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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阐述研究型大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分析了美国研究型大学MIT的办学特色，然后结合我国高等院校的实 

际情况，就我国高校创建研究型大学，提出了5个方面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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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 

洲。从公元 l100年左右一直到工业革命初 

期，是大学理念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 700 

多年间，最强有力的办学观念是，大学应该 

是一个教育的机构，是一个教化的机构。它 

的社会职能是培养绅士，培养有教养、有趣 

味、懂得文明的基本价值和规范的绅士。大 

学起着传播思想和文化知识的功能。 

大学理念演变的第二阶段以 1809年德 

国柏林大学的创建为标志。柏林大学关于 

“大学应当同时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两项工 

作”的办学思想，这是大学理念进化的第三 

阶段。它突破了大学仅培养牧师、绅士、教师 

和律师的传统，促使大学直接面向社会，培 

养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并以在知识创新、 

在研究方面的成果来为社会提供服务。大学 

理念的这一转变，改变了它与世隔绝的“象 

牙塔”的形象。新理念把全世界的大学引进 

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2 美国MIT的学科设置和办学特色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初建于 1865 

年，从 1930年起 MIT建立了3个学院，即工 

学院 、理学院和建筑学 院 ，由此 MIT开始由 

一 所出色的工学 院向一流的研究 型大学转 

变。1950～1952年间，MIT在原来3个学院的 

基础上，又相继创建 l『人文、社会科学和斯隆 

管理学院。目前 MIT拥有世界一流的工科， 

同时还具有国际知名的人文社会科学。MIT 

在学科设置和办学特色上具有 以下特点： 

(1)重视学科 的交 叉 、创 新 、超前 和综 

合。MIT重视跨系合作研究，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MIT结合科学技术发展刚刚出现的整 

体化趋势的实际，在雷达、辐射实验室的基 

础上，建立了电子实验室等若干个跨系、跨 

学科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这一重大措施促 

进了MIT站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大大地 

提高了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 

(2)重视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和理工教 

育达到了有效结合。虽然 MIT是以世界一流 

的理工科为主的大学 ，但是非常重视人文艺 

术和社会科学教育，所有本科生在学习期间 

必须学习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 

程 ，可以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开设的 360多 

门课程中选修有关课程。此外，学校还创造 

文、理、工、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相互交融的 

学术氛围，让学生在这种氛围中成长，使学 

生的知识面拓宽，达到人文与理工的有效结 

合。同时，通过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途径， 

提出交叉边缘学科的前沿课题，不断提出创 

新研究领域，在理工与经济、管理、人文社会 

科学的结合点寻找发展空间。 

(3)重视理论与实际、科技与经济、知识 

与商品的结合。MIT是美国最早推行大学与 

政府和私营企业进行合作研究的大学，学校 

鼓励把教师和实验室的技术成果通过追求 

利润的企业将其商品化。MIT的一些教师和 

学生的追求已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把科学和 

技术商品化，最终实现其经济价值。在美国 

新经济时代，MIT已成为许多新技术企业的 

裂变源和创新企业家的摇篮。 

(4)实行严格的教学制度，教育以提高 

素质为主。MIT在人才培养上一是注重知识 

的传授 ，二是注意能力的培养，特别是提高 

学生的素质，为学生走上社会之后的终身学 

习和发展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显然，重要 

的不是知道素质培养的重要性，而是如何在 

教学过程中把素质教育真正贯穿于学生的 

学习过程中。 

(5)在人才培养思想上，注重高层次和 

适用性。MIT在人才培养上走上了两个极 

端：在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上，是以培养面对 

复杂而真实的社会所应具备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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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解决现实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的 

能力；而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发现新原 

理、新技术、新知识的创新型人才，让博士生 

攀登科学研究高峰，做出具有世界水平的科 

学突破和技术创新。 

3 建立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对策 

3．1 突出学术性，强化学术的核心地位 

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学术是根本。在 

提倡办学目标、模式多样化和个性化，提倡高 

校主动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过程中 

不能离开学术性。没有学术思想，不追求学 

术成果，就不可能出高水平的科技文化成果， 

就不可能形成高水平的学科和学科队伍，就 

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也就无法完成 

高等院校“探索和传播真理”的基本使命。 

要强化学术的核心地位，需要在学校营 

造学术环境，聚集高水平人才。高等学校是 

专攻学术的场所，是学术的摇篮，其环境应该 

是学术的。它要求政治的开明、经济的充实 

合理、生活的和谐有序、工作的专业化和个性 

化。这个环境的实质就是尊重知识 、尊重人 

才、尊重创造性劳动，提倡和鼓励不同的学术 

观点、学术流派的共生共存、相互切磋、相互 

砥砺，促进学术的繁荣。我们可以用行政的 

和经济的手段来引进人才，但学术人才最终 

要靠学术来吸引。在获得了一定物质生活条 

件之后，真正的学者更关心的是学术事业而 

不是金钱和名利。因此，研究型大学的一个 

重要合作就是要形成学术上的亲和力，使学 

者、名师能够各得其所，使各种学术观点、学 

术思想和学术理论能够生根、开花、结果。 

3．2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积极建设现代大学 

制度 

制度是学校办学理念的具体化，也是学 

校价值取向的一种外在形式。制度深刻地影 

响着学校的发展，在学校的管理是行政化、 

官僚化还是学术化的问题上，制度往往是一 

个鲜明的分水岭。创建研究型大学应建立起 

“以教师为本，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的管理 

制度，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价和 

人才竞争机制，以充分调动广大专家、学者 

的积极性。要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科学决策 

水平。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保证决策正 

确的前提。因此要转变领导的管理方式，转 

变机关的行政职能。在决策的过程中要充分 

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 

3-3 以学科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基础。构建高 

水平学科平台 

综观世界著名大学 ，除了学科门类齐 

全，综合性强之外，更主要的是这些学校有 

一 些独具特色的世界公认的一流水平的学 

科。当前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相比，我国 

大学水平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科结构 

不合理；二是学科水平低。所以，实施建设研 

究型大学的战略，首先要调整和加强学科建 

设。需要把握两点原则，一是要预测现代科 

学发展的趋势；二是要预测未来社会和市场 

的需求。根据这两个原则，要瞄准世界一流 

学科 目标，对现有的学科进行战略结构调 

整。打破院系围墙，在全校范围内优化重组， 

构建学科大平台。建立跨学科 、跨学院和跨 

系的研究中心，促进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发 

挥学科的综合优势，力求使学科平台办出特 

色和品牌 ，提升学校的知名度 。 

在学科调整过程中，要树立两个观念： 
一 是审视我们现在的学科，是朝阳学科还是 

夕阳学科。对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 

和环境科学等必须采取非常规的方式促进 

其发展。二是要根据学校的现有的办学实力 

和发展潜能，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关键学科，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世界著名大学也不是 

所有学科都是一流水平的，我们更不可能什 

么都想上，否则，只会拖慢我们前进的步伐， 

减缓发展速度。 

3．4 以改革培养模式为抓手。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 

一 所大学的社会声望，取决于它培养的 

学生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中所取得的成 

就和做出的贡献。因此，学校要特别关注学 

生的培养质量。要研究如何加强思想工作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学生的历史和社会责 

任感，解决学生学习的根本动力。要研究怎 

样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尽可能 

地满足学生对专业和课程，以及对教师的选 

择愿望和要求，更好地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终身学习的观 

念，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要充分爱护学生 

的自尊心，在教育活动的各个实践环节中， 

让每个学生的个性、特长、潜能得到最大的 

发挥，从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 

3．5 加强校企合作。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 

美 国 MIT之所 以能成为世界一 流的研 

究型大学，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重视大学 

与政府 、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 ，通过这种合 

作，壮大了学校的实力，扩充了学校的资金。 

它使美国的大学与产业结合，是大学迅速成 

长的典范。可见，在创建研究型大学的过程 

中，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 

校企合作可以使大学直接了解社会需 

要，直接了解社会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难 

题。一方面，大学的研究工作只有面向社会 

需求，扎根于企业生产实际，才能避免选题 

的盲目性，实现研究的价值。另一方面，学科 

所创造的新理论、新思想、新发现和新技术 

需要通过与企业的合作而得到较快的推广 

和应用。大学与企业这种息息相关、相互促 

进 、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给各方都带来了 

新的生机和活力，也大大激发了企业愿意并 

无偿地向大学提供资金和设备的积极性，从 

而有利于大学的发展。企业出资金、出设备， 

大学出人才、出成果，这种互利关系，使大学 

与企业的合作 13趋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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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ctive School Feature of MIT and the Measures 

for Establishing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y—MIT's Distinctive School Feature，then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presents five measures for establishing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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