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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遵循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统一。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的大学中，两种逻辑各有所侧

重。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是适应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需求、主要遵循社会逻辑的一类高校。基于标

杆管理法的实证研究发现，若干所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初步具备了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实力，

但存在学科结构单一的缺陷。坚持社会逻辑和学术逻辑结合的办学取向，体现知识创造和服务国家的有机统

一，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行路径有：加固“冰山之基”，缔造学科巅峰；强化 有

组织的科研行为，激活知识生产“动力源”；推动教育目标重识与流程再造，培养面向产业技术和专业学术的行

业精英人才；增强知识溢出能力，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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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１１世纪，世界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意

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诞生。在此后近千年的历史演

变中，大学“都是以满足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的不

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１］约翰·

Ｓ·布鲁贝克将确立大学地位的哲学基础归纳为

认识 论 和 政 治 论 两 种，其 中，认 识 论 主 张 大 学 以

“闲逸的好奇”来追求高深学问，政治论则主张“大

学学术必须服 务 于 社 会 与 国 家”。［２］可 以 看 出，大

学发展受两种逻辑的支配。一是学术逻辑，即大

学作为探究高深学问、培养专门知识生产者的场

所，知识的变革、学科类别与范式的转变为大学提

供了发展动力。二是社会逻辑，即大学要能回应

并满 足 国 家 和 社 会 需 求，并 为 之 做 出 积 极 贡 献。

高等教育遵循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统一，但在

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类型的大学中，学术逻辑和社

会逻辑各有侧重。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适应国家工业化 发 展 的

需要，全国高等教育系统遵循社会逻辑，进行了三

次不同程度和规模的院系调整，建立了与计划经

济体制相适应的高校设置格局和高等教育管理体

制。当时有一大批按行业归口建立的高等院校，

分别由有关行业部委领导，主要遵循社会逻辑，以

服从行业发展需求为办学目标的高等学校，被称

为行业特色型大学。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９０年

代中后期，在国家历次指定的全国重点（建设）大

学名单中，除１９５４年外，行业特色型大学占比均

接近或超过５０％，其中工科类比例最高（见表１）。

经过重点建设，一批行业特色型大学具备了较为

深厚的行业底蕴和学科积淀，其人才培养与科学

研究对行业的贡献度高，成为高水平行业特色型

大学。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政府机构改革

进程，我国从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实施了高等教育管理

体制改革。原行业部委直属院校的大多数被划归

地方管理，占比较少的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划

归教育部或国防科工委等部委管理。当时一些高

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还经历了合并重组，或是被

并入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或是与其他高校合并转

变成“不再面向特定行业”的多科性大学乃至综合

性大学。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后，高

水平行业型大学依然存在。３９所原国家“９８５工

程”重点建设大学中，有９所是行业特色型大学，

其中６所属于工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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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中后期全国重点（建设）大学概况

入选年份
全国重点

大学数（所）
行业特色型

重点大学数（所）

行业特色型重点大学科类分布

工科 农林 医科 其他
备注

１９５４年 ６　 ２ ／ ５０％ ５０％ ／

１９５９～１９６３年 ６８　 ４０　 ６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７．５％
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 ９９　 ６５　 ６３．１％ １５．４％ ９．２％ １２．３％
１９８４年 １５　 ７　 ５７．１％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４．３％ “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大学

１９９０年 １５　 ７　 ５７．１％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４．３％ “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大学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 ９４　 ４３　 ６０．５％ １１．６％ ９．３％ １８．６％ 第一、二批“２１１工程”大学

　　　　　数据来源：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关文件。

　　为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将工科类高水平行

业特色型大 学 界 定 为：（１）获 国 家“９８５工 程”或

“９８５工程平台”支持；（２）隶属中央部委；（３）在

工学学科领域优势突出，即在最近一轮全国一级

学科评估中，在工学领域至少３个学科排名全国

前五或５个学科排名全国前十或３个及以上的学

科排 名 全 国 前 十 且 至 少１个 学 科 排 名 全 国 第

一①；（４）与特定行业保持紧密联系。由此确定了

１２所大学为研究对象（见表２）。

作为高等教育适应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的历

史产物，且已处在中国高等教育“金字塔”结构顶

端的高校，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能否建

成世界一流大学？其如何做到学术逻辑和社会逻

辑的 辩 证 统 一，实 现 跻 身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的 目 标？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行业特

色型大学这类高等教育组织形态的理解，另一方

面有益于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摆脱“高

等教育依附论”的影响，探索符合自身特质的世界

一流大学发展路径。

二、研究设计

１．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运 用 标 杆 管 理 法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对１２所工科 类 高 水 平 行 业 特 色 型

大学和国际标杆进行同型比较。采用标杆管理法

对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进行分析，可明

晰这些高 校 在 世 界 高 等 教 育 系 统 中 所 处 的 生 态

位，进而对“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能否建

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一问题做出客观评价。

２．国际标杆选择。

标杆管理的目的是引导组织向标杆 学 习，争

取赶上甚至超过标杆。因此，标杆的选择需要遵

循的基本原则 包 括：（１）相 似 性 原 则。即 所 选 择

的国际标杆与国内样本具有较高相似性，以保证

标杆比 较 结 果 的 准 确 性 和 可 靠 性。（２）领 先 原

则。即国际标杆需在整体上或在某些方面领先于

国内样本。（３）可行性原则。足量的数据是进行

绩效指标测量的基础，需考虑数据采集的难易程

度。

欧美国 家 虽 没 有“行 业 特 色 型 大 学”这 一 概

念，却曾因为国家建设需要设立过专门学院。只

要没有和综合文理学院合并，自身具有“明显处于

强势的学科专业，这些学科专业本身能够形成完

整的体系；有主要服务面向的特定性；不限于单一

的学科专业结构”［３］这几项特征，可被视为与行业

　　　　表２　 １２所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概况

学校名称 原隶属部委
全国学科评估排名领先的工学类学科数（个）

第１ 第２～５ 第６～１０
部委／行业共建

获国家重点

支持情况

哈尔滨工业大学 航空航天部／国防科工委 １　 ９　 ８ 工信部－教育部共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航天部／国防科工委 ２　 ３　 ７ 工信部－教育部－中国工程

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业部／国防科工委 １ ／ ７ 工信部－教育部共建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航天部／国防科工委 ／ ４　 １ 工信部－教育部共建

东北大学 冶金工业部 ／ ３　 １
学校与鞍钢／首钢／宝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并共建研发中心／人才培养基地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产业部 １　 １　 ３ 教育部－中电科技集团共建

９８５工程

北京科技大学 冶金工业部 １　 ４ ／ 教育部－宝钢／鞍钢／武钢／首钢共建

北京交通大学 铁道部 １　 １　 ３ 教育部－铁道部共建

江南大学 轻工业部 １　 ３ ／ 中国轻工联合会－江苏省共建

河海大学 水利部 １ ／ ４ 教育部－水利部－国家海洋局共建

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业部／国防科工委 １ ／ ２ 工信部－江苏省共建

西南交通大学 铁道部 １ ／ ２ 教育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共建

９８５平台

　　　数据来源：各大学网站、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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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型大学相似的国外专门院校。本研究选择美

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和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作为

国际标杆。佐治亚理工学院创建于１８８５年，建校

初期是一所机械工程技术院校，现今已成为以工

见长的研究型大学，以美国航空航天工程领域作

为重要服务面向，其在 ＡＲＷＵ、ＵＳ　Ｎｅｗｓ、ＱＳ和

ＴＨＥ四项世界大学排名中均处在世界前１００位，

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创办

于１７９４年，隶属法国工业部委，是世界顶尖的工

程师学院，在上述四项世界大学排名中大致处在

世界前１５０～２００位，可被认作是“排名靠前的世

界高水平大学”。两所大学的办学信息均在网络

上作了较为详细的公开，数据收集较为容易。

３．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均来自各类公开的文献资

料，包括中央及有关部委文件，国内外大学网站、

教育 部 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发 展 中 心 网 站，软 科、

ＵＳ　Ｎｅｗｓ、ＱＳ和ＴＨＥ等世界大学排名和世界学

科排名网站，以及ＥＳＩ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数

据采集时间截至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日。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大学是学科的混合体，一流大学需要 有 一 定

数量的一流学科和成体系的学科结构。由于各国

大学在性质、类型、规模、办学特色等方面的差别，

客观上很难对 所 有 大 学 进 行 综 合 实 力 的 排 名。［４］

学科排名 是 不 同 大 学 之 间 在 同 一 学 科 之 间 的 比

较，可比性更强。有鉴于此，本研究选取软科、ＵＳ

Ｎｅｗｓ、ＱＳ和ＥＳＩ四项认可度高的世界大学学科

排行 榜，对 中 外 院 校 的 表 现 情 况 进 行 对 比 分 析。

见图１为方便直观比较，对学科层次作如下界定：

把位居世界前５０位或进入ＥＳＩ排 名 前１‰的 学

科视为世界一流学科，把位居世界前５１～２００位

或进入ＥＳＩ排名前１％的学科视为世界高水平学

科。

１．国内样本和国际标杆发展水平对比。

分析显示，１２所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

学与２所国际标杆院校的比较结果可分为三个层

次。第一层次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３所高校。其中，哈尔滨

工业大学在软科、ＵＳ　Ｎｅｗｓ和ＥＳＩ共３项榜单中

整体超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是整体实力最接近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国内样本院校。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的软科排名均整体超过巴黎

综合理工学院；ＥＳＩ排名中，中外院校整体实力虽

相近，但２所 中 国 大 学 的 世 界 一 流 学 科 数 更 多；

ＵＳ　Ｎｅｗｓ学科排 名 中，虽 然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北京理工大学没有跻身世界一流的学科，巴黎综

合理工学院有２个，但２所中国大学的世界高水

平学科数超过后者，且其中２～３个已接近世界排

名 前５　０区 间。ＱＳ学 科 排 名 中，３所 中 国 大 学 表

图１　１４所中外高校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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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３所国内院校与国际标杆各学科排名段的数量分布比较

图３　５所国内院校与国际标杆各学科排名段的数量分布比较

现总体欠佳（见 图２）。总 体 而 言，第 一 层 次３所

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在优势学科领域的

整体规模与水平不逊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可将

佐治亚理工学院作为长（远）期发展的追赶标杆。

第二层次包括西北工业大学、东北大学、电子

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５所高

校。这些高校不仅软科排名的优势学科总数与巴

黎综合理工学院基本持平，而且世界一流学科数

均多于后者 至 少２个 以 上。ＥＳＩ排 名 中，电 子 科

技大学整体超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北京科技大

学的世界一流学科数多于法国样本院校。在 ＵＳ

Ｎｅｗｓ、ＱＳ学科排名中，５所中国大学表现总体欠

佳。可以看出，第二层次５所工科类高水平行业

特色型大学在优势学科领域的整体规模与水平正

逐步比肩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可将后者作为中长

期发展的“常态化”超越标杆（见图３）。

江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西南交

通大学４所高校属于第三层次，无论是优势学科

的数量还是水平，在四项排行榜中均与巴黎综合

理工学院存在较大差距。

２．国内样本和国际标杆的学科结构对比。

上海软科开发的学术排行榜具有国际广泛认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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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度。同时，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的学科划分

与中国教育部公布的一级学科目录较为接近，便

于国内样本的深度分析。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

选择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进行一流学科结构分

析。２０１７年，除南京理工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其

他１０所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共有３２个

世界一流学科，均为工学。佐治亚理工学院有１９
个世界一流学科，其中工学１５个、理学１个、社会

科学３个。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此次仅７个学科进

入世界前５１～２００位。

表３　工学领域软科世界一流学科上榜情况

学校名称 工学领域世界一流学科

哈尔滨工业大

学

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 程、仪 器 科 学、计 算 机 科 学 与

工程、土木工程、纳米科学与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

工程、冶金工程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航空航天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冶金工程

北京理工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航空航天工程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冶金工程

东北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矿业工程

电子科技大学 电力电子工程、通信工程

北京科技大学 冶金工程、矿业工程

北京交通大学 通信工程、交通运输工程

江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

河海大学 水资源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

佐治亚理工学

院

机械工程、电力电子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通信工程、
仪器科学、生物医学工程、计 算 机 科 学 与 工 程、土 木 工

程、化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科学与技术、能源

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 工 程、航 空 航 天 工 程、交 通 运

输工程

　　从表３可以看出，国内３２个世界一流学科均

和每所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长期面向的

行业密切相关。这些高校尚未在传统特色及优势

领域之外产生世界一流学科。佐治亚理工学院建

校之初是一所以机械工程学科为主的技术院校，

如今已有１５个跻身“世界水准”的工科类学科，而

且仅依托４个学院，既实现了优势学科拓展，又避

免了因 学 院 数 目 过 多 导 致 的 学 科 分 割。相 比 之

下，除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世界一流学科和依托学

院之间做到了数量对等，其他９所工科类高水平

行业特色型大学的依托学院数均多于世界一流学

科数，意味着这些高校普遍按照二级学科甚至三

级学科方向设置学院，学科力量被行政体制分割。

不仅如此，６所 国 内 高 校 的 一 流 学 科 依 托 学 院 在

校内工科专业学院占比超过５０％，其他４所均超

过３５％，意味着学院间可能存在学术活动的同质

化（见表４）。

３．结果分析。

　表４　工学领域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数及依托学院情况

学校名称
世界一流学

科数（个）

一流学科

依托学院

数（个）

一流学科依托学院

在校内工科专业学院占比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９　 ９　 ６４．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６　 １０　 ６６．７％

北京理工大学 ２　 ４　 ３６．４％
西北工业大学 ２　 ５　 ４５．５％

东北大学 ３　 ６　 ６０％
电子科技大学 ２　 ６　 ５０％
北京科技大学 ２　 ４　 ５０％
北京交通大学 ２　 ４　 ５７．１％

江南大学 ２　 ３　 ４２．９％
河海大学 ２　 ５　 ４１．７％

佐治亚理工学院 １５　 ４　 １００％

　　（１）若干所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有

实力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基于影响大学发展的学术逻辑和社 会 逻 辑，

世界一流大学有两大判断标准，即国际可比的客

观标准和国 别 特 征 的 主 观 标 准。１２所 国 内 样 本

院校和２所国际标杆院校在四项世界大学学科排

名的国际可比 客 观 标 准 比 较 结 果 显 示，８所 发 展

态势较好的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初步具

备了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实力。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一个国家 的 大 学

能否达到世界水准，除通过大学自身努力成就卓

越，获得世界认可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之外，还与国

际格局变迁、国家实力消长有密切关系。中国正

从发展中大国向现代化强国迈进，对“什么是国家

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一问题，中国工程院的

研究认为，我国在２０３０年前将保持工业倚重型的

经济形态，中国的发展仍需依靠工业化进程中各

行各业的科技 进 步。［５］与 综 合 性 大 学 侧 重 于 遵 循

学术逻辑而擅长基础理论研究相比，工科类高水

平行业特色型大学更擅长实践应用导向的工程科

技研究，且与行业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它们将在

中国未来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重新布局中

发挥显著作用。从有国别特征的主观标准判断，

伴随着中国工程科技在世界上逐步实现从“跟随”

到“领跑”的超越，若干所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

型大学也将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２）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需要克服

结构性缺陷。

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在办学实践中

侧重遵循社会需求逻辑，这虽然帮助各校形成了

办学特色和优势，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

业 院 校 有 悖 于 学 科 发 展 的 规 律 和 人 才 培 养 的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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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佐治亚理工学院学科拓展历程

时间 办学定位 学科发展情况

１８８５ 学校创建 ／

１８８８ 服务佐治亚州工业发展规划 设立机械工程学科，培养实用性技术人才

１８９０ｓ～１９２０ｓ
服务佐治亚州乃至美 国 南 方 工 业 经 济（主 要 承 担

政府委托项目）
保持机械工程学科优势，逐步新增土木工程、电气工程、纺织工程、化学工程、建筑工

程等学科，并于１９１２年开办商学

１９３０ｓ～１９４０ｓ 一所被认可的区域性工程学院 新增航空工程、工业设计等应用学科，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自然学科

１９４０ｓ～１９５０ｓ 由区域性高校转变为在国家层面有影响力的大学 增设电子学、工业与系统工程、城市与区域规划、建筑构造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

１９５０ｓ～１９７０ｓ
成为在自然科学和高新技术领域具有强劲实力的

大学
开办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航天工程等工程学科，加强基础自然学科实力

１９７０ｓ～１９９０ｓ 跻身美国三大理工学院之一

开办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纳米技术、环境工程等工程学科，以
及生命科学、地球与大气科学、心理学等基 础 自 然 学 科。认 识 到 科 技 与 人 文 的 融 合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加大了对文科的扶持，逐步开办历史社会学、文化传播

学、现代语言、公共政策、国际事务等社会科学学科

２０００年至今 稳居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增设交互计算、生物分子工程等新兴学科

求，因为它从物理环境上人为割断了许多学科之

间的联系”［６］，致 使 这 些 高 校 普 遍 存 在 结 构 性 缺

陷，体现在“尚处于由单科学院向多科性大学的转

型适应期”“在组织行为方面依然带有单科性学院

特点，在多学科协调发展特别是新建学科的质量

提升方面尚未取得理想效果”。［７］

纵观国外，法国大学校进入２１世纪后也感到

了学科单一带来的危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等法

国１２所大学校联合组成巴黎高科技工程师学校

集团，通过集团化发展形成了多科性框架。佐治

亚理工学院办学历史上也根据办学定位的变化，

经历了 由 单 科 性 向 多 科 性 的 拓 展（见 表５）。因

此，如何实现战略转型，破解制约学校发展的结构

性问题，是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亟需解决的课题。

四、讨论与建议

坚持社会逻辑和学术逻辑相结合，在 办 学 中

体现战略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国家意志、服务行业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需求，坚持用国际学

术标准衡量、引领和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在国际可

比的客观学术指标上有杰出表现，促进知识创造

和服务国家的有机统一，是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

色型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行路径。

１．加固“冰山之基”，缔造学科巅峰。

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在长期办学实

践中侧重遵循社会需求逻辑，形成了颇具特色的

“冰山”型学科结构。浮于海平面之上的是围绕行

业发展需求而形成的最具优势的“拳头”学科，海

平面之下还有大量相关学科对其形成支撑（见图

４）。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工科类 高 水 平

行业特色型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既巩固和

图４　行业特色型大学冰山型学科结构

加强传统优势学科，又有序拓展学科结构。对此，

建议采取“倾斜———共生———融合———提升”的学

科建设策略（见图５）。“学科倾斜”旨在增强优势

学科的行业贡献度和学术竞争力，推动传统优势

学科跻身世界前列，使“冰山”顶部达到新的高度。

“学科共生”旨在突破资源约束条件，在发展传统

优势学科的同时，前瞻性地把握科学前沿动态、行

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的变化，适度创办具有战

略意义和发展潜力的新学科，稳定和扩充“冰山”

底座。“学科融合”旨在推动优势学科与新学科的

交叉融合，特别是选择主干学科以外的异质性学

科，通过提高其发展的规模与质量，使其达到与传

统优势学科对话的临界点，在各学科之间形成网

络协同关系。“学科提升”旨在针对性地将部分新

学科列为战略发展重点，对其持续增加资源投入，

使其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之后转化为新的优势学

科，让更多“冰山”冒出海面。

２．强 化 有 组 织 的 科 研 行 为，激 活 知 识 生 产

“动力源”。

作为有近１４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在现代化进

程中会出现许多独特的问题。建议工科类高水平

行业特色型大学强化有组织的科研行为和“问题

导向”的原创性科研，立足学术前沿和立足国家需

求与行业发展并重，在科学内在逻辑和社会需要

逻辑的交叉点上取得学术突破。

（１）立足学术前沿。国内大学的科研职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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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倾斜———共生———融合———提升”学科建设策略

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 被 剥 离 给 科 研 院 所，此 后 虽 逐 步

恢复，但一直未能经历基础研究的长期体制化进

程。［８］对此，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需将服

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自上而下推

动有组织的学术创新，特别是从重大工程应用中

寻找基础前沿研究方向、凝练定向性基础科学问

题，持续支持对这些问题深入研究，促进基础学科

和应用学科结合，产生更多世界学术成果。

（２）立足 国 家 需 求 与 行 业 发 展。当 前，中 国

在增加研发投入的同时，把企业纳入技术创新主

体，加上政府下属科研机构，高校国家研发投入所

占份额不断下降，“科研漂移”现象预示着大学有

可能逐步远离创新活动密集的中心地带。对此，

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可通过创新科研组

织模式，组建跨学科、跨学院、跨团队的交叉跨界

研究中心，使其发挥磁场作用（见图６），对内汇聚

因行政体制分割而分散在各个学院的技术力量，

推动跨界整合与协同攻关；对外聚焦某个领域的

系统级应用需求，依托系统级项目在产业技术创

新的“关键点位”与“核心领域”实现突破，牵引这

类大学科研竞争力整体提升。

３．推动教育目标重识与流程再造，培养面向

产业技术和专业学术的行业精英人才。

当前，具有高渗透性、高带动性的信息技术与

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正引发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

产方式、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９］以分享经济和

跨 界融合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工科类高水

平行业特色型大学不宜再专注于细分专业，以培

养“专业对口的技术人员”为主要目的，也不能照

搬综合性大学“注重宽口径、强调理论型”的培养

方式，而需构建面向产业技术和专业学术为主的

精英人才培养体系，尤其是强化跨学科教育和多

学科融合，帮助学生形成复杂工程的系统视野和

跨学科知识结构，养成前瞻交叉思维方式，培养知

识综合、技 术 集 成 和 跨 界 整 合 的 能 力。［１０］工 科 类

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还可发挥对应行业领域的

集成创新优势，推动学科与产业融合，培养学生在

复杂多元的真实科研、生产和销售情景下创造性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除坚持教育的主体性，工

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还应围绕“一带一路”

等国家总体对外开放战略，拓展学生赴海外一流

大学交流学习的通道，通过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

办学和参加国际等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提升人

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

４．增强知识溢出能力，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面对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对我国 低 成 本

竞争优势的替代和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

的实施，中国制造业正陷入“两头挤压”的局面，迫

切需要依托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学

作为知识生产组织，当其能够资本化的知识积累

量达到一定值时就会向外溢出，溢出的知识既能

为产业 所 用，也 能 改 进 原 有 技 术，或 生 成 新 技

术。［１１］虽然工业研究院（所）和企业研发机构在相

应行业中也拥有较为完整的技术链，但工科类高

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的学科广度更宽、跨度更大，

尤其是汇聚了具有创新思维的教师和创新潜质的

学生，因此具备更大的技术创新潜能。

２０世 纪 中 后 期，斯 坦 福 大 学、麻 省 理 工 学 院

等美国高校探索了“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关

系模式，建立了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知识整合与

应用协同运作的复杂系统。我国行业特色型大学

依托行业而生，与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建立了相

互 依存的关系，形成了面向行业需求开展教学科

图６　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交叉跨界研究中心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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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的思维 习 惯 和 大 学 文 化，易 于 建 立“大 学—产

业—政府”三螺旋协同创新。但中国大学 既 面 临

与美国大学创业活动兴起时相似的社会需求和环

境，也面对着不同的国情，如政府在社会运行体制

中发挥着突出主导作用，高校系统外存在相当数

量的独立研究院所等。因此，工科类高水平行业

特色型大学在推动基于知识的产学合作创新和服

务产业转型升级上，建议采取“政府宏观调控政策

引导下的大学—产业—研究院所结合”的方式。

图７所示的动态耦合创新生态系统 中，产 业

界和政府对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知识生

产的推动经历了从“资源供给”到“资源供给与制

度供给相结合”的过程。科研院所作为大学知识

创新的战略伙伴，双方竞争合作进化博弈过程中

共同促进技术进步。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

学在保持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主动与产业界、

政府开展协同创新，在持续完善知识生产组织结

构的同时，把学术机制、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一并

融入知识生产的过程，使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

型大学 成 为 创 新 生 态 系 统 中“关 键 的 制 度 性 主

体”。［１２］这有助 于 形 成 政 府、产 业 界、研 究 院 所 和

校内师生共同推动大学知识生产的格局，从而加

速工科类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的进程。

图７　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引导下的大学—产业—

研究院所结合运行图

　　（致谢：本研究吸收了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李言

荣院士的前期工作成果，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

研究院余东升教授和雷洪德副教授，武汉理工大

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李志峰教授对本研究给予了无

私帮助。）

注 释

①２０１２年全国学科评估结果中，中国地质大学未区分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未区分中 国

石油大学（华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未区 分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中 国 矿 业 大 学（北 京）。由 于 不 能 确 定

高水平学科的归属，本 研 究 未 将 这６所 行 业 特 色 型 大 学 纳 入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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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回归实习的教育性目的，形成全社会支持大

学生实习的社会氛围。实习有助于就业，但并非

就业。实习是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实际工作中

去应用，以锻炼工作能力。［３］同时，与就业问题一

样，高校学生实习是一项系统社会工程，需要全社

会共同参与和 支 持。［４］各 类 非 企 业 社 会 组 织 也 应

积极接收大学生实习，尤其是文科类专业学生的

实习；各行业组织要在高校与行业企业之间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协助高校与行业企业解决大学生

实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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