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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对研究型大学的分类标准和国际著名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在分析我国大 

学核心能力的基础上，认为吸纳科技创新人才、组建和运转研究机构、争取科技经费、提升科技产出、引领学科成长与发 

展、提高科技管理水平等是创建研究型大学核心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并对提高这些能力的途径和策略进行了初步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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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我国政府和高校立志要建设一批世界 

一 流大学，而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 

学。创建研究型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 

必然趋势，对于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体 

系、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和增强国际竞争能 

力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科学技术 

和大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研究型大学具有鲜明的特征，并且其分 

类标准一直在发展中。国际权威组织美国卡 

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在 1994年的分类标准 

是：研究型大学 I(Ⅱ)“提供领域广泛的学士 

学位计划，承担直到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教育， 

给研究以高的优先权，每年至少得到4 oo0 

(或 l 5oo～4 000)万美元的联邦支持，每年 

至少授予50个博士学位⋯。”其在2001年对 

研究型大学的定义为，“广博型博士学位授 

予大学／研究型大学 I：学士学位专业设置覆 

盖面广 ，开展研究生教育，有权授予博士学 

位。在 1995～1998年问，每年至少在 l5个学 

科领域授予50个以上博士学位。密集型博 

士学位授予大学／研究型大学Ⅱ：学士学位专 

业设置覆盖面广 ，开展研究生教育，有权授 

予博士学位。在 1995～1998年问，每年至少 

在3个学科领域授予 l0个以上博士学位或 

1个学科领域授予20个以上博士学位 。”我 

国研究型大学的创建工作启动不久，许多工 

作尚在探索中，目前还没有比较公认的分类 

标准。 

创建研究型大学是一个涉及内容多、复 

杂而历时长久的渐进过程，其主要内容包括 

大学办学目标的重新定位及其与之相匹配 

的发展思路与办学措施的调整，而其根本的 

建设内容是大学核心能力的建设不断增强， 

以及保障这些能力不断增强的相关政策和 

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借鉴美国的上述分 

类标准，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本文 

将探讨创建研究型大学核心能力建设内容、 

途径和策略。 

1 吸纳一大批科技创新人才的能力 

“科技创新，以人为本”。人才始终是建 

设研究型大学最根本的要素之一。大学担负 

着人才培养的使命，教师是研究型大学的基 

本人才队伍，但研究型大学的专任教师绝大 

多数应属于教学科研型；赋予研究型大学特 

别是其内设教学科研机构 “生命与活力”的 

人员除专任教师外，数量多、素质高的专职 

研究人员、实验技术人员、研究生和科技管 

理人员是其在人才结构上的基本特征。 

若以“985工程”启动为我国创建研究型 

大学工作的时间起始点，那么，建设过程还比 

较短暂，目前多数大学(含第一批“985工程” 

大学)的人员类别、相对比例等人才结构与自 

身的过去相比尚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结构 

决定功能”．建设研究型大学，必须首先建立 

起相应的人才队伍构架，并不断地优化人才 

队伍结构。2002年 l2月底，清华大学拥有本 

科生 l-3万人、研究生 l-3万人，全校教职工 

7 577人，其中教师2 125人、专职研究人员 

l 805人、实验技术人员(含图书资料人员) 

631人 、行政管理人员 665人。2oo3年．国际 

知名的研究型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有 

本科生 1．1万人、研究生 1．1万人，常任教师 

2 415人 ，助理教师 l 910人，辅助人员4 463 

人，管理人员5 594人，其他人员 8 902人。 

两所大学人员结构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实验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数量和比例。 

如果必须提出研究型大学人员结构的 

基本构架或发展趋势，下列数据很重要，可 

供参考。专任教师中教学科研型教师的比例 

应不断提高(360％)；应有相当数量和比例 

的专职研究人员、实验技术人员、研究生和 

科技管理人员。逐步增加专职研究人员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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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比例，根据学科、地域等特点，根据创建 

研究型大学的需要，专职研究人员：专任教师 

的比例可以接近或超过 1：1。实验技术人员 

逐步提高至占专任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的 

25％以上的比例。提高研究生、以及研究生 

中博士生的数量和比例，研究生：本科生≥1： 

3并可以进一步提高。学校、学院和重要的研 

究机构都应配备专职科技管理人员，科技管 

理人员占专任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的比例 

应不低于5％；专任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中 

博士的比例应i>60％，有些国际知名的研究 

型大学的专任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具有博 

士学位的比例接近 100％。 

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属于社会的稀缺 

资源，我国科技创新人才正在进一步全面走 

向市场化和全球化。如何在激烈的人才争夺 

战中取胜?研究型大学面I临着严峻的挑战。 

研究型大学在国内应率先对新进人员施行 

人员聘用制，促进人员“能进能出”、保障适 

度的人才交流；对拟聘用的人员进行考核 

时，宜重点考核其科技创新素质与潜力，即 

根据岗位职责，拟招聘人员在创造知识、实 

验技术或科技管理等方面，应有明显的特 

长，为我所需；对科技创新人才的使用，宜给 

予比较宽松和自由的学术环境，鼓励和激励 

创造；对科技创新人才的管理，宜采用聘期 

目标管理。内部分配制度应与聘期目标管理 

相结合，适度地向重要岗位上的人才倾斜。 

同时，根据目前高校比较普遍的内部分配制 

度改革措施，宜适当地减少当期分配数额， 

启动和加重延期分配数额，达到节约办学成 

本和稳定优秀人才的目的。 

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结构的不断优化，能 

够显著提高科技工作的效率、效益和效果。 

当前研究型大学在吸纳人才时要特别注意： 

创建研究型大学以已经拥有了一批优秀人 

才为基础，因此应以现有人才的动态稳定和 

培养工作为主，人才引进工作要以学科建设 

需要为前提、以引进将帅才和具有明显的科 

技创新素质与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为重点， 

人才引进后也要加强其稳定和培养工作；科 

技创新人才的组织方式：重视人才团队建设 

和研究机构建设，在若干个优势学科领域形 

成人才高原而非高峰；应较大幅度提高实验 

技术人员的比例，同时建设一支具有较强的 

组织与协调能力的科技管理人才队伍。目 

前，国内大学(含大学内设的研究机构)实验 

技术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普遍落后于中国科 

学院所属研究所，与国际著名研究型大学差 

距更大。 

2 组建和运转一大批研究机构的能 

力 

研究型大学应该怎样将为数众多的优 

秀科技创新人才组织起来，以高效率地开展 

科学研究工作?依据“结构决定功能”这一社 

会科学和哲学原理，并考察国际知名研究型 

大学和我国第一批“985工程”大学的内设教 

学科研机构情况，不难看出，在创建研究型 

大学的进程中，数量和规模可观的研究机构 

的组建、整合、运行和管理能力建设，是一项 

持续、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据2005年5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 

园网信息，北京大学内设教学科研机构主要 

有：25个学院、16个直属系；12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 (含与其他单位联合建设的)，2个国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个教育部、卫生 

部和北京市重点实验室，6个教育部网上合 

作研究中心，13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重点研究基地，103个校级理科科研机构，38 

个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机构。清华大学内 

设教学科研机构包括 ：13个学院 、9个直属 

系(部)；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含与其他单 

位联合建设的)，5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13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7个教育部网 

上合作研究中心，3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重点研究基地，13个校级重要学术研究 

机构，13个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科学研究的组织方式是随着科学技术 

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而变化的。当今的大科学时代已经催生了许 

多规模或大或小、各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 

有国际性的、地区性 的、国家的、部门的 、地 

方的，也有大学自设的，有独立法人的、研究 

实体型的，也有虚拟的、网络的。研究型大学 

内设教学科研机构除了学院(系)外，还有数 

量和规模可观的研究机构，如国家实验室、 

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校级研究机构、国际研究机构等。这 

些内设研究机构是一所大学之所以成其为 

研究型大学的组织根本。在建设研究型大学 

的过程中，应逐步提高科技创新人员依托研 

究机构开展工作的数量和比例，直至相当比 

例甚至绝大多数的科技创新人才能够至少 

依托一个研究机构开展工作。 

组建研

定研究兴趣和能力的人员组织起来，以促进 

科技资源的整合，并在某些学科或研究领域 

集中力量开展科学研究，形成研究重点、优 

势和特色，同时促进科学思想的碰撞、信息 

共享、仪器设备与技术平台共享、学科交叉 

与融合、学术交流等，达到营造良好的学术 

和科学研究文化氛围，营造既合作又竞争的 

学术环境等目的。 

怎样组建研究机构呢?积极拓展组建新 

的研究机构的思路和渠道，进一步凝练和形 

成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适应并促进大科学 

时代知识、技术、人才高度集成与专业化分 

工越来越细两个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比 

如，可以依据研究对象和科学问题即学科组 

建研究机构，还可以针对产品、产业 、区(流) 

域社会、经济、生态发展等组建跨学科的研 

究机构；可以依托大学自身独立地建设研究 

机构，也可以与科研单位、企业、国外组织等 

合作联合组建研究机构。在现阶段创建研究 

型大学的进程中，特别是对一些非 “985工 

程”大学，要特别注重依托大学自身的人才、 

研究工作积累 研究条件和学科等优势组建 

若干个校级研究机构，潜心培植若干研究重 

点与特色、培植竞争实力与品牌。作为研究 

型大学应该拥有一批国家重点研究机构和 

国际性研究机构，如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运行和管理研究机构是与组建研究机 

构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工作。自1985年 

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和进行科技体制改 

革。从宏观上讲，如何对具有法人资格的独 

立性科研机构 、大学 ，以及依托科研机构和 

大学建立的国家和部 门重点实验室和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实施有效管理?目前尚没 

有比较通用且有效的管理模式，主要原因之 

一 是进一步的科技体制改革受到了我国相 

对滞后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和落后的 

社会保障系统的掣肘。值得庆幸的是，在微 

观层面上，．一些科研单位和大学对依托其建 

设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的运行和管理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在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过 

程中，对内设研究机构实施有效管理、以提 

高科研绩效急切需要管理制度创新，这将成 

为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愈来愈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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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竞争性获得一定科技经费的能力 

按照国际比较公认的分类标准，具有较 

强的从国家层面上竞争性获得一定科技经 

费的能力，是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这里强调了从国家层面上和竞争性获得，即 

通过自由申请、公开与公平竞争而获得的中 

央财政安排的科技经费的能力，而不是一所 

大学筹措到的总的科技经费的能力，主要是 

为了体现国家水平和可比性。 

国际上研究型大学多以自由探索的科 

学研究为重点，而美国政府主要依托研究型 

大学建设国家实验室，兼具自由探索开展科 

学研究和服务国家目标的双重任务。目前我 

国的大学类似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职能定 

位。据统计，在我国中央财政安排的自由探 

索基础研究经费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 

2oo1年大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资助情况，项目数和经费数分别占全国的 

77％和75．92％，9所第一批“985工程”大学 

获得资助的项目数和经费数分别占全国的 

21．2％和2l-3％，这说明我国的大学特别是 

“985工程”大学已经成为我国自由探索基础 

研究的主要力量。从大学内部研发活动类型 

来说，应用研究目前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而 

基础研究相对不足，2002年我国大学投入基 

础研究的经费比例仅为2l-3％(这远远低于 

美国大学的2／3以上的比例)。这说明我国基 

础研究经费投入目前还严重不足。因此，对 

于立志创建研究型大学的高校，在争取国家 

科技经费投入时，一方面要保持并发展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还要 

特别重视对国家在应用和高技术研究领域 

的科技投入，如国家科技攻关计划、“863”计 

划，以及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等经 

费投入的申请和争取工作。 

竞争获得国家层面上的研究经费代表 

着一所大学的研究实力。但是，由于我国目 

前科技投入水平较低，对于立志创建研究型 

大学的高校来说，努力实施多元化筹措科技 

经费，比如大幅增加自身科技产品和技术的 

销售与服务收入、横向协作经费、国际科技 

合作经费、地方科技投入等，也是十分必要 

和可取的。 

4 不断提升的科技产出能力 

相对于争取科技投入的能力来说，培植 

科技产出能力对于我国创建研究型大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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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甚至更为重要。近十年来瑞士洛桑国际管 

理开发研究院发布的 《国际竞争力年度报 

告》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显示，我国科 

技竞争力在被评价的49个国家和地区中， 

位列第 25～28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且 

近两年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根据有关预测 

研究，2020年我国科技投入(经费、研发人员 

投入将分别为世界的第4、第 2位)将居世界 

前列 ，科技产出数量与目前相比有所增长 ， 

但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科技强国相比还_仔 

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专利方面可能存在的 

差距较大『引。因此，从总体上讲，我国整体的、 

单位的、科学家个人的科技产出能力都有待 

大幅度提高。 

目前我国评价科技产出的指标和内容 

主要包括：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国家自 

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 

情况，发表SCI、EI、IS11P收录论文情况，申请 

和获得授权的专利数。对上述科技产出评价 

指标内容的认识，我国学术界、政府和社会 

近年来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论，又一 

次印证了真理越辩越明的道理。政府对科学 

技术奖励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学术界对上 

述3项指标内容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已经在国内形成品 

牌，具有一定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但是，一方 

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项目数近五年每年 

在200项左右，对于每年鉴定科技成果数以 

万项计的我国来说，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是小概率事件，其竞争之激烈和争 

取空间之有限可以预见；另一方面，国家每 

年奖励 200项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特别是 

与发达国家比较而言，是太多了。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政策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是政府 

的职责。研究型大学一方面要在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中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研究型 

大学应带头进一步淡化科学技术奖励．倡导 

多元化和更加务实、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产出 

评价体系，为建立我国更加健康的学术文化 

做出贡献。 

将发表SCI、EI、ISTP收录论文情况作为 

对国家、单位和科学家重要的绩效评价指 

标，目前已经达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我国 

特别是大学、尤其是“985工程”大学近年来 

在发表国际论文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 

进步。从 1999年起我国发表国际论文数超 

过俄罗斯以来连年刨出新的佳绩，2003年我 

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的速度继续

论文 93 352篇 ，比2002年增长 20．6％，占世 

界论文总数的5．1％，继续保持世界第五位， 

位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大学仍是 

我国发表国际论文的主力军，占了其中的 

78．77％l4I 根据SCI数据的统计，我国在各学 

科内发表的论文数和被引用次数大都在世 

界上排名靠前，但论文平均被引用率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而且与前四名国家的论文数量 

特别是论文质量相比，差距尚大。因此，我国 

大学特别是建设中的研究型大学仍然是任 

重道远。SCI收录论文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 

基础研究的实力与水平 ，在 SCI论文数量大 

幅攀升中．我国更应该重视论文质量，潜心 

于原始创新和对客观自然的认知，将获得诺 

贝尔奖作为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 

标之一。 

专利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 

是衡量国家和单位科技活动产出的一项重 

要指标。它反映了技术发明创造活动的水平 

和产出状况，进而测度技术发展水平与方 

向，并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一个国家对新技术 

市场的竞争能力。过去我国对知识产权特别 

是对专利普遍关注和重视不够。近几年我国 

大学申请和获授权专利取得较大进步，2003 

年全国高校申请专利4 866件、较上年增幅 

达7l％，特别是含金量较高的发明专利高校 

的申请量占了全国的近 1／5、获授权发明专 

利占了全国的 1／4强，但高校申请和获得授 

权专利总量目前占全国的比例偏低，分别为 

7．9％和6．2％。据统计，2004年全国高校专利 

申请前 l0位座次排定：浙江大学和华中科 

技大学全年专利申请量分别为875件和221 

件，分获第一和第十名，申请量相差近4倍， 

反映出各高校专利申请分布十分不均。发明 

专利技术含金量高，最能体现出专利的质 

量，上海交通大学以79l件发明专利申请位 

居首位，位居第十位的同济大学的发明专利 

申请只有 l6l件，相差了近5倍，说明各高 

校专利申请质量也很不均衡[51。 

在建设研究型大学过程中，应从 3个方 

面提高专利产出能力：首要的是解决认识问 

题。专利是对国家、大学和科学家个人技术 

发明创造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有效途径，大 

学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要学会在市场经济 

体制下用法律保护科技创新成果；其次是专 



利申请要与有关激励政策挂钩。据调查，目 

前专利产出排在前列的大学都设立 了专利 

基金。另据教育部对 72所部属大学的统计， 

有46所大学已经设立了专利基金f61。当然， 

政府、专利代理机构、技术市场与大学 自身 

应分别进一步加强对专利工作的扶持 、服 

务、中介与转移工作，多途径解决专利申请 

和维持费用，大幅提高专利转化率，促进科 

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第三，研究型大 

学不仅在国内申请专利，还应到国外申请专 

利，寻求更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获得 

更广泛的新技术市场。据《2003中国科技统 

计年度报告》：“在我国授权的2．1万件发明 

专利中，本国人拥有约0．5万件，外国人拥有 

1．6万件。另据研究，到2020年，在美国专利 

局(USPT0)获得的专利数量预测值最多的 

是美国、日本、德国和中国台湾，他们的专利 

数量预测值均超过了1万件，而中国的预测 

值只有934件，排在世界第 19位『3I。 

5 在若干领域引领学科成长与发展 

的能力 

学科建设是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和 

根本。考察国际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其知名 

度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主要是因其数个优 

势学科在国际前沿、创造知识、创新技术、培 

养精英人才等方面能够长期引领学术发展。 

对于以创建研究型大学为奋斗目标的 

大学，应尽早和客观地分析自身相关重点学 

科在国内和国际同类学科的比较地位和影 

响力，确立若干或数个重点学科进一步加强 

建设，依托这些学科吸纳和汇聚一支具有国 

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队 

伍，承担国家和国际一批重大(要)科技创新 

任务，建设和运行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 

响的研究机构，拥有若干个国际一流学科， 

产出一批重要的原始创新成果，引领相关学 

科不断向前发展。 

显然，学科建设对科学研究工作的依存 

度很大，其建设内容在前面多有述及。 

6 高度发展的科技管理能力 

不断成长的组织和协调科学研究工作 

的能力，是建设和运行研究型大学的基本支 

撑之一。科技管理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 

兼具与学校科研业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管 

理素质两个方面的要求，管理对象是科技创 

新人才和研究机构，而且目前国内大学之 

间、大学和科研单位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 

在人才、科技经费、研究进展等方面的竞争 

十分激烈。因此，高度发展的科技管理能力 

对于研究型大学核心能力建设不可或缺。 

科技管理能力建设主要包括汇聚一支 

高素质的管理人才队伍，并使之具备高度的 

对相关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预测能力、对校 

内科技创新人才的组织动员与号召能力、与 

政府部门和社会强大的沟通和交往能力 、对 

校内外相关科技资源的科学整合与高效开 

发利用能力 、强大的对自身形成的知识产权 

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能力等等。 

此外，研究型大学能力建设还应包括开 

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物质条件装备、精英人才 

培养、学术交流、向国内外开放与合作能力 

等等。这些能力建设也很重要，但是其建设 

的途径有的是通过购置，有的是随着上述相 

关能力的成长而随之成长，因此本文不作重 

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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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ore Competence for Researching Universities 

Abstract：Our government and some universities，in order to build a batch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namely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struggle hard at present． According to criteria for classification，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ly famous research university to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of American Carnegie higher eduea— 

tional institu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sing the relevant ability of university of our country，the authors think 

that absorb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talents，sets up and operates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obtai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unds，promote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utput，leads disciplines to grow up 

and develop，improves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etc．and establish the main content 

of ability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of research university，and has carried on th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to the 

way and tactics which improved the ability． 

Key words：researching university；establishment；ability construction 

2005·7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