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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吴翠红 

(长春电子科技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高校交叉学科已逐渐成为

今年的热点问题之一，尤其是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已攀升成为高校研究的重要关注点；针

对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主体，深入探讨了当前领域内交叉学科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障碍点，

明确了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对高校发展的重要性，解析了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

研究应具体针对的研究内容，论述了研究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应遵循的具体框架，从而为高校

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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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26年，“交叉学科”概念于首次被美国心理

学家伍德沃斯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上提出，

用来指超过一个科学范围的研究活动[1.2]。交叉学科

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单一学科研究范畴内无法解

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3.4]。高校交叉学科团

队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创新组织形式，在狭义范围

内指高校内部不同学科或专业之间合作的创新团

队[5.6]。 

通过对交叉学科文献的梳理以及对动力机制

和产业集群的了解，可以发现现阶段对交叉学科团

队的研究内容相对丰富，学者们也从多角度对交叉

学科团队发展问题做出了研究，但是仍存在以下几

个问题： 

（1）当前学术界多从交叉学科团队组织管理、

团队知识管理和团队评价三个角度开展研究，针对

当前交叉学科团队的发展存在哪些影响因素也有

所研究，但是没有探讨影响交叉学科团队发展的各

因素之间的关系，聚焦的研究问题层面相对微观，

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少系统的交叉学科团队发展

动力机制研究，因此，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交叉学

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2）关于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西方由来已

久，国内从90 年代才开始，目前对集群的研究仅

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的梳理，在集群理论的应用

方面，也多数集中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借鉴产业集

群理论发展区域经济，对于集群理论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目前多见于学科群方面，该理论在交叉学科

领域的应用不多，因此，应用产业集群理论开展交

叉学科发展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意义。 

（3）在动力机制研究层面，通过文献的梳理

可以看到，当前学术界对团队发展和产业集群发展

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丰富，尤其是国外学者们对于

产业集群发展动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内在

这方面起步晚、且相对落后，尤其是在关于交叉学

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方面相对较少，因此，可以借

鉴国外发展经验开展本土化研究。 

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交叉

学科的研究，如何能够保证交叉学科团队长期健康

的运行是一个需要且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探究

交叉学科团队的组织与发展过程，挖掘其发展动

力，建立行之有效的发展动力机制，引导科研人员

积极参与科研团队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创新和高校

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 研究的重要 

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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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依据，通过对比产业

集群与高校交叉学科团队的异同，挖掘高校交叉学

科团队发展中的动力因素，并以产业集群发展动力

机制的演进逻辑为依托，进一步探索各因素之间的

结构关系[7.8]。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全面系统的构

建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模型，对其进行

深入分析，以促进高校交叉学科团队长期健康发

展。因此，研究开展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 

集群理论来源于经济学领域，伴随着产业集群

的发展，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地理学等背景的学

者都相继对产业集群展开研究，但是就交叉学科领

域的研究来说，集群理论与交叉学科的结合尚处于

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暂没有将集群理论应用于

交叉学科团队研究中。因此，本研究的开展一方面

可以补充交叉学科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同时也是

一次新的尝试，为交叉学科团队研究和产业集群理

论的应用开拓了新视角[9.10]。 

（2）现实意义 

课题研究能有效的促进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

展，刺激科技创新，激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

同时，对于提高大学整体科研水平有着重要的作

用。基于产业集群理论视角对交叉学科团队建立以

及发展进行探讨，探寻交叉学科团队在建立初期需

要的客观条件，以及团队发展过程中内外部影响因

素，通过模拟仿真，分析在团队发展过程中哪些影

响因素受人为影响可进行改进，从而提出合理建

议，促进高校交叉学科团队的发展和高校科研水平

的进步，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增强高校竞争实力，

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0-13]。 

3 主要探索的内容 

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计划在

产业集群理论视角下对影响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

展的动力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凝练高校交叉学科团

队发展动力机制存在的具体问题，构建高校交叉学

科团队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探究影响高校交叉学科

团队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源性动力因素结构关系，

建立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模型，解析影

响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的内生动力、外源性动力

的重点因素，明确其他因素影响高校交叉学科团队

发展的具体表现，提出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的合

理化建议与对策。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

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 

（1）问题分析 

通过对交叉学科团队、集群理论和动力机制三

方面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凝练通过产业集群理论进

行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存在的问题与

不足，提出课题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2）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对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的主

要对象进行相关概念界定以及探讨课题深入开展

涉及的相关理论。课题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包括：

交叉学科、交叉学科团队、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

展动力机制。以产业集群理论为支撑，分析产业集

群特征和高校交叉学科团队特征，以学科集群为桥

梁，挖掘高校交叉学科团队的“集群”属性，进一

步说明应用集群理论研究交叉学科团队的合理性，

同时，应用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的演进逻辑构建高校

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3）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影响因

素分析 

拟应用文献分析法对交叉学科团队形成的客

观条件进行归纳与总结；以集群理论为核心，深入

挖掘影响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的动力因素，借鉴

产业集群发展逻辑，分别从内生动力因素和外源性

动力因素着手，解析六方面动力因素，主要包括：

交叉学科集聚效应、交叉学科社会资本、交叉学科

团队知识整合能力、政府推动力、高校拉动力和企

业助推力；以此为基础，探索解析各动力因素之间

的结构关系，构建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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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4）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的仿真

分析设计 

以构建的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模型为

基础，应用系统动力学理论知识，对高校交叉学科

团队的系统边界进行限定，结合第二部分研究的理

论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影响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

展的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进而构建因果关系图。

同时，对模型各参量要素进行量化赋值，得出系统

流图，为下一步模拟仿真奠定坚实基础。 

（5）模拟仿真 

应用目前我校某重点交叉学科实验室数据对

模型进行仿真验证，如模型无效则进行实施参量和

边界调整，有效则进行数据分析，挖掘影响高校交

叉学科团队发展较为重要的动力因素，解析其他因

素对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的具体表现，并提出合

理化建议与对策。 

4.研究的总体框架 
 

图 1 研究框架 

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框架如

图 1 所示，具体为： 

（1）可视化分析交叉学科团队、集群理论和

动力机制三方面研究现状，明确高校交叉学科团队

发展动力机制的具体问题； 

（2）（2）探索高校交叉学科团队的集群属

性，构建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正确把握高校学科团队的发展逻辑； 

（3）剖析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的内生动力

和外源性动力因素，构建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

力机制模型； 

（4）探索影响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各要素

间的逻辑关系，构建因果关系图与系统流图； 

（5）解析影响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的内生

动力、外源性动力的重点因素和其他因素对高校交

叉学科团队发展的具体表现，提出合理化建议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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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5.采取的实现步骤 

“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实施

步骤主要以“文献梳理→调研总结→探讨分析→提

出意见”这一路线展开。具体为： 

（1）通过总结对交叉学科团队、集群理论和

动力机制三方面研究现状，凝练高校交叉学科团队

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存在的具体问题； 

（2）以产业集群理论为支撑，以学科集群为

桥梁，构建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的理论分析框

架，明确高校学科团队的发展逻辑； 

（3）剖析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的内生动力

和外源性动力因素，解析各动力因素间结构关系，

建立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模型； 

（4）依托系统动力学知识，探索影响高校交

叉学科团队发展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构建因果关

系图和系统流图； 

（5）借助我校某重点交叉学科实验室数据进

行模型的仿真与验证，通过对仿真结果的有效分

析，提出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的合理化建议与对

策。 

总结 

（1）探讨了高校交叉学科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已攀升成

为高校研究”的重要性和研究意义所在； 

（2）明确了开展“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发展动

力机制研究”应具体研究的详细内容和应遵循的具

体框架； 

（3）文中论述内容为深入开展“高校交叉学

科团队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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