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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学学、研、产合作教育分析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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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总结了国外大学人才培养概况及相关模式 ,并对国外两所著名大学的产学研培养

实践进行了分析 ,同时通过对比国内外大学教育现状 ,认为我国高校学研产合作教育模式应从

全面的考核体制、多元化的合作形式和良好的服务保障三方面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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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Model of Foreig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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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s up t he profiles and related personnel t raining mode of foreign universi2
ties , and the Teaching2Research2Indust ry t raining practices at two well2known overseas universities of

p ractice are analyzed. By comparing t he current sit ua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

it is suggested t hat t hree aspect s should be improved for co2education model in China , including com2
prehensive assessment system , diversified forms of cooperation and good secur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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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实践教

学 ,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国家相关部门

也提出 ,研究生教育要以提高研究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为核心开展工作。而我国目前的高校

学生教育从理念、机制到教学内容、方法等各方面

都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和产学脱节的问题 ,严重

影响了高校人才教育的质量。通过总结国外大学

学生培养概况及相关模式 ,以给高等院校产学研

相结合的培养方案提供参考。

一、国内外大学学生教育现状比较

国外著名大学人才教育与我国高校相比最大

的特点 :一是课程体系上 ,设置课程的教学深度和

强度较大 ,教师的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 ,每门课对

学生的要求高、难度大 ,知识面宽。课程不追求数

量多 ,而强调少而精 ;二是培养方案上 ,注重对实

践环节的要求 ,更强调与社会的融合 ,强调将知识

融入社会的能力和经验。

国外大学在课程体系设置上充分突出实践环

节的重要性 , 很多大学很早就开始在课程教学中

强化实践教育思想 ,实行“选课制”,形成由核心课

程、专业课和选修课组成的课程体系。每一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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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增加实用课程和实际训练 ,不断更新实验

课、习题课、见习课的内容 ,增加它们的学时数。

鼓励学生在这些课程中用所学理论知识设计出具

有创新意识的设计方案或实验报告。

培养方案上强调知识与能力的结合。一些大

学针对需要课堂讲授的课程 ,要求教学水平较好

的教师担任授课教师 ,如教授和部门负责人 ,重要

课程必须由教授亲自讲授。而实用环节的学习一

般由助教担任。课程教学不仅包括教材编写、课

件和幻灯片制作 ,还包括练习课上各种习题和实

验装置的准备 ,重要课程还需要安排参观。教授

主要讲授课程重点、学生自学难点 ;实用环节包括

练习课和参观课 ,主要是补充授课不足 ,帮助学生

掌握具体知识细节。教师不仅在课堂上要帮助学

生掌握学习方法 ,还要引导他们积极思考、展开讨

论和辩论。练习环节布置的作业往往是与生产或

生活实际联系密切 ,要求学生调查研究、分析总

结 ,形成创新性观点。

二、国外大学学、研、产合作模式分析

(一)美国模式

美国的学、研、产合作教育模式有以下特点 :

首先 ,大学与政府合作密切。早在“二战”期间 ,美

国大学就依托政府的引导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1 ] 。

20 世纪 80 年代 ,里根政府提出 :“对内振兴经济 ,

对外重振国威”的口号 ,积极鼓励大学与企业的合

作。其次 ,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研究课题由大

学和企业共同提出 ,或由其中一方提出 ,共同承

担 ,研究成果一般都会被企业直接应用于产品开

发。这些研究的选题直接针对某行业带有普遍性

的技术问题进行探索 ,相当于应用研究。美国 4

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是学、研、

产合作较为成功的范例。这些措施使得美国的大

学广泛参与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高校与企业结

成紧密的联合体 ,进行多方位的学、研、产合作。

如企业向高校委托科研、提高实习实践基地 ;双方

合作教育 ,将各自的人才培养目标充分体现于合

作教育的全过程 ;双方共建工程研究中心和应用

开发研究中心 ,互派人员共同进行研究工作。再

次 ,给予高校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给予高校的资

金支持是美国学、研、产合作模式的最显著特点。

资金支持的来源渠道有三 :一是联邦政府、州政府

设有专门基金 ,用于学、研、产合作项目 ;二是企业

的捐赠与投入 ,一些大公司通常将其利润的 10 %

左右捐助给大学 ,或是每年定额划拨给合作高校 ;

三是地方当局和社区的经费支持 ,用于地方和社

区所需人才的培养与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另

外 ,组建学、研、产合作的管理机构。该机构根据

合作的内容 ,其管理范围各不相同。一般而言 ,涉

及合作项目的方方面面 ,包括研究开发、人才培养

数量与规格、课程设置、经费管理、人员互派等。

简而言之 ,美国学、研、产合作模式具有合作紧密、

内容广泛、稳定持久、经费保障、应用性强等特点。

(二)德国模式

德国的工业在国际上享有良好的信誉 ,德国

现代高等教育以其严格而著称 ,这自然形成了该

国高校学、研、产合作模式的特有内涵。与美国比

较 ,德国高校学、研、产合作模式强调的是目标的

始终如一 ,过程的持续长久 ,效率的极大化。起源

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双元制教育”,以理论知识为

基础 ,以应用为目的 ,教学活动在企业与高校交替

进行 ,双方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 ,堪称德国高校

学、研、产合作模式的典范。其基本构架与运行方

式为 :

(1)根据职业技术教育法、学校的学科特色、

企业的合作需求形成学、研、产合作计划。计划由

企业初步提出 ,内容涉及合作方式、目的、项目、期

限、资金的投入与保障、各方的责权利 ,并与相关

高校进行磋商 ,最终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执行计

划。

(2)重视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与教育。重视

职业技术教育是德国学制的特色。德国的职业技

术教育法规定 ,要有 80 %的青年必须接受不同类

型的职业技术教育。因此 ,德国专科类的职业教

育形式多样 ,结构完善 ,培养人才效率高。

(3)瞄准市场 ,进行市场化、产业化、商品化的

研究开发项目的合作。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向自己

选择的合作高校提出“一揽子”合作项目 ,由学校

进行研究开发 ,并随同企业人员一道完成整个项

目的试制 ,最后双方共同将产品推向市场。整个

合作资金由企业全部提供 ,学校在企业的协管下

全权使用。

(4)独特的“顾问合作制。”学校要求教师要尽

可能担任各行各业的顾问 ,特别是工科教师 ,要求

必须担任工厂顾问 ,且不论企业的大小。企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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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都把企业的顾问权授予高等工业大学的教授 ,

企业特别尊重教授的建议 ,并随时将企业的信息

向顾问们传输与开放。德国高校与企业的学、研、

产合作关系一旦建立 ,那将是长期的、稳固的和紧

密的 ,其合作非常注重实效。

(三)日本模式

日本高校与企业的学、研、产合作始于二战

后。具有以下的一些特征[ 2 ] :

(1)视学、研、产合作教育为基本国策。政府

1996 年 7 月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把学、

研、产合作当作一项基本国策 ,要求高校与企业认

真加以实施。1997 年 1 月 ,提出了《教育改革计

划》,其中包含了日本政府大力推动学、研、产合作

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和策略。

(2)制度化。1983 年日本建立了大学与企业

开发学、研、产合作教育的制度。至今 ,已建立了

委托研究制度、委托培训制度、捐赠奖学金制度、

捐赠讲座、研究室制度、经费划拨与使用制度、研

究权属保障制度、人员互派制度等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制度。

(3)共同培养高级科研技术人才。在日本 ,研

究生由大学招收 ,完成基本理论学习后 ,进入合作

企业 ,企业提供经费、场所和课题 ,助其完成整个

学业。作为回报 ,企业有优先用人的权利。

(4)高校组建科学园 ,以此为载体进行学、研、

产合作。日本科学园以高校为中心 ,与专门科研

机构、生产企业合作兴办的高技术密集区 ,既培养

了新的科技人才 ,促进了大学教育教学改革 ;又开

发了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产品。

(四)加拿大模式

长期以来 ,加拿大高等教育科研重基础研究、

轻应用研究 ;重发表论文 ,轻科研成果转让和开发

的现象较为严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政

府不断紧缩科研经费 ,高校科研教学人员的观念

也被迫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们纷纷走出校园 ,主动

与企业合作 ,建立长期伙伴关系 ,取得了理想的效

果。此外 ,该校在合作中培养了一批了解企业情

况、具有一定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教师。加拿大

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集中体现在两方面 :

一是高校、学生、企业三方的合作模式。将学

生的专业学习同实际工作相结合 ,是加拿大模式

的一大特点 ,也是产、学、研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

其基本做法是 :学生在完成一定的专业学习后 ,被

安排到与所学专业有关的合作公司、企业等进行

有酬实际工作 ,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时间一般为

专业学习时间的 1/ 2。学校负责联系实习单位 ,

用人单位付给学生工作报酬。学校负责跟踪检查

学生的实习业绩 ,用人单位负责对学生工作实习

进行指导和鉴定。加拿大高校认为 ,参与产、学、

研合作教育的三方都要从这种模式中收益。学生

可以在与本专业有关的用人单位实习工作中获得

实际工作经验 ,为毕业后就业奠定了基础 ,同时获

得用以支付学习费用的报酬 ;用人单位可以发现

优秀学生 ,并在实际工作中考核、录用未来员工 ,

减少了为职员支付的培训费用 ;高校则可以通过

加强与企业和社会的联系 ,了解社会对毕业生的

需求情况 ,不断改进人才培养策略 ,吸引优秀生

源。

二是教师社会化。吸纳合作单位的人员到学

校担任教学工作。如加拿大安大略省阿尔冈昆社

区学院的 1 800 名教师均来自于企业和商业界。

其主要任务是代表企业和商业与学校的重要决

策 ,并对学校的教学工作予以指导。这为强化企

业与学校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纽带 ,进而加强了产、

学、研合作的紧密性。

三、国外大学实例 ———以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和马里兰大学为例

(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建校之始就提出 ,走与

工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全新建校之路。140 多年

来 ,随着美国工业的发展 ,麻省理工学院逐步成为

一所以理工为主 ,理、工、文、管并重的世界闻名的

研究型大学。将科学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尽快向工

业应用方面转化 ,以及在确定研究课题的初期就

积极吸引和联合工业界参加 ,这是麻省理工学院

获得成功的关键[ 3 ,4 ] 。

1 . 首创“工业联合项目”,协调和推动与工业

界的合作

学校通过“工业合作项目”,把对学生的课堂

教学和实际能力的培养融为一体。从 1907 年起 ,

学校就创立了第一个鼓励学生参予企业发展研究

的合作培养项目。目前 ,学校几乎所有的与工业

发展关系密切的系 ,都制定了“实习项目”计划。

其中的工程实习项目 ,是将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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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与某一工程实习项目结合在一起 ,学生在完成

第一学年的学习后进人项目。该项目要求学生同

企业签订三个工作协议 ,即两个为期 3 个月的本

科阶段工作协议 (一个在三年级 ,一个在四年级) ,

另一个是在进入研究生阶段后 ,为期 7 个月的工

作协议。学生在完成学位所要求的课程和项目规

定的工作计划后 ,可以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2 . 建立“产品开发创新中心”,使研究成果尽

快在企业得到应用

麻省理工学院“产品开发创新中心”是由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该校的工学院、斯隆管理

学院以及若干大企业共同出资建立的。该中心的

宗旨是将产品开发、创新研究与教学结合在一起 ,

寻求产品开发创新的先进理论和工艺 ,使企业具

备长期发展的活力和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目

前 ,该中心主要着眼于用新的方法识别和确认市

场机会 ,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设计和研制创新产品

并提供维护服务 ;改进生产工艺流程的管理 ,全面

提高人的素质。

(二)美国马里兰大学

马里兰大学是马里兰州州立大学 ,学校非常

注重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研、产相结合 ,

为马里兰州及周边地区的工业、农业和经济的繁

荣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同时学校还和世

界很多国家的企业、院校、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更好地实现产、学、研

相结合 ,学校及各个学院都分别成立了相关的研

究和管理部门 ,如工学院设有工程研究中心 ,负责

工学院技术合作的管理事宜 ,其合作形式灵活多

样 ,包含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技术合作等。有的

是无偿的 ,有的是有偿的 ;有的按合同分期付款、

有的例如知识产权的技术按其产品的销售收入的

2 %～5 %支付。学校与各类公司进行了广泛的合

作 ,其合作既立足于马里兰地区 ,同时也加强与国

外的企业、院校、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的合作与交

流。

四、结论与启示

高等院校人才教育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

有限资源与培养人才目标多元化需求之间的矛

盾 ,产、学、研相结合的培养方案既解决了这一矛

盾 ,又有效地促进了人才教育与科学研究、社会经

济发展的结合。综合国内高校人才培养现状和国

外大学的实践 ,我国高校产学研培养模式应从以

下几方面着手 :

(1)注重对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双重考核。

在课程设置上 ,将此目标和课程学习相结合 ,一方

面保持学科理论知识的前沿性 ,另一方面考虑将

学生毕业论文所研究的课题选择与社会需要相结

合。

(2) 建立多元化的产学研合作形式和机制。

产学研合作形式要力求多样化 ,合作机制上讲求

灵活性 ,除了现有的委托开发、联合开发、成果转

让、人才合作等形式外 ,高校、科研院所可与企业

可以联合建设研发中心 ,企业可以在高校设立实

验室或研发机构等 ,通过这些方式来实现优势互

补、利益共享、共同发展。

(3)创建产学研合作的良好服务平台。产学

研培养模式合作主体的多元性 ,要求必须有效协

调各主体的活动 ,才能实现总体效果最优 ,应从政

府宏观层面上大力支持 ,同时在微观上将合作落

到实处 ,从激励层面、调适措施、评价机制等方面

来不断推进产学研合作模式向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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