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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实践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现有研究由于没有

抓住企业利益考量的具体机制而解释力有限。产学合作培养人才问题的实质是人才资源的供给问题, 而人才

资源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产学合作培养人才内在地存在企业集体行动困境问题,而这才

是企业动力不足的真正逻辑,破解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企业集体行动困境才能真正解决企业动力谜题。本文

整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两种理论视角, 构建了企业决策的制度分析框架。利用此框架分析

产学合作培养人才问题,可以识别出影响企业行动决策的因素有外生性的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和内生性

的企业社会责任。我国现行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中成本分担与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 以及我国企业社会责

任意识总体低下,导致我国大部分企业深陷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集体行动困境而参与动力不足。为了破解这

一困境,提高企业参与动力, 国家有必要积极和合适地介入; 引入利益机制对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与制

度进行再设计;努力提升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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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与问题

2010年 6 月 23 日, 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和

行业协(学)会在天津召开/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0启动会, / 卓越计划0明确提出/ 创立高校与

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0。在计划经济

时代,产学合作是通过指令性计划完成的;在我国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初很多企业视参与高校人才

培养为负担; [1] 20世纪末以来, 随着行业部门不

再直接办学,企业支持高校开展人才培养的意愿

和责任进一步下降。[ 2]因此,新形势下我国现行产

学合作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增强企业参与

动力,提高企业的参与意愿。

有关产学合作的动力机制研究始于 1992

年[ 3] ,随后许多学者均对产学合作的动力问题进

行了探索,归纳起来,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第一方面是探索宏观政治经济背景对校企

合作动力的影响 [4] , 第二方面是从利益分析的视

角探讨产学合作动力问题,认为要解决产学合作

的动力不足问题, 要关注各参与主体的利

益[ 5] [6] [7] [8] [ 9] ,如产业界的需求 [10]、成本收益 [11] 等。

宏观背景视角对重视和关注外部环境对产学合作

动力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而利益分析视

角虽然抓住了产学合作动力分析的核心,却没有

抓住企业利益考量的具体作用机制。因此,现有

宏观背景视角和微观利益视角研究的解释力都有

限,如都不能解释在同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企业

参与订单式人才培养与接受大学生实习的动力为

什么存在差异。可以说,企业参与产学合作培养

人才的动力不足问题在实践和理论中都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研究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

既然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产品是人才 (学

生) , 产学合作培养人才问题也就转化为人才的提

供问题。经济学家(如 Ostrom)认为,从产品的基

本特征出发进行分析, 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产

品的提供问题。产品或服务具有双重的消费属性

维度:竞争性与非竞争性;排他性与非排他性。根

据这两个维度,产品或服务可以分成四种:纯公共

产品、私人产品、俱乐部产品、公共池塘资源( the

common- poo l resourses, CPRs)。从消费的竞

争性方面来看,人才具有消费上的竞争性(雇佣组

织之间的对抗性) ;从消费的排他性方面来看, 人

才消费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非排他性。因此,人才

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属性, 属于公共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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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CPRs)。这样,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问题就

可以重新界定为公共池塘资源(即人才资源)的提

供问题。人才消费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企业

在与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决策中, 首要的考量是

自己培养的人才是被自己还是被其他企业雇佣或

占用, 企业利益博弈的首要对象是同业竞争者。

因此,同行业者是否积极参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

或搭便车才是影响企业参与动力的最主要因素,

也就是说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才

是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的基本逻辑。破解产学合作

培养人才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才能真正解决产学

合作培养人才的企业参与动力问题。这也是本研

究将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行动决策的制度

模型[ 12]

1996年,豪尔和泰勒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历

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

义三个大的流派。[ 13]许多学者分析和比较了这三

大制度理论的异同, 特别是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间的异同时进行了分析和比

较。一些学者认为, 这些理论间是不可能兼容的。

但近年来,通过对各种分析途径的实际成果的不

断跟踪,发现在表面上不可兼容的三大制度流派

实际上是可以相互交流、补充和整合的。在社会

学制度主义者看来, 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规范和

标准化的实践模式型塑着行动者的行动,而理性

选择制度主义者强调,在行动者偏好的基础上,规

则和结构型塑着行动者的行动。因此, 理性选择

把制度视为一种型塑行动者行为的激励结构, 而

社会学视角解释了无意识认知过程对行为的指导

作用,并且这种基于非正式规范的认知指引可能

与正式的激励结构不一致。因此, 这两种理论视

角都强调制度在行动者决策中的因果作用) ) ) 忽

视行动者决策的制度背景,行动者的决策就不可

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和说明,并将制度视为指导行

动者行动选择的机制。这些机制可以是正式的规

则与结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规范与价值观。因

此,理性选择与社会学制度主义两种理论视角最

主要的区别是, 前者主要强调外生因素对行动者

行动的影响,而后者重视内生因素对行动者行动

的影响。为了理解和解释行动者的行动,既要关

注外生因素的影响, 也应该考虑内生因素的影响,

通过整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两

种理论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行动者的行动

选择。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基本假设主要涉及三个

方面:第一, 个体是政治过程的核心行动者,个体

展开理性行动的目标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第二,制

度是型塑个体行为的规则集合体; 第三,个体对于

制度(约束或激励)能够作出理性的反应,并且大

多数个体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制度作出反应。[ 14]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策略性行

为对行动结果的决定性作用, 采用算计途径来解

释制度对行为的影响。具体来说, 首先假定某一

行动者的行为是受策略性算计所驱使。其次,行

动者的这种策略性算计受到制度的深刻影响。制

度通过确立行动规则来影响替代方案的范围和顺

序,或者提供有关行动者的信息等,从而引导行动

者作出某种算计,并带来某种社会结果。美国政

治经济学家 Ostrom 所开发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模

型( IAD)对模型化制度与策略性行为及其结果之

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制度分析

与发展框架的核心概念是行动舞台。行动舞台是

个体间相互作用、解决问题、相互支配或斗争的社

会空间,可以作为自变量/ 用来分析、预测和解释

制度安排下的行为0 [ 15]。行动舞台包括行动情境

和行动者。行动情境界定了影响行动者行动的外

生因素,这些外生因素由关键制度和关联制度构

成,而行动者的模型是经济人模型,即行动者是有

限理性和追求净收益最大化的。因此, 行动舞台

的结构界定了行动者的行为模式或博弈结构。

社会学制度主义出现的时间大约为 20世纪

70年代,是从社会学和组织理论发展起来的。社

会学制度主义有三大特征[ 16] ,一是在非常广泛的

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他们所界定的制度,不仅包

括正式规则、程序、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

提供/ 意义框架0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

板等。二是对制度与个体的行动有独特的理解。

在制度影响个体的行动方面, 社会学制度主义有

规范版本和认知版本。规范版本认为, 个体在特

定制度下的社会化过程内化了与角色相联的制度

规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被认为是影响着

行为的。认知版本认为,制度通过提供行为所必

不可少的认知模版、范畴和模式来影响行为。两

种版本的共同点是都强调规范、价值观和认知模

式等内生因素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三是强调行

动者或组织决策的合法性导向或社会适应逻辑。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者看来,行动者或组织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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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择某一制度或实践模式, 并不在于其提高了

行动者或组织的目的) ) ) 手段效率或净收益, 而

是因为其提高了行动者或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因

此, 对规范、价值观和认知模式等内生因素的关

注,使得社会学制度主义可以解释用外生因素无

法解释的行为结果, 如组织同形、反技术理性等。

结合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和社会学制度理论

的相关思想,可以建构一个既包含外生因素也包

括内生因素的概念框架(如图 1) , 用以分析和理

解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出现

的原因,并为寻找破解之道提供启发。

图 1 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企业决策的制度模型[17]

三、理论解释: 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集体行

动困境

(一) 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与企业的

策略空间。

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企业的集体行动可以模

型化为企业间的利益博弈,通过分析企业间自愿

采取(合作,合作)策略的条件,可以更好地理解影

响企业参与动力的利益机制。然后分析我国产学

合作培养人才的政策与制度是如何通过影响企业

间的利益博弈而使企业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的。

1. 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企业博弈模型。

我们假设企业是经济人, 决策的主要考量是

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为简化分析,可以把

全体企业分成两类, 一方是自己, A; 另一方是其

他企业,合称为 B。通过分析现有研究成果, 发现

企业跟学校合作的主要利益考量是人才收益 ) ) )

人才留在自己企业所带来的收益, P。企业跟学

校合作培养人才肯定得付出成本, 即培养成本,

T。企业招聘人才也是有成本的, 即招聘成本, R。

企业合作培养人才可以相应地节省招聘成本 R,

并且全体企业参与合作的程度越高, 企业招聘人

才越容易, 则 R越低。A 跟学校合作培养的人才

有一定比例会被 B雇佣,这一比例就是 A 的人才

流失率,B。如果企业 A 和 B都积极参与跟高校

合作培养人才,一方面可以提高整体人才的质量,

获得人才收益 P, 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招聘成本

R。相反, 如果大家都不参与合作培养人才,则损

失人才收益 P,并且增加了人才招聘的难度, 即增

加招聘成本 R, 但可以节省培养成本 T。如果一

方合作,则人才收益一部分 P( 1- B)自己享受,同

时可以节省部分招聘成本( 1- B) R, 而承担全部

的培养成本 T ,而另一方则可以享受一部分人才

收益BP,并且节省部分招聘成本BR 和不用承担

任何培养成本 T。因此, 可得到如下博弈收益矩

阵(表 1)。

表 1 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企业博弈矩阵

B

合作 背叛

A

合作 P+ R- T , P+ R- T
P( 1- B) + ( 1- B) R- T ,

BP+ BR+ T

背叛
BP+ BR+ T, P( 1- B) +

( 1- B) R- T
T - R, T- R

利用上述收益矩阵可以分析影响 A 和 B参

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意愿的因素。A 或 B 参与

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动力受对方策略选择的影

响,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 合作)策略, 则可以破

解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的集体困境, 企业参与合

作的动力也最大。因此,我们应该分析不论对方

选择什么策略,而 A 或 B都选择合作的条件是什

么。

要使 A 或 B不论对方选择什么策略, 自己都

选择合作策略的条件是:

P + R - T \BP + BR + T

化简为:

P (1- B) \ 2T - (1- B) R (1)

P (1 - B) + (1 - B) R - T \ T - R

化简为:

P (1- B) \ 2T - (2- B) 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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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式 2满足则式 1肯定满足,因此,分析式 2中

各系数的关系就可以揭示影响企业合作动力的利

益机制。从式 2来看,则有:

( 1) 假设B= 1, 即自己培养的人才全部流失,

被其他企业雇佣,则 2T- R [ 0, 这时企业合作的

条件是 T [ R/ 2, 即培养成本与招聘成本决定企

业是否参与合作,培养成本越大,企业参与的动力

越少;从人才市场直接招聘人才的成本越小, 企业

参与的动力也越小。

( 2) 假设B= 0, 即培养的人才全部留下被自

己雇佣, 则 P\2T - 2R, 由于企业可以通过自己

培养人才而不需要去人才市场招聘人才,即招聘

成本近似为 0,则 P\2T ,说明企业合作意愿取决

于人才收益与培养成本。人才收益越大,则企业

参与合作的动力越大,而培养成本越高,则企业参

与合作的动力越小, 而人才收益又取决于企业付

出的培养成本, 这个二律背反的困境影响了企业

合作的积极性。这个困境可以通过两方面来破

解:一是可以通过降低人才流失率使培养成本内

化来破解;二是人才收益也取决于人才的初始素

质,所以可以通过选择高素质学生进行合作培养

(以提高人才收益)来破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

好的高校及其学生越容易找到合作培养单位。

( 3) 0< B< 1时,即培养的人才有B比例的离

开被其他企业雇佣, 则 P( 1- B) \2T - ( 2- B) R。

这时, 企业合作意愿受 P、B、T 和 R四种因素的交

互影响,其中B和 T 的影响是消极的,而 P、R的

影响是积极的, 其具体影响机制是: f企业参与动力 ( P ,B,

T , R) = P( 1- B) - 2T+ ( 2- B) R。

在目前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实践中, 最常见

的是BI ( 0, 1) , 因此, 企业参与合作的决策机制

是 MAX[ P( 1 - B) - 2T + ( 2- B) R] , 具体来说

是,最大化人才收益,最小化培养成本、人才流失

率和招聘成本。在承认企业偏好净收益最大化的

条件下,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与制度可以通过

影响 P、B、T 和 R 四种因素来引导企业自愿放弃

(背叛,背叛)策略而转向(合作, 合作)策略,达到

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目的。

2. 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与企业的理

性选择空间。

我国的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产生于计划经

济时代,但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文件对产学合作

培养人才进行规范, 有关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政

策或法律规定散见于5高等教育法6、5职业教育

法6、国务院有关决定、我国的教学计划等法律、政

策文件中。这些法律或政策只是要求学校应该积

极进行产学合作,但没有对产学合作的成本分担、

效果评价、执行与监督等机制进行具体规定。实

践中的产学合作培养人才制度也不存在统一的范

式。但从实践中可以大概归纳出我国目前产学合

作培养人才政策与制度最重要的两个特征) ) ) 人

才资源的开放性雇佣和自愿性提供。所谓开放性

雇佣是指现行产学合作政策与制度并没有硬性规

定企业合作培养的人才只能留在自己企业而不能

被其他企业雇佣。所谓自愿性提供是指,虽然现

行教育法律与政策规定企业应当为学校组织的人

才培养活动提供帮助和便利, 但由于缺乏执行与

监管机制,企业跟不跟学校合作或提不提供帮助

和便利实际上是自愿的。

在我国现行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政策和制度

安排下,企业合作培养的成本难于得到补偿,培养

的人才资源却非排他性使用, 导致企业合作培养

人才活动具有很高的正外部性, 企业的理性选择

是搭便车而不是与学校合作培养人才。同时,国

际竞争压力和营利压力使企业更不愿意合作, 以

免增加生产成本。而人才市场的完善和国际化以

及我国大学生人才资源供给充足等背景,导致企

业的人才招聘成本大大降低。给定同样的人才收

益,如果招聘成本低于培养成本,企业的理性选择

是直接从人才市场中引进人才而不是与学校合作

培养人才。总之, 在我国现行产学合作培养人才

政策和制度安排中, 由于成本分担和利益补偿机

制的缺失,企业的人才收益难于保证,培养成本得

不到补偿。并且在给定人才收益的情况下,企业

可以以较低的招聘成本从国内外人才市场直接引

进人才,为了实现净收益最大化,企业的理性选择

是背叛或希望别人与学校合作培养人才而自己坐

享人才收益。从理论上讲,每个企业的这种理性

选择导致的是全体企业都不与学校合作,而全体

企业的不合作最终必然导致我国人才培养的整体

质量下降,最终反而损害了全体企业的长远利益,

单个企业的理性导致了全体企业集体的非理性,

这就是我国目前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存在的/ 公

地悲剧0问题。当然,以上分析只是纯粹制度主义

逻辑的推演,还不足以解释企业理性选择的全部

现实。

(二)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的选择空间。

如前所述,从理论上讲,在我国现行产学合作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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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才政策与制度安排下, 企业博弈的纳什均

衡是(背叛,背叛) ,即(从理论上讲)没有任何企业

愿意与学校合作培养人才,所有企业都希望搭便

车而最终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但实际上,在中

国经济发达地区或某些特殊的产业领域,产学研

合作培养人才仍然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此外,一

些高校与外企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合作也比较顺

利,而这些成功的合作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政策保

障,说明单从制度或利益理性等外生因素并不能

完全解释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的企业参与问

题,应从更加宽广的社会学视角予以分析。因此,

现在的问题是, 为什么在利益得不到保证的情况

下,现实中还是有企业与学校进行人才培养方面

的合作呢? 这就有必要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内生

因素)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文化熏陶与法律政策等外部强制的双

重作用下,我国企业逐渐把社会责任内化为企业

规范或文化,并把社会责任作为行动指南。首先,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责任概念的结合是一个积极

的促进因素。社会责任的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

我国传统文化中,先人后己、先国后家的社会责任

观源远流长,一些企业家深受/ 尊师重教0、/ 重义

轻利0等传统文化影响,这种意识通过经营活动付

诸实践,逐渐内化为企业的行为规范,形成相应的

企业文化。如果某些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模

式取得经营上的成功, 就有可能被其他企业仿效

和传播,逐渐普及为业场中的一般行为规范。其

次,来自外部因素的制约,能使愈来愈多的企业重

视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益与私益日

益分化。营利的本质导致有些企业急功近利,甚

至唯利是图,社会责任淡漠。因此,我国引入企业

社会责任概念并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企业担负社

会责任。如5公司法6第 5条明确规定: / 公司从事

经营活动, 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遵守社会公

德、商业道德, 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

监督,承担社会责任。0同时,国际和国内消费者也

通过/ 用脚投票0等方式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在政府、国际惯例和国内消费者等多方外部压力

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经营实践中重视社会

责任,经过长时间的磨合,社会责任逐渐内化为企

业的规范与惯例。

1953年,鲍恩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 / 商人

具有按照社会的目的和价值观确定政策、做出决

策和采取行动的义务0 ,并主张企业社会责任的原

则是自愿。[18] 1972 年, 曼尼 ( M anne, H . G. )提

出, / 任何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可行定义的另一方面

是,企业的行为必须是自愿的0。[19]认为社会责任

概念包括三个要素, 即支出的低回报、自愿性和公

司行为。[ 20] 1979年, 卡罗尔( Carro ll)提出, / 企业

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 社会对经济组织

经济上的、法律上的、伦理上的和自行裁量的期

望0。[ 21]上述概念虽然表述不同, 但基本上都把慈

善原则作为核心原则。慈善原则是指公司自己采

取行动或鼓励慈善行为, 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为

社会改良作出贡献, 公司不从中得到任何直接的

经济利益。因此,根据社会责任规范行动,意味着

企业的行动是以慈善原则为指导的社会适应性或

合法化行动,即行动具有自愿性和非直接利益性,

行动目的是寻求社会适应和满足社会的合法化要

求。因此,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下,有些企业即

使在收益得不到保障和成本得不到补偿的情况

下,其理性选择也是与学校合作培养人才,虽然这

种合作决策并不符合其最大化利益偏好。

(三) 企业的集体行动选择:利益理性与合法

化权衡。

在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与制度缺乏成

本分担与利益补偿机制的安排下, 如果从成本最

小化和利益最大化考虑,则全体企业的理性选择

是搭便车。如果企业从社会责任或合法化考虑,

即决策遵从慈善原则而不是利益理性原则,则全

体企业的价值选择是积极与学校合作且不寻求直

接经济利益。因此, 企业在决策是否与学校合作

时会受到利益最大化和社会责任或合法化要求双

重压力的影响,最终的决策结果是在双重压力下

权衡的结果。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 如果企业利

益原则与合法化原则一致,则企业参与产学合作

的动力最强。但在现有制度安排下, 利益最大化

与合法化要求往往并不统一, 并且不同企业的利

益诉求与合法化压力也不一样。若企业利益诉求

或利益压力比社会责任或合法化压力更大(如小

公司或利润薄的公司) ,就非常可能拒绝学校或学

生的合作要求。相反, 若企业的合法化压力大于

利益理性压力(如国企) ,则其可能在不寻求直接

经济利益的条件下与学校进行合作培养人才, 但

由于培养成本与人才收益内在的不对称,这种合

作很可能流于形式, 即提供合作机会但在合作过

程中尽量减少投入或走走过场, 导致合作效果得

不到保证。目前产学合作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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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作流于形式,如大学生实习[ 22]

因此,在目前的制度构架下,我国企业参与产

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动力依赖于全体企业的整体赢

利能力以及全体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由于我国

企业整体上还处于各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全体企

业的整体赢利能力并不强,大部分企业处于微利

水平。赢利水平低导致企业对成本敏感,使其不

愿意也难于承受合作培养中不低的成本负担。同

样,由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水平不高, 很多

企业参与公益性人才培养合作的内在动力严重不

足。换言之,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并不能对产

学合作政策与制度的缺陷起到很好的弥补作用。

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制度的缺陷与我国产业

的微利状态是影响我国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的主要

外生因素,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低下则导致其不

能弥补外生因素的不足。这些就是我国大部分企

业参与合作动力不足的原因。如零点研究咨询集

团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目前我国仅有 5%左右

的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5Team6杂志对国

内企业的调查也表明,超过 70%的企业不愿意接

纳实习生。[23]

四、破解产学合作集体行动困境的路径

(一) 国家介入。

1968年哈丁 ( Garret Hardin)在5科学6杂志

上发表文章对/ 公地悲剧0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并且提供了两种避免的方法: 相互强制或政府管

制导向方案, 私有化或市场导向方案。这两种解

决方案各有优点和弱点, 并且适用条件各不相同。

由于问题的结构及其解决方案受时空、文化、物品

属性、群体特征、相关行动者的主动选择等内外因

素的影响,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各种不同特定问

题的普适性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具有情境特殊性

和适切性。人才资源的特征和参与者特征都会影

响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集体行动困境破解方案的

选择。

首先,人才资源的特征决定了市场方案不能

成为主要方案。人才的最大特征是享有就业和迁

移自由权。因此, 虽然可以通过合同或高额违约

金等技术实现排他性的雇佣, 但这些技术或与法

理相违或在伦理上不道德,导致人才资源的私有

化不太可行和经济上无效率, 至少大面积的人才

私有化是跟现代国家理念相悖的。我国通过聘任

制形式来打破人才的单位所有制, 原因即在此。

当然,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订单式培养

在小范围内采用私有化方案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

问题。其次,参与者特征导致产学合作培养人才

在整体上不可能靠参与者自行解决。参与者特征

主要有参与者的人数、参与者的异质性等。参与

者越多、参与者偏好越异质,制度转换成本、执行

与监督成本就越高, 就越需要外部权威机构如国

家的介入来改变这种无政府状态。我国产学合作

培养人才问题涉及规模大小不一、所有制成分多

样的全国企业,即涉及的企业异质性非常高,解决

集体行动问题的交易成本非常高, 只有国家介入

才能克服这种高昂的交易成本, 才能打破目前产

学合作培养人才中企业的集体行动困境。

国家介入的方式,首先是要尽快制定统一的

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国家应借5国家教育改

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 2010~ 2020)6和/ 卓越工程

师计划0的颁布,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提高企业参与

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其次,做好支持者和仲裁者

角色,成为产学合作双方的监督者,监督双方履行

有关产学合作的协议。再次,做好产学合作培养

人才中的服务工作, 发挥政府在产学合作中的中

介服务功能, 特别是信息的发布工作。通过每年

的产业政策信息的发布, 引导校企间的沟通;政府

或委托中介组织构建类似人才市场的产学合作信

息发布平台,合作双方供求情况都可在这一平台

上及时找到接口,减少校企双方的时间成本。最

后,制定激励政策,对在产学合作培养人才工作中

表现突出的企业,国家给予一定数量的税收优惠,

或授予荣誉称号, 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推动企

业积极参与产学合作人才培养。

(二) 利益机制的引入与政策再设计。

我国现行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是计划经济

时代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代, 产学合作培养人

才政策域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化程度低, 政

策或制度整合与协调利益的功能可以很容易通过

思想政治教育等管理方式来实现。但随着我国市

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公益与私益日益分化,政策或

制度整合与协调利益的功能很难通过思想政治教

育等管理措施来实现。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产学

合作培养人才政策和制度进行重新设计,引入利

益补偿和成本分担机制,以解决企业合作动力低

下,产学合作供给不足和效率不佳的问题。

首先,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应该明确规定

成本分担主体和分担原则。西方税收制度理论的

两个基本原则/ 利益获得原则0与/ 能力支付原则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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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利益获得原则遵循的

是/ 谁受益谁负担0的效率原则, 是利益补偿和成

本分担的主要原则。在产学合作中, 受益者有企

业、学生和社会。其中,学生通过支付学费的方式

把分担责任转移给了学校,而社会的分担应该由

国家统一代为承担。因此,产学合作中的培养成

本分担应由企业、学校和国家按照获益大小共同

分担。但同时, 为了提高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成

本分担的公平性,有必要引入成本分担的/ 能力支

付原则0。能力支付原则以分担能力作为确定成

本分担标准的依据, 即考虑企业或学校成本补偿

的负担能力,对弱势高校或中小企业等分担能力

差的组织减免分担比例或提供资助政策,以实现

公平性。

其次,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应该明确

规定成本分担的具体机制。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

成本分担涉及国家、学校和企业三方。这三方在

产学合作培养人才过程中所付出成本的具体表现

形式是不一样的, 这就涉及成本如何核算以及通

过什么方式分担成本的问题。对国家来说,是采

用补贴还是采用减免税收,是补贴学生还是直接

补贴学校, 对产学合作的影响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学校来讲,是通过派教师还是直接付费,效果也

是不一样的。对企业来讲,是进行专用性投资还

是短期合作, 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应该在

研究的基础上, 在政策中明确规定。

最后,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应该强化

学校在产学合作中的管理责任。产学合作培养人

才涉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易。交易是有成本

的,而学校管理责任的强化可以大大降低产学合

作的交易成本, 对产学合作成效具有重要的影响。

学校的管理责任主要表现在, 一是学校应该积极

寻找合格的合作单位; 二是在合作过程中做好学

生管理与指导工作; 三是在合作过程中做好与企

业各方的协调工作; 四是在合作过程中积极做好

对企业努力水平的评价工作等。

(三)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与正式制度相互补充和相

互促进。因此, 在目前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

策和制度严重缺失的背景下,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

对提高企业参与合作培养的意愿具有重要的积极

意义。

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中有企业支持教育的相关

规定,5教育法6第四十五条规定: / 国家机关、军

队、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

人,应当依法为儿童、少年、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0第四十七条规定:/ 国

家机关、军队、企业事业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

为学校组织的学生实习、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帮助

和便利。05高等教育法6第十二条规定: / 国家鼓励

高等学校之间、高等学校与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企

业事业组织之间开展协作,实行优势互补,提高教

育资源的使用效益。05职业教育法6第三十七条规

定: / 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

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0。同时,5公司法6对企

业社会责任也有相关规定。但我国企业参与合作

培养人才的社会责任总体水平并不高, 其主要原

因,一是强制性约束不强。就是说,国家有关企业

支持教育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和不成体系;相关法

律法规缺乏执行、监督和奖惩体制机制等,导致法

律法规在现实中难于贯彻执行。二是社会规范性

约束太弱。就是说, 全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还没有真正提升到应有的水平, 难以形成推动企

业负担社会责任的合法化压力。三是企业社会责

任内化与制度化不足。就是说企业并没有真正把

承担社会责任作为自己内在的价值或文化要求,

或者说,社会责任还没有真正内化为企业的文化

或经营模式。因此, 为了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国家

及学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制定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法律法

规,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法规体系。

在制定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时, 可以考虑与5公

司法6和5劳动法6配套,并且根据产学合作的特殊

性,在政策中详细规定企业参与合作培养人才的

社会责任,规定具体的执行机制、监督体系和奖惩

制度,提高政策的可执行性。

其次,加大舆论宣传,树立正确的企业社会责

任观。国家及学校应该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各

种途径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知识进行舆论宣传,

以提高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许, 提高社会

对企业的合法化压力。国家及学校也可以通过授

予荣誉称号等形式树立全社会正确的企业社会责

任观。如5教育法6第十三条规定, 国家对发展教

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

5职业教育法6第十条也规定, 国家对在职业教育

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最后,国家通过在企业认证和评估体系中引

入企业支持教育的社会责任要求, 引导企业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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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教育的责任作为日常经营模式, 以促进企业把

外在的责任要求内化为自身文化和价值观。通过

提高企业支持教育责任的内化与制度化水平, 使

企业把支持教育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自身经营管

理的内在要求, 从而降低企业社会责任的执行成

本。

五、结语

目前,企业参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动力不

足问题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企业动力不足问题处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实践的

核心,是影响产学合作成效的最核心因素。而目

前的研究由于没有抓住动力问题的主要矛盾 ) ) )

企业利益考量的具体机制,因此解释力有限。

从产品的基本特征出发进行分析,能够更好

地理解和解决产品的提供问题。产学合作培养人

才的产品是人才资源。人才资源具有消费或雇佣

上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属于公共池塘资源

( CPRs)。因此,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问题可以重

新界定为公共池塘资源的提供问题。同行企业是

否也积极参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或搭便车才是影

响企业参与动力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参与动力不

足的原因是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存在集体行动困

境。

在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集体行动中, 企业的

策略行动空间受制度性外生因素和内生性规范或

价值观的双重影响。制度因素界定了企业行动的

利益博弈的结构,正是在这种结构下,企业根据成

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策略性选择。

企业经营管理规范或价值观引导企业进行社会适

应性的实践理性选择, 以寻求决策的合法化。因

此,企业的决策正是在利益最大化和合化法双重

压力权衡的结果。

我国企业之所以在合作培养人才中陷入集体

行动困境,是因为我国现行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

政策与制度缺少成本分担与利益补偿的体制和机

制,导致我国人才资源的占用和提供处于开放占

用和自愿提供的状态, 企业面临搭便车的强烈诱

惑。同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总体水平偏低, 导致

企业面临的合化法压力难以促进企业根据慈善原

则与学校合作培养人才。

为了破解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的集体行

动困境问题, 提高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动力, 首

先,国家应该介入,尽快制定统一和完善的相关政

策;其次, 引入利益机制对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

政策与制度进行再设计; 最后,国家及学校应该努

力提升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社会责任水平。

本研究最主要的创新是从产品属性与产品提

供的关系切入,利用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产学合

作培养人才中企业动力问题, 并揭示了企业动力

不足背后的真正逻辑是集体行动问题, 为破解企

业动力谜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当然, 本研究是

初步的,并且缺少田野调查,结论也是初步和简化

的。因此,为了深入理解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的

动力问题, 应该把国家、学校、学生等相关主体都

纳入分析。同时,应该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以分

析政策与制度、产品特性、参与者属性等众多变量

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影响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问

题的,这也是作者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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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nterprises.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in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in Cultivating Talents

H u H aiqing , Zhu J iade

Current ly, the major chal lenge in the pr act ice of the indust ry- univer sity cooperat ion in cultivat ing

talents ( IU CCTs) is the insuff icient mot iv at ions of enterprises. part icipat ions. A vailable studies have

limited explanatory pow er because they m iss the point of the underly ing mechanisms about how the

enter prises calculate betw een the benef it s and costs. The essence of the IU CCT s is the supply of hu-

man resources, w hich are featured by non-exclusiv eness and compet itiveness. Therefore, enterprises.

col lect iv e act ion dilemma in the IU CCT s is the real cause of enterpr ises. lack of mo tivat ion. Breaking

down the enterprises collect ive act ion dilemma in the IU CCT s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 oblem.

Through integ rat ing the rational cho ice inst itut ionalism and sociolog ical inst itut ionalism, this paper

const ructs an inst itut ional analysis framew ork about business decisions. Based on the f ramew ork, w e

can recognize the factor s of inf luencing enterprises. decision-making act ions, namely, exogenous IU C-

CT s policies and endogenous social responsibilit ies. The lacking of cost sharing and interest compensa-

t ing mechanism in China's current IUCCTs po licies and the general low conciseness o f social respons-i

bilit ies among enterpr ises have led to the collect ive act ion dilemma and thus, have caused a lack o f mo-

t ivat ion of the enterpr ises to part icipate in the IUCCTs. In order to break down the dilemma and en-

hance enterprises. mo tivat ion o f par ticipation, many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g overnment should be

invo lved in appropriately; the IUCCTs po licies and systems should be redesigned by int roducing the

interest mechanisms; and great ef for ts should be made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

talent t rai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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