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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集群的艺术高校的

产学研战略策划研究

陈　伟

　　产业集群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活

动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现象，它是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

具有竞争或合作关系，地理上相对集中的相关产业的企

业，以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的上下游关系或平行关

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地区性分工协作群体网络。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斯坦福大学建立了产学研战略联盟，出现

“特曼式大学”，这是现代产学研战略联盟的标志。产

学研战略联盟是由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基于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业务关联、利益分摊而构成的致力于

实现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应用研究紧密衔接的合作组

织。从产业集群的需要出发，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对于

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保证和提高艺术高校的教育质量和

办学特色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随着全球科技与经

济一体化浪潮的兴起，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高等学

校、科研机构相互联合而形成的战略联盟正逐渐成为技

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创新方式。

一、产业集群对艺术高校实施

产学研战略联盟的意义

　　产业集群延伸了产业经济学中 “外部经济”的概

念，提供了衡量特定区域竞争力的框架，因而成为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和制定相应政策的新工具。随着产业的转

型升级步伐加快，“产学研”之间的彼此互动关系日益

得到重视，产学研战略联盟愈来愈多地成为地方创新发

展模式的首选方向，发展产业集群对高校实施产学研战

略联盟的意义举足轻重。

首先，产业集群有助于整合产学研战略联盟技术资

源，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其次，产业集群有利

于构建产学研战略伙伴的综合资源，形成结构竞争力。

再者，产业集群有利于广聚产学研战略人才资源，优化

人才环境。目前，我国艺术高校自主创新主体还不成

熟，充分利用企业、媒体的人才优势，通过产学研战略

联姻，实现优势互补，这是艺术高校进行产学研研究的

关键所在。

二、艺术高校产学研战略策划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策划对基于产业集群的产

学研战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策划的角度分析，艺术

高校的体制化改革不完善是首要问题，真正有效的管理

体制应该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管理模式，这是产业集群发

展和创新的需求，这是产业集群发展和创新的提升。

１艺术高校的体制化改革不完善是首要问题。无

论在教师人才的引进方面、自主招生方面还是是财务独

立运营方面都应具备相对独立性。而一些高校在管理体

制上依然处在 “家长制 “的范畴之下，造成学校以及

二级学院独立运营机制不够完善，这些都成为制约产学

研战略策划发展的藩篱，直接影响到产学研发展的规模

和质量。

２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动力不足。由于联盟各

方均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缺乏对其不同利益的切实整

合，无论是艺术高校、企业还是科研院所，对于加强产

学研合作乃至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动力不足。

３艺术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仍然存在壁垒。

由于管理体制的分割，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还存

在领域壁垒。目前，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大多是项目合作的方式，存在短期化、临时性的特点，

未能真正实现各方人员的相互流动与交流，更未能在各

方之间建立一种长期、稳定、制度化的利益共同体。

４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

产学研合作方面，虽然政府花了大力气在企业、高校和

科研院所之间牵线搭桥，也投入了不少经费，但实际收

效并不如人意。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对于自身在产学研

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不够，对于产学研合作发展也

缺乏长远的战略策划，政府职能存在错位与失位现象，

该抓的不到位，不该抓的又干预过多，现实促使我们必

须认真反思政府导引和桥梁作用的发挥是否真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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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高校产学研战略策划建设的策略

１外引内联，打造较高层次的产学研合作方式。

根据国家发展的重点，提升国家和地方的科技与经济的

质量与水平，政府的介入和引导相关的高校、科研机构

或企业，有重点地发展若干领域，从而形成有政府联系

的较高层次的产学研合作方式。这类产学研合作模式主

要有以下几种 ：（１）重大技术攻关组。（２）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３）高新技术企业。（４）大学科技园。

２彰显特色，创办多种产学研合作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上述所讨论的多种产学研合作组织形式，就高校

而言，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这些组织形式来为人才培养

服务。在实践中，笔者所在的学院就在人才培养模式上

进行了探索。首先，结合国家级一类特色专业建设要

求，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制定了以 “多方向、强指向、个

性化”为特征、以全面落实 “分层教学、分类指导、因

材施教、因需施教”原则，解决教学计划、培养模式内

容趋同、忽视学生个性特长与专业优势的 “人才培养

‘同质化’问题”为目的新版人才培养方案。再次、利

用优势资源与专业特色背景实践产学研一体化工作。专

业培训与行业定制培训是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产学研一体

化发展主体。

３树立品牌，转变思维模式，强化市场意识、服务

意识。现代学校教育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现代生产和

现代科技的存在和发展。这就要求艺术高校转变依靠政

府办学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紧紧抓住现代生产劳动过

程和现代学校教育过程的联接点，树立市场意识、服务

意识。面向市场，主动出击。

４尽快建立一大批国家级实习基地。应由政府投

资，建立一批有针对性的、设施先进的国家级实习基

地，尤其是在经济高度发展、高校十分密集的地区，真

正做到资源共享，提高实习质量人才培养质量。

高等院校的 “产学研战略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

的传统课题，“产学研一体化”依然是高等院校今后十

年的工作重心与发展主导思想。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之

下，我们重新审视产业集群的艺术高校的产学研战略策

划研究，在全面继承现有的产学研战略研究成果基础之

上，还需要艺术高校的有志之士运用创新思维不断深挖

产学研战略的内涵，从产业集群的层面继续探究产学研

合作方式的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从策划学的角

度深思艺术高校产学研战略策划建设的思路和出路，这

对于致力于产学研研究的高校来说，既是一种激励，又

是一种挑战。

（浙江传媒学院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从时间角度看中国佛教版画变迁

王晓时

中国版画历史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繁荣成长起来。在历

史发展过程中，佛教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被广泛运

用到社会生活需求中，佛教题材版画应运而生，在隋唐

宋元乃至更长历史中得到发展。从记载看，中国佛教版

画是中国版画史和世界版画史的开篇之作。

早期被称作佛教版画的东西，实用性应用性很强，

结构则比较简单，就是把小形的佛与菩萨尊像象章一样

按印排列组合的印佛形式，如千佛像。后来发展成对大

形尊像和许多尊像组合构成的故事画进行木刻，成为佛

版画。

版画和印刷术的发展是并蒂莲的关系，中国的印刷

术最早，但发明的时间或版画产生的初始时间仍众说纷

纭。要寻求佛教版画起源需要追述到隋朝，隋文帝开皇

１３年诏书中有 “度佛遗径，悉令雕版”表述，据此得

出六朝起源说，但没有看实物。有实物为证是在唐代。

唐代历史 （６１８—９０６年）两百年间是我国历史上

文化艺术空前繁荣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版画进入

普及发展阶段。世界最知名的敦煌本 《金刚般若波罗密

多经》在唐咸通９年 （６８６年）出版 （目前藏于大英博

物馆为镇馆之作）。它由 ７个印张粘接折叠而成，纵

２４４ｃｍ、横４８８ｃｍ的木版雕刻印长卷。刻本的卷首，

印 《释迦说法图》。这幅画出现了释迦在 “祗树给孤独

国”里给 “须菩提长老”讲经的情景。全图描绘了３２０

多个人物，姿态各异，佛菩萨僧俗的面貌极有人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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