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1 年浙江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与改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11001）。

研究生协同创新的柔性化管理 *

■江国华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材料工程系）

管理科学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推进，社会对

人才需求的重心也不断上移。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创新

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瑞士世界经

济论坛推出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创新”已被列为影响全

球竞争力指数的指标之一。“创新”涉及的指标分别为：创新能

力、科研机构质量、校企研究合作、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效用和

实用专利。在 2010 至 2011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我国的

总排名是第 27 位，“创新”排名是第 26 位。作为人才战略重要

组成部分的研究生培养，创新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在研究生

教育已走上高速发展之路的形势下，如何推动研究生教育的

健康发展，保证其培养质量，尤其是如何理解和实现研究生教

育培养出具有“协同创新”高层次人才。如何培养具有创新意

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

重要课题。本文将基于柔性管理理论视角对研究生协同创新

培养进行探讨。

二 协同创新与柔性管理

研究生的创新教育并不是为研究生本人的自主创新。它

是研究生在导师的谆谆教诲和悉心指引下，在研究生教育宏

观环境的激励下，由发挥主观能动性、形成创新意识、走通创

新实践而完成的创新历程。同时也是研究生在培养环境中（包

括管理机构、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学位监督和保障体系、资助

奖助体系等）所全力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研究生的创新教

育本质上是研究生、导师和培养环境三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要积极推动研究生的协同创新，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

策项目引导，以及研究生和导师主观能动性的充分释放[1]。

柔性管理（Flexible?Administration）是相对于“刚性管理”

（Rigid Administration）而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权变管理理论。它

是属于西方现代经济管理学范畴的一个概念,是 20 世纪 50 年

代行为科学管理学派“以人为中心”管理思想的扩展。柔性管

理理念最早是在企业界提出并得到应用，被誉为是管理学的

“一场革命”。所谓“柔性”，即“柔韧的、灵活的、能适应新环境

的、可通融”。国内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学家郑其绪先生认为：柔

性管理是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方

式，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从而把组织意志变

为自觉的行动。柔性管理要求遵循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采用

非强制性的柔性方法，把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激发人的内驱

力作为出发点，依据人们自身心理和行为特征进行管理。它强

调依靠人性解放、权利平等、精神激励等人性化管理方式，从

内心深处激发每个人的潜力、主动意识和创造精神，因而是一

种“人性化”的全新管理模式[2]。

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柔性化管理主要指在研究生创新能

力培育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以多元能力结构差异化共存为

理论基础，以承认智能差异、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为

操作原则，在研究生、导师和培养环境之间建立柔性化的管理

体制，遵循“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营造一种尊重学生、理解

学生、培养学生、教育学生的和谐氛围，以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和综合素质为出发点，通过教育、激励和引导，在学生心中产

生一种潜在的创新欲望，充分调动学生的自我管理、奋发向上

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自发地产生创新意识、激发创新潜能、塑

造创新人格、培育创新能力的一种人性化管理。

三 关于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柔性化管理的思考

1 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石

柔性管理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主要不是依靠权利影响力

（如上级的发号施令），而是依赖于研究生个体的心理过程，依

赖于从每个研究生个体内心深处激发的主动性、内在潜力和

创造精神，因此具有明显的内在驱动性。而只有当组织规范内

化为研究生个体的自觉认识，组织目标转变为研究生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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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行动，这种内在驱动力，自我约束力才会产生。根据马斯

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又指出，为维持生活所必须满足的低层需求如生理需求、安全

需求、社交需求相当于保健因素，而被尊重和实现自我的高层

需求则属于激励因素。一般说来，柔性管理主要满足研究生个

体的高层次需求，因而具有有效的激励作用。

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柔性化教学管理就是将“以人为本”

的思想引入教育教学管理，满足研究生个体的高层次需求，以

多元能力结构差异化共存、人人皆可成才为理论基础，以承认

智能差异、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为操作原则，正视学

生主体地位、优化教育教学活动设计、构建刚柔相济的教育教

学管理模式。

2 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优化

人才培养方案是指导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而

课程设置方案及相关要求则构成了培养方案的主体框架。合

理的课程体系架构是保障研究生培养工作顺利开展和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条件[3]。一个好的研究生课程体系构架应

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 课程的内容设置合理，能充分反应当今

社会科技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对人才各方面能力、素质的要

求；(2) 课程的结构体系完整，能充分反映研究生培养的全过

程；(3) 课程的可操作性灵活，便于堆砌进行调整、维护和扩充，

同时也有利用研究生能根据个体的不同需求进行组合。

模块化课程体系是对课程在进行分类，形成不同的模块。

例如，课程可划分为学位课、选修课、培养环节、补修课四大类

基本模块。每一模块按课程的内容和性质进行了分组。例如必

修课、限选课和任选课等。同时考虑核心课程与核心技能的等

价性、学习期限的伸缩性和学习时间的可变性为制度保障。研

究生可根据本专业的实际情况对分组进行增减或调整，这样

就保证了课程体系架构的灵活性和适用性。也有利于学生根

据能力结构差异在基本学分框架下，扬长避短发展特色优势，

提高差异化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

3 教学组织的过程渗透

中国高校研究生课程教学（包括专业课程）相对而言还是

比较注重专业知识的讲授, 而忽视了自主科研能力的培养。专

业课学习是研究生从学习知识到开展科学研究转换的重要阶

段，若能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将知识传授和培养研究生的科

研能力结合起来，把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渗透在教学组织

过程中，就可以使研究生早日具备科研能力，为顺利完成学位

论文打下基础[4]。

如何实现在教学组织的过程中有效把研究生创新意识的

培养渗透其中。其一，教学内容要具有时代感，研究生课程的

教学内容不能像传统理论的课程那样一成不变的讲下去，应

该不断地将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补充到课堂教学中来，

一方面使我们的研究生能够了解到国际上的最先进的研究成

果，另一方面，能够促进研究生在科技论文写作方面的能力。

其二，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分化和综合，各学科知识之间相互

交叉和渗透，各种知识领域之间彼此交错、交融，仅凭一个人

的专业知识已不能够满足完成复杂工作的需要。因此在教学

过过程中注重团队的“协同式学习”，可以使每个人的专业特

长得到很好的发挥，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人的创新能力。教

学过程中通过互相交流，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对同一问题可

以从不同的专业角度进行分析论证，寻求问题的解决途径，这

样有利于教学组织成员知识、素质和能力结构的完善和新观

念、新思想的诞生，进而可以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5]。

4 评价模式的协同多元

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

进文化、实现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日

渐凸显。而评价体系是考核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直接

反映了研究生教育的成败。如何有效、科学的评价研究生的创

新能力是当前众多学者和高校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这主

要是由于创新能力是内在的、无形的,难以进行衡量和比较, 但

评价又必须存在，否则无法反映出一位研究生能力的高低。因

此，评价一般需通过一系列中介要素去衡量[6]。目前我国现行

的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评价内容上

学业优先、评价主体学校优先以及评价方法上量化优先。没有

考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积累性、延续性和成长性。对研究生的

创新性评价局限于学业、学校和量化。而忽视了创新能力评价

的主体———学生和直接指导研究生、促进其创新能力形成导

师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

对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除要全面考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内容、主体和方法，还要遵循能力的发展性规律，充分关注研

究生创新能力形成、生长和提升。从学生、学校、导师三方面综

合协同进行评价。具体而言：首先，在评价内容山上要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不仅仅表

现在学业上，而且表现于实践以及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其

次，在评价主体上，要做到个体与集体，自评与他评相结合。评

价中，研究生、导师和其他个体的评价要与集体评价有机结

合，研究生的自我评价与他人的相关评价有机统一。第三，评

价方法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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