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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聚焦聚焦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    

从高校与企业的研发合作看德国的知识创新 

德国电信基金会和德国经济联邦联合会 2014 年创新指数报告结果显示：德国在全球 35

个国家和地区创新指数排名中，连续两年保持第 6名。高校与经济界在研发领域的长期战略

伙伴关系是德国创新体系的重要特点和优势所在。 

一、校企研发合作的模式与特点 

（一）合作的动力 

高校通过加强与经济界的合作，可解决应用研究的经费问题。通过知识转化，可接触

到工业生产实践中的问题、技术和专门知识，实现社会价值；对于经济界而言，企业自身的

工艺技术资源不足以应对激烈的国际创新竞争，高校是重要的科研机构，企业可利用其知识

成果解决特殊的研发问题，更高效地规划制造流程，提高生产率，研发创新产品和服务，减

轻企业研发压力。高校同时也为经济界源源不断培养优质专业人才；对于国家和地方而言，

可提高就业率，降低社会福利支出，提高所得税收人；对于个人而言，大学生受益于企业在

高校人才培养上的投入，在读期间可接触到未来的雇主及生产实践内容。 

（二）多元化的创新合作机制 

高校与企业之间的研发合作表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特征，其合作机制特点各异，具体模

式有委托课题、进修培训、专利、人员交流、学术会议、专业委员会、创业、互联网论坛等。

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ISI）的科沙斯基依据多重标准，划分了各种校企合作模式类



型： 

（1）以时间区分，合作有长期和短期的，临时性和持久性的； 

（2） 以合作是否正式以及是否细化了合作目标区分，既有签订了合作协议，细化了

合作目标的合作关系，也有签订了合作协议而未细化目标的； 

（3）以发起合作的路径区分，有自上而下式和自下而上式； 

（4）以合作伙伴多寡区分，有双边和多边； 

（5）以贴近市场的程度区分，有战略基础研究和面向市场的应用型开发。 

（三）人才培养的合作 

本着终身学习的思想，经济界同样重视在教学与人才培养方面与高校展开合作，对人

才培养的投入与对科研的投入规模基本相当。2010 年，经济界为人才培养投入近 22 亿欧元，

其中为学生投入了 15.4 亿欧元，最大的投入是在双元制职业教育领域为 6.75 亿欧元，包括

实习、支持员工深造进修、发放奖学金等。 

二、校企研发合作的投入与产出 

从高校与企业合作广度的国际比较来看，德国经济界提供的科研经费在高校整个研发

支出中的占比远超美日等国。德国半数以上企业都与高校开展知识与技术转让合作，而英国

和法国这一比例分别约为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德国经济界与高校的科研合作密度高，平均每 100 家企业与高校建立了 200 多个合作

关系，尤其是在化工与医药等技术密集型领域，两者之间的研发合作规模远超平均水平，而

企业与综合性大学建立的合作关系数量尤其多。 

德国经济界提供给高校的研发经费在 1990 年到 2000 年间翻了一倍，2005 年甚至占高

校科研经费的 28.1%，之后有所回落，2012 年这一比例在 20%左右，仍然远超国际平均水平。

根据德国科学捐助者联合会《2013 年高校晴雨表》，2013 年经济界共计向高校科研机构投人

17 亿欧元科研经费，由此成为高校第三方经费的重要来源。 

相比公共资金，企业对于主要从事应用研究的应用科学大学的研发投入规模相当大。

企业对各类高校科研投入的分布要均衡得多，在研发投入时也会顾及专门的科研特色、地方

经济的关联和个人的长期联系。但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学科从企业的“吸金”能力大相径庭。

如果以学生人均科研经费而言，9 所理工大学平均每位学生达到 1688 欧元，是应用科学大学



人均的 3 倍多。而经济和工业界自身的性质决定了企业更青睐工科专业，17亿欧元中有半数

投向工科专业。 

企业对于高校的长期大规模投入也获得了丰厚回报。高校的科研产出通过知识转化，

每年整体上为地方经济贡献高达 l900 亿欧元的经济效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3%，这其中

由企业资助的第三方研发所作贡献就超过 1000 亿欧元。（转自《比较教育研究》2015 年第 8

期） 

【【【【新动态新动态新动态新动态】】】】    

中宣部中宣部中宣部中宣部    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文件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文件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文件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文件    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作出部署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作出部署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作出部署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作出部署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切实加

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近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就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作出全面部

署。意见强调，高校党委要把明晰宣传部门职能、加强宣传力量配备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进

一步明确党委宣传部门在统筹意识形态工作、统筹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

筹校园文化建设、统筹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统筹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统筹教师思想政治工

作等方面的职责任务，科学核定并合理配置人员，真正将宣传部门牵头抓总的职能要求落到

实处。要把政治标准作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人员聘用、考核的首要标准，把政治坚定和在理

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有专长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宣传思想工作重要岗位。意见明确，要着力

提升网络运用能力，遵循信息网络规律，把掌握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操作技术作为宣传

思想工作队伍的必备能力，练就运用“网言网语”参与网络文化建设管理的过硬本领。意见

指出，要坚持重品德、重能力、重业绩、重服务的用人导向，不断完善激励政策，坚持解决

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相结合。意见要求，各地党委和宣传、教育工作部门要高度重视高校宣

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把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情况纳入高校巡视和年度考核。（转自《教

育部》2015-10-14） 

华东师大今年起将逐步缩减师范类本科招生人数华东师大今年起将逐步缩减师范类本科招生人数华东师大今年起将逐步缩减师范类本科招生人数华东师大今年起将逐步缩减师范类本科招生人数   华东师范大学今年起将逐步缩减师范类

学生的本科生招生，未来本科生只进行通识教育和学科教育，而师资培养将在研究生层面进

行，并且统一纳入新成立的教师教育学院。学校还将争取特殊的招生录取政策，试水全新模

式培养未来教师。在日前举行的第四届两岸四地师范大学校长论坛上，未来将承担研究生层



次师范类学生培养的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揭牌成立。 据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教授

介绍，新的教师教育学院成立后，华东师大将整合校内各个系科学科教学的师资力量，逐步

转入教师教育学院。（）（转自《文汇报》2015-10-15） 

 经合组织报告显示经合组织报告显示经合组织报告显示经合组织报告显示：：：：用好用好用好用好““““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需要新方法需要新方法需要新方法需要新方法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最新

报告《学生、电脑和学习：创造联系》显示，学校已经开始在课堂中运用新技术解决数字问

题，并给予每位学生当今世界所需要的技能。报告显示，政府虽然在教育上加强了对信息通

信技术（ICT）的投资，但是阅读、数学及科学的结果显示其成效并不明显。经合组织表示，

为确保每位学生达到数学和阅读的基本水平，我们必须创造数字世界的公平，而不是仅仅扩

大或补贴高科技设备及服务。在线测试中，表现最好的是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日本、

加拿大及中国上海，与纸质版阅读测试的成绩很相似。该成绩表明在使用标准、模拟阅读技

术时，这种必要的在线操作技能可以被教授和学习。（转自《中国教育新闻网》2015-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