋯⋯⋯⋯⋯··劢n增劢批，能。劢。恻i，死n RM凡^Mo，SMn￡咖(54)

Research on the eff色ct of ef南ctuation on innovation of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Ckn Xi∞b唱，De昭Q∽凡妇，GMⅡH五ⅡH(69)

A studv of the technical co—ope“tion mechanism on 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now in the

new energ)r vehicles industry ⋯⋯⋯⋯⋯⋯⋯⋯⋯⋯⋯⋯⋯⋯⋯⋯⋯⋯⋯⋯SMn yH缸o，耽ng Qi口n，C^e凡￡i凡舻^i(79)

Research on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path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fm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凰ong A；^u口，月bu De’e凡(89)

Perf0Hnance feedback or judging situations：A study of the strategy selection in the R&D search

behavior of enterprises⋯⋯⋯⋯⋯⋯⋯⋯⋯⋯⋯⋯⋯⋯⋯三沲^增d0增，n凡M，舻^e昭，舡oo№o，劢M讹，zg弘n(98)
Can inteUigent technology impmv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liVity and techn0109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劢n增耽n如，X“nn玩ng，劢。愕∞e增，S“i Bo，玩M拖fi昭(107)

The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efkct of govemment enVimnmental audit on corporate innoVa“on

⋯⋯⋯⋯⋯⋯⋯⋯⋯⋯⋯⋯⋯⋯⋯⋯⋯⋯⋯⋯⋯⋯⋯⋯⋯⋯⋯⋯⋯⋯⋯yu￡池nc^oo，Zh锄g乳喀∞，威Qin凡(117)

Compulsory license and access to d11jgs：A case study of the USA and Brazil

⋯⋯⋯⋯⋯⋯⋯⋯⋯⋯⋯⋯⋯⋯⋯⋯⋯⋯⋯⋯⋯⋯吼。愕∞n，XM＆，劢帆g地rong，厶如n^Hn，劢e昭JSM如(125)
Productive sen五ces and agriculturaI innovations：Farming season constraints and link heteIDgeneity

⋯⋯⋯⋯⋯⋯⋯⋯⋯⋯⋯⋯⋯⋯⋯⋯⋯⋯⋯⋯⋯⋯丘M以。c^e增，劢D愕凡n抛，‰劢培。昭(135)
Research on the fornlation and gmwth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 7s cognition in intem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_sHn Xi凡60，日e^ond¨，Z^ong yun凡，A忆舰imin(144)

Integrating—sharing human resource pmctice and team innoVation peI{onnance——The effect of team

boundaIy—spanning behavior and inclusive leadership
⋯⋯⋯⋯⋯⋯⋯⋯⋯ C^en yHn，zhoo，kqin，曙，Chen Kh咖o(1 54)

A study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difkrence of professional titles on scienti6c research achievements——A case study by

taking the research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s an example ⋯⋯yu￡咖ing，2矗oM GunngZnn，DMn凡y“nfo凡g(163)

TMT cognition，industrialregulation and fi彻innovation persistence ⋯⋯⋯⋯⋯⋯⋯⋯⋯⋯⋯⋯⋯地凡n，凡n艇n(173)

A study 0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n the deviance behavior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employee8：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Z^oo以彬n，￡i¨Bo(182)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Jld measurement of conve曙ence research paradi唧s ⋯Xi∞施∞并i，nn I)e玎缸ng，nu W毫n6溉(190)

Pmmotion of ref0瑚s in basic research institutes with a two—tier govemance system ⋯⋯⋯⋯⋯jkn凡，lgq沉，“Don(198)

General contents of Science Research MaJlagementin 2022⋯⋯⋯⋯⋯⋯⋯⋯⋯⋯⋯⋯⋯⋯⋯⋯⋯⋯⋯⋯··(204)

Pmofread：Zhang Zhongkui

Managing Edito。：Wang Ping

万方数据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师资队伍的专业能力培养与打造
随着新时代互联网与数字通讯技术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带动了相关产业不断发展，互联网技术已经转

向新媒体方向发展，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又影响着高校的教学活动和教师的能力培养。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教
师作为教学工作的主要执行者，同时也是教学管理和教学计划的践行者，要与时俱进接受新的教育思想，不断提升

实践教学自身的专业素养，不断创新教育教学的教学模式，保持与学生良好的沟通和交流。高校也要时刻关注师

资队伍的专业能力培养与打造，发展新的教师培养模式，从根本上提高教师队伍的专业能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这是高校亟须关注的重点课题。

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给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和影响。《新时期高校教师能力培养与专业化

发展探究》一书作者为李燕，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内容新颖、条理清晰，在撰写中结合了新时期高校教师能

力培养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力图促进高校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同时也为从事高校教学的人士提供了参考和
借鉴。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对教师能力相关理论进行概述，文章从教师能力理论的发展简史和教师能力

理论基础两个方面内容进行详细论述；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研究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和管理能力的培养。其中，

第二章分别从高校教师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评价与教学反思能力、教育技术应用能力三个方面阐述
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及其培养；第三章首先探讨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行为，其次论述了高校教师

科研能力的现状与培养；第四章则分别对高校教师的课堂、知识、情绪的管理能力的培养与提升进行深入探究；第

五章主要研究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理论研究。在阐述教师专业化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对高校教师专业化解析和
专业发展的模式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研究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现状、途径与策略。在对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
现状与发展途径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提出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策略。

新媒体影响下，线上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各类学习网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教师可以通过网站搜索、查找最
新的教学资源，了解本专业及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还可以直接学习和借鉴其他教师的优秀

课程资源，既促进教师教学效果的提升，也可以让学生更轻松更加有效地接受教学内容，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该
书为高校相关人员开展教师能力培养和专业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尤其是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内容，详细地

介绍了高校在新时期、新媒体环境下，如何进一步丰富教学资源、完善教学环节、提高教学效果等环节的改善。
新媒体发展对高校教学的影响还体现在教学反思环节中，本书通过详细介绍教育反思的内容，帮助高校教师

在反思中成长，在反思中进步的。高校教师在新媒体环境下，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开始对传统的教学

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并积极接受新的教学理念，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始终把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放在教学的首

要位置，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教师通过反思自己的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不断进步，营造更加融
洽的教学氛围，与学生保持的良好沟通的关系，进而保障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提高。在新媒体环境下，教师必须要
加强自身的科研能力和专业能力培养。本书通过研究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情况，提出了实现教师队伍专业化发
展的解决办法。

新时代，新媒体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与重视。新媒体发展对教育事业带来的积极影响有目共睹，在外部环境不

断发展变化的影响下，高校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新媒体切实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培养和打造，真正将培养高素质人

才的目标融入教学当中，实现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新时期高校教师能力培养与专业化发展探究》一书对高校加
强师资队伍专业能力培养和打造具有重要意义，为实现教师专业能力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陈美中，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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