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6 页 

 

 

 

 

中国生产力学会文件 
 

 

中生综发〔2023〕34 号 

  

中国生产力学会 

关于组建高质量发展专家（讲师）团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中心城市生产力学会（生产力促

进中心），学会团体会员、理事单位，各工作机构、社会团体、

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智库、咨询机构及有关企业： 

为推动和加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生产学会着手筹

备组建中国生产力学会高质量发展专家讲师团，以促进高质量

发展理论和实践成果在更大范围的应用，提升企业和其他社会

组织、机构高质量发展的素质和能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社会

生态。 

一、目的和意义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在当前和今后长远发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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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和目标。先进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前提、基础和重要动力。

从这一角度讲，先进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近义词，甚至是同

义词。特别是“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更是密切了高质量

发展与生产力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国生产力学会作为研究和推

动生产力发展的专业组织，在引导、带动和促进高质量发展中

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充分利用好学会所联系的智力资源

和社会影响力，通过会议、培训、咨询等形式，把高质量发展

的理念和实践成果，进行推广和复制，让这些成果的价值最大

化，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实现全

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和工具。 

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培训和咨询本身也需要高质量发展。组

建中国生产力学会高质量发展讲师团，整合全国范围内在高质

量发展方面的智慧资源，普及和推广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成果、

经验和方法，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训的组织化、体系化、系统化，

促进高质量发展培训资源的互动、联动和升级，减少企业等需

求方在选择时的困惑和误区，帮助需求方用最简单找到最优培

训咨询方案，防止成本和时间的浪费，可以需求和社会创造巨

大的效益和价值。 

二、组织和人员 

中国生产力学会高质量发展讲师团，由中国生产力学会培

训与评价中心负责具体筹备、组建和管理、运营工作。讲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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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按承担工作性质和资历不同，分设为高质量发展讲师团特

聘教授（客座教授）、高质量发展讲师团专家讲师、高质量发展

讲师团特聘讲师、高质量发展课题特聘专家、高质量发展课题

特聘研究员等。 

讲师团成员来源和构成： 

1、国家研究机构、社会组织、高等院校（含职业技术院校）

等从事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相关政策研究

制定的政府部门成员。 

2、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果的企业（机构）的董事

长、CEO、总经理以及企业商学院、培训中心、人力资源负责人。 

3、领先型企业、咨询机构的董事长、CEO、总经理以及企

业商学院、培训中心、人力资源负责人。 

4、高质量发展理论及实践成果的创造者、参与者。 

5、其他致力于高质量发展方面研究与培训的专家、学者和

研究人员。 

三、培训组织方式及特点 

以成果为导向，突出实用、实战、实训、实效，重心放在

高质量发展模式、经验、方法的转化利用上，通过标杆学习、

考察观摩、训战结合等形式，促进高质量发展成果形成现实生

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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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资质及要求 

（一）申报资质 

1、所在单位或本人在高质量发展方面有突出成果； 

2、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愿意投身高质量发展培训咨询工

作； 

3、在特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具有良好的口碑和影响力； 

4、具有相当水平的培训输出能力。 

（二）申报方式 

1、中国生产力学会内部遴选和邀请； 

2、社会组织和机构推荐； 

3、单位推荐； 

4、个人自行申报。 

（三）申报流程 

1、填写申报表（附相应证明资料）并寄送至我会工作部门； 

2、由中国生产力学会培训与评价中心组织审定； 

3、审定通过后颁发聘书，正式成为高质量发展讲师团成员； 

4、由中国生产力学会公开发布讲师团名单。 

五、工作内容及回报 

1、根据培训计划，承担“高质量发展大讲堂”的授课任务，

按相关规定取得授课报酬。 

2、参与我会组织的相关课题研究、企业咨询、企业内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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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服务项目等，按约定取得报酬。 

3、中国生产力学会培训与评价中心将对特聘教授的实践教

案、理论成果以及演讲、培训内容进行收集、整理，以编辑出

版系统化的高质量发展培训系列教材，特聘教授享有相应部分

的版权，并按相关规定取得报酬。 

4、享受我会企业学习服务平台（正筹建）会员权力，特聘

教授相应视频课程上传收录至平台，后台按规定获得付费学习

课程分成。 

5、免费参加中国生产力学会培训与评价中心组织的专业领

域相关重要活动、会议、论坛以及研讨会。 

6、按规定成为中国生产办学会及培训与评价工作委员会理

事/委员，按审定要求聘为中国生产力学会高质量发展专家/师

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等，并颁发相应证书证牌及聘书。 

7、对于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推广价值的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

及实践成果推荐申请“全国优秀生产力理论与实践成果奖”（国

家级奖项）。 

8、优先享有我会课题立项、项目合作权限；共享我会各项

研究成果和资源，提供创新科技成果评价、转化和其它商业合

作机会。 

9、优先推荐在报刊杂志和网站等媒体渠道发表高质量发展

领域的理论文章、调研报告、研究成果和经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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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享受我会面向各类会员提供的其它增值服务，以及双

方协商一致的服务内容。 

六、联系方式： 

承办部门：中国生产力学会培训与评价中心 

联 系 人：余  前   宋赛美  

联系地址：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外东后巷 28号 4号楼 

联系电话：（010）68818131  68818132  17610221093 

邮箱：wcapss@126.com                

网址：www.capss.org.cn 
 

 

 

 

 

中国生产力学会 

2023年 10 月 18日     
 
 
 
 
 
 

中国生产力学会秘书处             2023 年 10月 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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