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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向高教强省迈进的成就、问题与策略研究
———基于本科高校建设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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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梳理２１世纪以来江苏本科高校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实力进一步增强、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办学定位
进一步细化等建设成就，分析江苏本科高校建设面临的本专科生教育规模优势持续减弱、本科生招生数量在全
国的占比持续下降、研究生教育的比较优势没有继续扩大、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没有领先、本科高校数量优势
一度失守等五个方面的挑战，研究江苏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内生动力激发、本科高校数量规模
扩大、独立学院向普通本科高校转设、应用型本科高校资金投入等问题，提出将建设更多的本科高校上升为城市
发展战略布局、将扩大本地本科招生规模上升为经济发展战略举措、以产业学院为抓手发展应用型高等教育等
江苏建设高教强省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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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
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
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为迫切［１］。２１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
领域涌起了波澜壮阔的创新发展大潮，已经建成全
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高等
教育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建设高等
教育强国，不仅要着力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问
题，也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以尽快缩短与
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２１世纪以来，我
国东部多个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提出了建
设高等教育强省的战略目标。在国家推进“双一
流”高校建设、引导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和
大力发展职业本科高校的大环境下，研究和分析
２１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大省本科高校建设取得的成
就、面临的挑战，寻找进一步加快省域本科高校建
设与发展的策略与方法，是在新时代深化高等教育

改革、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本文
以高等教育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传统高等教育大
省江苏为例，将其本科高校发展情况与其他省份的
相关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尝试为高教大省创
新实干、高质量发展本科高校、建设高教强省提供
一个新的视角。

一、２１世纪以来江苏本科高校建设取
得的长足进步
（一）江苏本科高校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

在教育部于２０１９年６月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名单中，江苏有普通高校１６７所，占全国２６８８
所普通高校总数的６．２１％，是拥有普通高等学校
最多的省份；江苏有普通本科高校７７所，占全国
１２６５所普通本科高校总数的６．０８％。江苏本专
科招生规模和在校生规模等指标在全国的占比都为
６．２５％左右。从２０１８年的数据来看，江苏本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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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规模仅次于广东、河南，排名第三；本科在校生规
模仅次于河南、广东，也排在第三位；本专科合计在
校生规模仅次于河南、山东、广东，排名第四。２０１９
年，江苏本专科招生５８．５万人，占全国本专科招生
总量（９１４．９万人）的６．４％；江苏本专科在校生
１８７．４万人，占全国本专科在校生总量（３０３１．５万
人）的６．１８％。
（二）江苏本科高校教育实力进一步增强
１９７８年，国家批准江苏１９所高校恢复招收研

究生。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８年，江苏研究生教育学位
授权点从２８９个增加到１１５２个；年招生人数从
５５６人增加到６．９６万人，增长到１２５倍；在校研究
生人数从１１７０人增加到１９．４６万人，增长到１６６
倍，总量位居全国第二［２］。２０２０年，江苏高校招收
研究生８．９２５９万人，在校研究生规模达到了
２６．５７６９万人，占全国３１０．８９３５万在校研究生总
量的８．５５％［３］，拥有研究生教育学位授予权的普
通本科高校江苏有３５所（含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硕
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项目学校），其中，２３所拥有
博士学位授予权，另外１２所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从研究生教育的能力和规模来看，江苏培养高层次
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
（三）江苏本科高校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

新建本科院校的快速增长成为新世纪我国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特征［４］。１９９９年全国高等
教育大扩招后，作为配套措施，江苏也在加快新建
本科高校，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已经新建４４所普通本科
高校（含独立学院），占江苏本科高校总数的５７％。
通过新建本科高校，江苏６个地级市从原来仅有１
所本科高校增加到了有２～３所本科高校，现在江
苏每个地级市至少拥有１所本科高校，有的新建本

科高校直接建在县级市。除泰州市、宿迁市两个
１９９６年才设立的年轻的地级市外，其他地级市都
有了拥有研究生教育学位授予权的本科高校。江
苏本科高校越来越多地从大城市、中心城市向中小
城市延伸发展，成为各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动力要素。
（四）江苏本科高校办学定位进一步细化

从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行业特色大学、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到高水平行业大学、高
水平应用型大学等，江苏绝大多数本科高校都对自
己的办学定位和长远发展目标进行了界定，形成了
丰富多彩的表述，定位越来越细化、精准化，形成了
办学水平纵向梯次分布、学科类型齐全丰富、产业
行业特色鲜明的完整的高等教育持续创新发展的
生态系统。相较于１９９９年以前各本科高校“高大
上”的办学定位，１９９９年及以后新建的本科高校大多
数都在国家的引导下将自己的办学定位聚焦到应用
型本科高校建设上，形成了校本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
学长远建设目标，在战略层面上为学校持续对标找
差、提升内涵质量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２１世纪以来江苏本科高校建设面
临的挑战
（一）江苏本专科生教育规模优势持续减弱
２１世纪以来，江苏高校的研究生招生人数在

全国的占比基本保持稳定，但高校数量在全国的占
比、本科招生人数在全国的占比、本专科招生人数
在全国的占比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图１），总
体上表现为江苏高校在校生规模的增速低于全国
平均增速。

图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江苏高校总数、本专科招生人数、本科招生人数、研究生招生人数在全国的占比情况
注：数据由笔者根据教育部网站、江苏省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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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在全国的占比呈现逐
年下降趋势，从１９９９年的８．７９％下降到了２０１８
年的６．３８％（图２）。江苏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增长
速度持续下降，而其他部分省份持续上升，此消彼
长，江苏高等教育规模优势已经明显减弱，在全国
的地位和显著性已经不如２０年前。

图２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年江苏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在全国的占比情况
　注：数据由笔者根据教育部网站、江苏省统计局网站相
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二）江苏本科招生人数在全国的占比持续下降

从相隔２０年的两个年度（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１８年）
本科生招生人数来看，２０１８年全国本科招生
４２２．１５９万人，是１９９８年本科招生人数（６５．３１３５
万人）的６．４６倍；２０１８年江苏本科招生２９．６２５万
人，仅是１９９８年本科招生人数（５．４３９１万人）的
５．４５倍。在本科生招生规模上，江苏的增速低于
全国的增速。
２０００年之前的几年，江苏本科招生人数在全

国的占比一直是在８％以上，１９９９年达到了
８．９９％的顶峰，之后就基本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２—
２０１０年的占比一直维持在７％～８％，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占比维持在６％～７％，２０１５年以后占比才又
回到７％以上。

虽然从纵向上看江苏本科招生人数增加了数
倍，但是横向比较，江苏本科招生人数的增速低于
部分省份，因此才会产生２１世纪以来江苏本科招
生人数在全国的占比大体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三）江苏研究生教育比较优势没有继续扩大

从江苏研究生招生人数在全国的占比来看，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年的占比一直相对稳定地维持在
７．５３％～８．１％（图３）。虽然２０１８年江苏本科高
校招收研究生６．９１万人，占全国本科高校招收研
究生总量（８５．８万人）的８．０４％，达到２００６年以来
的最高点，但是这个占比在２０１９年又突然回落到

７．５％，跌至２０年来的最低点。自１９８１年我国开
始实施学位制度以来，５６所大学获准成立研究生
院，江苏获准成立研究生院的大学有７所（南京大
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研究生
院的数量在全国的占比为１２．５％。但是，２１世纪
以来江苏高校的研究生招生人数、在校研究生人数
在全国的占比远远低于研究生院的数量在全国的
占比，江苏高校研究生教育资源优势没有得到进一
步强化。

图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年江苏研究生招生人数在全国的占比情况
　注：数据由笔者根据教育部网站、江苏省统计局网站
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四）江苏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没有领先
纵向比较，江苏省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由

１９７８年的１０．４人增加至２０１８年的３１４３人，江苏
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显著。但是，横向比较我国内
地各个省份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后可以发现，江
苏最高的排名是２０１８年的第五名，其他年份都是
在第六名与第十名之间摆动，近年来北京、天津、陕
西、上海始终排在前四名，江苏落后于陕西。
（五）江苏本科高校数量优势一度减弱

世纪之交的中国启动了“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江苏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大规模
新建高校，江苏高等教育发展速度非常快，高等学
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一度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新建本科高校和独立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
是，由于山东、湖北、河南、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多
个省份积极推动独立学院脱离母体大学成为完全
独立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江苏本科高校原本遥遥
领先的数量优势逐渐减弱。２０１２年，拥有４６所本
科高校的江苏被山东赶超，失去了本科高校数量排
名全国第二的位置（表１）。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内地
各省（区、市）都铆足劲，努力在建设发展本科高校
上争取竞争优势，你追我赶地建设发展本科高校，竞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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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非常激烈，本科高校数量前几名的位次多次更迭
（表１）。要特别指出的是，山东在新世纪的前十几
年本科高校数量就超过了江苏，而江苏关于独立学
院转制以及新设置本科高校的条件和标准都很高，
新建本科高校的速度不够快，此外，辽宁等省的本
科高校数量一度与江苏相当，强烈动摇着江苏本科
高校数量在全国的地位。教育部在２０１３年将独立
学院纳入普通本科高校进行统计后，从形式上的统
计数量看，江苏本科高校数量再次超越北京，排名
第一并维持至今。

表１　本科高校数量前七名的位次更迭情况
排名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７年
１ 北京（５５所） 北京（５９所） 江苏（７７所）
２ 江苏（４３所） 山东（５０所） 湖北（６８所）
３ 湖北（３７所） 江苏（４６所） 北京（６７所）
４ 辽宁（３６所） 辽宁（４５所） 山东（６７所）
５ 山东（３４所） 陕西（４２所） 辽宁（６４所）
６ 广东（３１所） 广东（４０所） 广东（６４所）
７ 陕西（２８所） 河南（３９所） 河北（６１所）

　注：数据由笔者根据教育部网站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三、江苏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
（一）激发江苏建设本科高校的内生动力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看，对人力资源进行投
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发展经济学将一个地区
人口中在校大学生的比例作为衡量这个地区人力
资本投资总量的核心指标。目前，我国内地每百万
人口所拥有的本科高校数量大约为１．０４所；正在
迈向高等教育强省的江苏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本
科高校数量才０．９２所，还没有达到全国的平均水
平，排名仅在第１５位（表２）。虽然江苏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为６５％左右［５］，但是每万人在校大学生
人数在全国并不领先。２０２０年，江苏以仅占全国
６．００％的人口创造出占全国１０．１１％的国内生产
总值。江苏之所以能成为产业经济大省，固然有产
业基础好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国各
地的优秀人才被大量吸引到江苏就业，参加了财富
的创造。使用流入的人力资源的成本非常低，这也
是在全国各地大力建设发展本科高校和扩大本科
招生规模的热潮中，江苏本科高校建设速度相对不
快、本专科招生人数在全国的占比持续降低的原因
之一。其实，江苏省域内产业经济发展差异非常

大，苏北和苏中的很多城市需要建设更多的本科高
校、扩大在本省的招生规模和增加本地人力资源储
备，才能更好地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江苏各地
迫切需要增强人力资源储能意识，增强建设发展本
科高校的内生动力。
表２　我国内地各省（区、市）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本科高校数量

排
名 省（区、市）

２０２１年
本科高校
数量／
所

２０２０年
年末常住
人口数／
万人

每百万人
口所拥有
的本科高
校数量／所

１北京市 ６７ ２１８９ ３．０６１
２天津市 ３０ １３８７ ２．１６３
３上海市 ４０ ２４８８ １．６０８
４辽宁省 ６３ ４２５５ １．４８１
５吉林省 ３７ ２３９９ １．５４２
６陕西省 ５７ ３９５５ １．４４１
７黑龙江省 ３９ ３１７１ １．２３０
８湖北省 ６８ ５７４５ １．１８４
９宁夏回族自治区 ８ ７２１ １．１１０
１０西藏自治区 ４ ３６６ １．０９３
１１江西省 ４５ ４５１９ ０．９９６
１２山西省 ３４ ３４９０ ０．９７４
１３福建省 ３９ ４１６１ ０．９３７
１４浙江省 ６０ ６４６８ ０．９２８
１５江苏省 ７８ ８４７７ ０．９２０
１６甘肃省 ２２ ２５０１ ０．８８０
１７河北省 ６１ ７４６４ ０．８１７
１８重庆市 ２６ ３２０９ ０．８１０
１９海南省 ８ １０１２ ０．７９１
２０湖南省 ５２ ６６４５ ０．７８３
２１广西壮族自治区 ３８ ５０１９ ０．７５７
２２安徽省 ４６ ６１０５ ０．７５３
２３贵州省 ２９ ３８５８ ０．７５２
２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１９ ２５９０ ０．７３４
２５内蒙古自治区 １７ ２４０３ ０．７０７
２６山东省 ７０ １０１６５ ０．６８９
２７云南省 ３２ ４７２２ ０．６７８
２８青海省 ４ ５９３ ０．６７５
２９四川省 ５３ ８３７１ ０．６３３
３０河南省 ５７ ９９４１ ０．５７３
３１广东省 ６７ １２６２４ ０．５３１
　注：２０２１年本科高校数量来自教育部于２０２１年发布的《全国高
等学校名单》（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ｘｘｇｋ／ｓ５７４３／ｓ５７４４／
Ａ０３／２０２１１０／ｔ２０２１１０２５＿５７４８７４．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年末常住人口数来
自《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１》中“分地区年末人口数”（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２１／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二）扩大江苏新建本科高校的数量规模
从学校的功能与作用来看，教学、科研、社会服

务等功能齐全的完全独立发展的本科高校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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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学为主要职能的独立学院。我国各地在扩大
本科招生规模的同时，往往会同步增加本科高校的
数量，以承载这些新增的本科学生。１９９９年，江苏
本科高校的数量（４３所）在全国仅次于北京，此后，
江苏虽然也新建了４４所本科高校，但是这些新建
本科高校中只有不到６０％的高校是全功能型本
科高校，剩下的都是独立学院。一方面，江苏还
没有类似“双一流”“双高计划”那样强有力的政
策来扶持全功能型新建本科高校加快建设发展、
提升办学水平；另一方面，江苏也极少将独立学
院摆在全功能型本科高校的定位上来推动独立
学院的建设与发展，独立学院无法承载较大规模
的本科生的培养。这也是近年来江苏本专科招
生规模和在校生人数在全国的占比呈现下降态
势的原因之一。
（三）推动独立学院转设为普通本科高校

很多省份早在２００８年就开始大力推动独立学
院转设为普通本科高校，让这些学校在实现教学功
能的同时，围绕服务所在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发
展科技研发功能、社会服务功能等大学功能，进而
转变成全功能型大学，以满足所在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对人才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需求。江苏本科高
校中的独立学院长期依托母体大学办学，受制于母
体大学的发展规划和规模限制，无法像完全独立的
普通本科高校那样快速健全大学功能并发展壮大。
各地也往往将独立学院看作母体大学的二级学院，
相当多的独立学院也不愿意放弃母体大学提供的
声誉、人才等资源。江苏相当多的独立学院没有及
时转型，没有实现充分的独立自主发展。江苏各地
在推动独立学院转设为普通本科高校方面的努力
还不够，仅有少量独立学院转设为完全独立的民办
普通本科高校，这也是江苏本科招生规模和在校生
规模一直呈现下降态势的原因之一。
（四）增加江苏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资金投入

近年来，国家在实施“双一流”建设、国家示范
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双高计划”的同时，也出台了
推动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深化产
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发展产业学院等一系列政
策，希望推动新建本科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并为企
事业单位提供技术咨询、技术转化、技术服务、技术
推广等服务［６］，支撑所在地区或所在城市的创新
发展。２０１１年，教育部在同意独立学院转设为独
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的批文中开始写入

“培养更多更好的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需要的应用性（型）人才”的要求，２０１４年则完善
为“鼓励学校办学定位于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
校，主要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
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出台
了引导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政策和举措，而
江苏直到２０２１年年初才由省教育厅出台《关于
推进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实施意见》来对
地方高校进行引导和培育，但是还没有出台配套
的财政支持计划，江苏迫切需要投入相应的专项
资金来推动该项目的落实。

四、江苏建设高教强省的策略建议
（一）将建设更多的本科高校上升为城市发展战略
布局
　　美国在１８６２年莫里尔赠地学院法案通过之后
的五十多年里，高速建设赠地学院和赠地大学；德
国在１９６８年启动ＦＨ高校建设行动后，两年多时
间里就建立了１３０多所ＦＨ高校和１０所综合高等
学院；英国在１９６９年启动多科技术学院建设，四年
内就建设了３０所多科技术学院。实践已经表明，
本科高校既是所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供给
基地、科技创新基地，也是重要的经济组织，产教城
融合、校行企合作是现代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路
径与方法。从２０１７年年底的数据来看，美国、新西
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
等发达国家，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本科高校数量至
少２．４３８所，多的达到了９．５所（表３）。我国总人
口１４亿多，即使是按照每百万人拥有２．５所本科
高校来测算，我国也需要３５００所左右的本科高
校。而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教育部所公布的内地普
通本科高校只有１２７０所，因此我国还需要新建大
量本科高校，以满足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江
苏作为区域经济差异巨大的产业大省，需要尽快将
独立学院全部转设为全功能型普通本科高校，尽快
推动现有８９所高职（专科）院校中的高水平学校升
格为本科高校，将本科高校教育资源尽快扩展到每
一个县级市，并支持这些新建本科高校在提高教学
质量的同时，加快健全与发展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
等大学功能，引导这些学校尽快根据产业发展需求
加速发展，成为所在城市区域创新发展的策源地、
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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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７年部分国家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本科高校数量

国家
本科高
校数量／
所

年末常
住人口
数／百万

每百万人口
所拥有的本
科高校数量／

所
美国 ３１０８ ３２７．０００ ９．５０５
新西兰 ４３ ４．８００ ８．９５８
澳大利亚 １４８ ２４．８６０ ５．９５３
加拿大 ２０７ ３６．８９０ ５．６１１
法国 ３７０ ６７．１９０ ５．５０７
日本 ６９２ １２６．９９５ ５．４４９
德国 ３９９ ８２．５７７ ４．８３２
韩国 １７８ ５１．０００ ３．４９０
英国 １６１ ６６．０５０ ２．４３８

　注：数据由笔者根据各国中央政府网站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二）将扩大本地本科招生规模上升为经济发展战
略举措
　　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前提是教育先行，人们
普遍认为美国超越欧洲国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
秘密武器是其在高等教育上的领先。人力资本理
论和相关实证研究也已经充分证明，教育是解释个
人在某个时间点的收入差异的关键因素，在从小学
到博士研究生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大学教育的回报
率远远高于其他阶段的教育。特别是在技术快速
创新的时代，大学教育回报率持续上升，究其原因，
主要是技能水平较高的人能更快地适应技术的变
化［７］。因此，江苏本科高校扩大面向所在城市、面
向江苏的本科招生规模，是尽快提高江苏常住人口
中在校大学生人数和增加本地产业人才供给、支撑
产业发展的重要策略，是推动江苏经济进一步腾
飞、保持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
（三）以产业学院为抓手发展应用型高等教育

从英国仅存在过２６年的多科技术学院建设、
德国发展了５０多年正在快速退出历史舞台的ＦＨ
高校建设和美国已经存在一个半世纪并历久弥新
的赠地学院建设等探索与实践来看，推动整个高校
向应用型转变在实际操作上需要用更高的智慧来
解决“学术漂移”和“内外部关系”等规律所带来的
影响。包括江苏省在内，我国多个省份已经出台
了发展产业学院的政策文件，并遴选建设了国家
和省两级重点建设的产业学院。笔者认为，产业
学院建设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载体和
方法，需要形成一套完整的机制来确保其提供的
是“公共品”。

一是形成产教城合作共建机制。可以借鉴他

国成功经验构建如下机制和场景：省教育厅牵头，
引导本科高校围绕江苏省的主导产业和战略性产
业，与省政府相应产业管理部门三方合作共建产业
学院，这个产业学院只提供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课
程与教学活动，将产业知识和技术传授给学生，支
持这些高校自己培养师资、创设产业课程，而不是
简单地按照现有模式开设理论课程，要加强实践教
学，提高毕业生的知识、能力、素质与本地产业需求
的匹配度，尽量将人才留在本地。省财政拨给专项
资金，资金不允许用于基建等条件建设，学校每年
年初向产业管理部门报告上年度服务产业发展的
情况，在获得认可后方能获得本年度的专项资金。
学校其他二级学院不能使用上述专项拨款，同时其
他二级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也不受产业学院发展政
策的制约。产业学院的院长由产业管理部门与学
校协商一致后由学校任命。

二是建设产业实验站，发展学校的科技研发功
能。可以借鉴他国成功经验构建如下机制和场景：
省财政拨给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产业学院建设产业
实验站，围绕产业共性技术难题开展技术攻关，加
速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帮助学校发
展科技研发这个职能，将学校的科技研发与产业创
新结合起来，同时利用这些实验站培养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产业教师。产业实验站应建设在对应的
产业集中区，实验室主任由产业学院院长兼任，研
究的课题由负责社会服务工作的技术讲师从行业
企业服务对象那里征集或收集，以便产业实验站有
针对性地开展研发工作，解决行业企业亟待解决的
难题，持之以恒地致力于产业技术的创新。

三是建设技术讲师团，发展学校的社会服务功
能。可以借鉴他国成功经验构建如下机制和场景：
省政府相应产业管理部门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江苏
各城市的产业技术服务机构与产业学院合作共建
类似于“南京市农科教讲师团”的技术服务团队，支
持产业学院的技术讲师向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
技术推广服务，把知识和技能送到企事业单位，加
快技术向产业转化的速度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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