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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了加入啪 对高校科技 管理工作的影响，并提 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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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加入WTo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1．1 高等教 育国际化趋势 日益 明显 

加入 O以后，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日 

益明显。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解 ，综合所 

有的论述 ，其基本内涵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 

方面加以概括 ：①高等教育国际化意味着国 

际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将 日益频繁 ；②高 

等教育国际化意味着国内教育市场的积极 

开放 ，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③高等教育国际 

化意味着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上主动与国 

际接轨；( 高等教育国际化意味着教育的标 

准要提高 ，高校应培养具有国际意识 、国际 

交往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创新型人才。 

1．2 人才竞争日益强烈 

经济全球化时代决定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和国力强弱不再是普通劳动力和自然资 

源的多少，而是掌握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 

高层次人才的多少。加入WTO后 ，外国资本 

和技术将涌入我国，这就意味着“国内竞争 

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这种竞争归根到 

底是人才的竞争，制度的竞争。 

1．3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将发生重大变革 

加入WTO后 ，国际交流 日益频繁 ，加之 

因特网教育突破了国界，传统的管理模式已 

很难适应国际化、全球化的需求 。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E·莱文对于高等学 

校的未来发展趋势 ，作了如下的描述 ：未来 

大学将有三种基本类型，① “围墙大学”，即 

传统封闭式住宿大学 ；②“点击大学 ”，即通 

常所说的虚拟大学 ；③ “围墙与点击大学”， 

即前两种类型结合的大学。他认为，如果 目 

前关于电子商务的研究是正确的，最具竞争 

力和吸引力的高等学校将是“围墙与点击大 

学”。 

2 加入WTo对高校科研管理工作的 

影响 

2．1 国际合作研究和交流日益频繁 

所谓科技全球化 ，主要包含四层意思 ： 

①科技活动的问题 、目的和范围在全球范围 

内得到广泛的认同；②科技活动的要素在全 

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 ；③科技活动 

的成果全球共享；④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 

环境建设与国际接轨。随着科技全球化的发 

展 ，国际合作研究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前所 

未有的发展势头，伴随国际合作的加剧，给 

科技人才尽可能大范围内的交流提供了发 

展的契机。如何使得科学研究走出国门 ，充 

分弘扬中华学术精神，已成为高校拓宽科学 

研究领域，提高学校知名度的重要举措。 

2．2 科学研 究内容国 际化 

随着科技全球化的发展 ，科学研究的内 

容逐渐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一些带有普遍 

性、国际性的反映和研究当今世界面临的许 

多全球性、前瞻性问题逐渐引起了各国科技 

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作为高校的科 

技管理工作者，应具备全球性和开放性的挑 

战眼光，具有国际化的观念和奋勇当先的意 

识，调动一切力量，优化配置 ，组建科技集团 

军，整体攻关。 

2．3 产学研结合普及化 

加入WrO以后，我们面临世界的竞争 ， 

尤其是那些科技发达国家产品科技含量高、 

成本低的竞争。为了抗衡这种竞争 ，必须重 

视和加强科技研究和管理 ，促进科技成果的 

再利用 ，而最具成效、最节省成本的创新思 

路就是加强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 ， 

提高科学研究成果的市场应用效益和潜在 

的转化效益和能力 ，这样就为产学研结合提 

供 了良好 的契机 。 

3 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3．1 深化高校科技体箭改革。转化科技管理 

职能 

在新的竞争环境和规则下 ，要提高科技 

水平 ，充分体现“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的内 

涵 ，一方面高校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 

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先导 ，变旧的管理模式 

(即 “项 目申请一 开展研究一成果验收评 

估一归档”)为新的管理模式 (即 “市场需 

求一选题一开展研究一鉴定评估一知识产 

权保护一研究成果商品化 、产业化一满足社 

会、市场需求”)，加强科学研究的市场化进 

全国高等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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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提高科学研究的市场效益和应用的可能 

性 ，增强科技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的功 

能。另一方面，要转化科技管理的职能，淡化 

行政职能管理行为 ，变管理为服务 ，使科技 

管理部门充分发挥学校科研项 目管理中心 、 

科学研究情报服务中心和交流中心 、科研人 

员汇集中心的作用和地位，真正成为科学研 

究强有力的组织者和支持者 ，科研成果的热 

心宣传者和推广者。 

3．2 完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拓宽科技管理 

领域 

科技创新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科 

学研究是生产新知识、新思想的源泉，高校 

加强科技创新，科学研究是根本。因此，高校 

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 ，积极调整教育体系 

和 目标 ，实施创新工程，把完善科技创新体 

系作为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建立以 

“科技人才、师资队伍建设为主轴，以学科建 

设为龙头 ，以产学研结合为纽带，兼顾应用 

研究和基础研究”的科技创新体系，为科学 

研究注入新 的活力 。 

3．3 优化科技创 新环境 。加强科技人 才培养 

加入WTO以后 ，伴随科技全球化的出 

现，科技人才的国际化程度 日趋增强，科技 

人才的流失是发展 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 中 

面临的最大威胁。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人才的发源地 ，必须采 

取措施，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培养和稳定人 

才。 

3．4 加强科研管理人员素质 ，提高科技管理 

效益 

在管理学中，“效益”是指管理者在实施 

管理行为时 ，在资源 、人力等上的消耗与在 

此基础上所取得的经济、政治、社会 、心理收 

益的比较。可见，效益不仅是一个数量化的 

概念，而且是一个社会化的概念。科技管理 

效益是指科技管理者在实施科技管理行 为 

时，在资源 、人力等上的消耗与在此基础上 

所取得的经济 、政治 、社会 、心理收益的比 

管理职能 ，变管理为服务 ，树立为广大科研 

人员服务的坚定信念，做他们的坚强后盾， 

切实推动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其次， 

要提高三种能力：①战略管理能力。加入 

WTO的宏观环境 ，使得科技管理工作不仅仅 

限于办公室，限于一般的上情下达 ，下情上 

达 ，科技管理者必须树立战略意识 ，用战略 

的眼光进行管理，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② 

决策能力。管理人员的决策能力实质上是一 

种综合管理能力的体现 ，决策水平的高低直 

接影响着管理质量的高低。③创新能力。创 

新意识是创新能力的先导，创新能力是创新 

意识的实践效果，只有创新 ，管理才能变 

“活”。第三，发挥三方面的作用：①监督作 

用。依据项 目下达部门的管理意见，提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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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articipating W TO on the M anagements of 

Science & Technology in the University and its Countermeasure 

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flunece of participating WTO on the managements of science & 

technology in the university，an d it also suggests some valuable countermeasure an d helpful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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