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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是“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代表，其建设路径清晰可溯：办学理

念特色鲜明，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争取国家经费支 持，反 哺 国 家 经 济 发 展；不 断 革 新 管 理 理 念，发 扬 民 主 化

治理；强化科学研究，推进技术创业教育；加强战略规划，赶超世界顶尖大学；持续推进国际化办学，关注学生成

长成才；打造一流的师资队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精英人才。新加坡两所大学对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启示如

下：秉承“创业型”大学的发展理念，塑造创新创业文 化；制 定 长 远 的 战 略 规 划，引 进 一 流 的 师 资；深 入 推 进 国 际

化办学，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关键词：“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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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美

好愿景，也 是 一 项 极 其 复 杂 和 艰 难 的 系 统 工 程。

现代大学并不都是由中世纪大学发展而来的“原

生型”大学，多 数 大 学 是 后 来 产 生 的“后 发 型”大

学［１］。就这种意义而言，“后发型”大 学 的 概 念 是

相对于传统老牌大学而提出的，其办学历史往 往

不长，也 远 不 如 老 牌 大 学 办 学 经 验 丰 富。“后 发

型”大学如果仅仅学习“先发型”大学的发展模式，

不善于自主创新，那么将无法超越“先发型”大学，

难以实现较大突破［２］。实 际 上，我 国 大 部 分 大 学

恰好属于“后发型”大学［３］，并且受“后发跟随型”

文化的影响，先后模仿发达国家的大学发展模式，

取得了较大进展，现已经跃升为世界高等教育 大

国。然而，我国高水平大学与哈佛大学 等 全 球 顶

尖的“先发型”大学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在模仿

追逐中如何挖掘出自身特色、实现从“跟跑”到“领

跑”的蜕变值得深入探索。

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一流”是在比较中产生的

概念，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菲利普·阿 特 巴 赫

（Ｐｈｉｌｉｐ　Ｇ．Ａｌｔｂａｃｈ）认 为，一 所 大 学 如 果 具 备 卓

越的研究、充足的资金、充分的学术 自 由、齐 全 的

教学设施、有序的管理就可以被称为世界一 流 大

学［４］５１。刘念才指出，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前１００名

的大 学 可 被 称 为 世 界 一 流 大 学［４］２４８。潘 懋 元 认

为，一 流 大 学 至 少 要 具 备３个 特 征：有 自 己 的 理

念；有名 师；培 养 出 优 秀 的 学 生，并 为 社 会 所 承

认［５］。王英杰等提出，世 界 一 流 大 学 具 有 一 流 的

师资和生源、齐全的学科门类、充足 的 办 学 经 费、

科学的办学 理 念、宽 松 的 学 术 氛 围 等［６］。“后 发

型”世界一流大学是指数年前在世界大学排行榜

中排名在１００名后，后来经过大力发展、赶超而进

入世界大学排行榜前１００名的大学（此处的 世 界

大学排行 榜 为 ＴＨＥ、ＱＳ、ＡＲＷＵ三 大 世 界 大 学

排行榜的交集部分）［７］。目前，世界大学排行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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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大 学 排 名（Ｔｉｍ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以下简称ＴＨＥ）、ＱＳ世界大

学排名（ＱＳ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以 下 简

称ＱＳ）和世界大 学 学 术 排 名（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ＲＷＵ）三 大 排 行 榜。通

过大学排行榜来定义世界一流大学尽管能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出一所大学的办学水平，但容易导 致

一些大学完全按照排行榜的各项指标办学，从 而

迷失前进的方向。通过对哈佛大学、麻 省 理 工 学

院等８所世界顶尖名校的比较研究发现，世界一

流大学大多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顶尖的教师 团

队、科学的管理体系、完善的课程体系、现 代 化 的

教学设施、一 流 的 育 人 质 量、卓 越 的 科 学 研 究 水

平、良好的社会关系等［８］。由此可知，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不 仅 要 从 师 资、设 备、科 研 等 显 性 指 标 着

手，还要对办学理念、管理体系、社会关 系 等 隐 性

指标进行深 入 分 析 并 极 力 重 视。这 些 隐 性 指 标

正是大学 内 在 品 质 的 体 现，大 学 只 有 注 重 内 涵

建设、形成内在品 质，才 会 有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的 外

部表征。在 高 等 教 育 竞 争 日 趋 激 烈 的 时 代，如

何建设“后发型”世 界 一 流 大 学 是 一 项 值 得 深 入

探讨的课题。虽然 我 国 已 经 提 出“双 一 流”建 设

目标及实 施 方 案，但 我 国 高 水 平 大 学 与 世 界 一

流大学之间仍然 存 在 较 大 差 距，如 何 认 识 差 距、

缩小差距对于促 进 我 国 建 设 高 等 教 育 强 国 颇 具

现实意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以下简称新国大）与南洋理

工大学（以下简称南理工）是“后发型”世界一流大

学的典型代表。两所大学培养的大量 卓 越 人 才、

不断转化的科学成果等推动了新加坡创新型经济

的发展。经过数十年的变革与发展，两 所 大 学 已

经跃升 为 有 广 泛 影 响 力 的 世 界 一 流 大 学，并 在

２０１８年ＱＳ大学排行榜中分别排第１１、１２名，进

入世界顶尖大学行列。两所大学均是新加坡政府

重点扶持的国立大学，新国大是新加坡的第一 所

公立大学，建校时间比南理工早，学科 门 类 齐 全，

在生命科 学、社 会 科 学、生 物 医 学 等 领 域 闻 名 于

世；南理工是在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不久创办的，以

工科、商科见长，学科建设少而精，创办 的 目 的 在

于培养国家发展需要的实用型工程人才。文章对

新加坡两所大学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其发 展

特点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改革实践等，

以期为我国高水平大学推进“双一流”建设萃取有

益经验。

二、新加坡两所大学迈向

世界一流的路径分析

　　新国大、南理工以追求卓越为目标，通过不断

模仿、赶超、变革，成为“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

典型代表。新国大是１９８０年 新 加 坡 大 学 与 南 洋

大学合并而成的新加坡第一所公立大学，是 首 屈

一指的世界级顶尖大学，在国际框架下开展 高 深

优质的教 育 与 科 研，突 出 展 现 亚 洲 视 角 和 优 势。

该校以“引 领 世 界、形 塑 未 来”为 愿 景，提 供 跨 学

科、跨院系的广泛课程，全心投入优 质 教 育，开 展

影响深远的研究项目，打造高瞻远瞩的新企业，真

正成为一所为国家与社会服务的顶尖大学①。该

校在生命科学、工程等领域的研究享誉全球，其研

究工作最新的焦点是如何善用数据科学、运 筹 学

及网络安全为新加坡实现智慧国家的愿景提供支

持。南理工的前身南洋理 工 学 院 于１９８１年 创 办

于新加坡，其在发展过程中坚守“创业型”大学的

发展理念，与社会、企业高度对接，不断发扬着“继

承传统、勇于超越”的奋斗精神。建 校 之 初，南 理

工以为新加坡经济腾飞培养卓越工程师为 目 标，

利用工程与科技领域的突出科研实力与国内外产

业紧密合作，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 发 展。该 校 在

学科布局上采用文理工商协同推进的模式，结 合

知识生产和协同育人的要求，构建跨学科、多学科

渗透的学科生态体系，跨越式提升该校在国 际 上

的学术影响力和人才培养 质 量［９］，已 经 成 为 一 所

全球知名的年轻大学。从ＱＳ、ＴＨＥ排名来看，两

所大学自２００８年起连续保持在前１００名，在ＡＲ－
ＷＵ排 名 中，新 国 大 和 南 理 工 分 别 于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８年 首 次 进 入 前１００名。也 就 是 说，截 至

２０１８年两所 学 校 均 进 入 三 大 排 行 榜 前１００名，

从而成为“后 发 型”世 界 一 流 大 学（见 表１）。经

过多年的努力 和 创 新 变 革，两 校 的 办 学 实 力、育

人质量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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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新国大和南理工在

ＱＳ、ＴＨＥ、ＡＲＷＵ中的排名

年份
（年）

新国大 南理工

ＱＳ　ＴＨＥ　 ＡＲＷＵ　 ＱＳ　ＴＨＥ　 ＡＲＷＵ
２００８　 ３３　 ３３　 １０１～１５１　 ７７　 ７７　 ３０３～４００
２００９　 ３０　 ３０　 １０１～１５１　 ７３　 ７３　 ３０３～４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１　 ３４　 １０１～１５０　 ７４　１７４　 ３０１～４００
２０１１　 ２８　 ４０　 １０２～１５０　 ５８　１６９　 ２０１～３００
２０１２　 ２５　 ２９　 １０１～１５０　 ４７　 ８６　 ２０１～３００
２０１３　 ２４　 ２６　 １０１～１５０　 ４１　 ７６　 ２０１～３００
２０１４　 ２４　 ２５　 １０１～１５０　 ４１　 ６１　 １５１～２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２　 ２６　 １０１～１５０　 １３　 ５５　 １５１～２００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４　 ８３　 １３　 ５４　 １５１～２００
２０１７　 １５　 ２２　 ９１　 １１　 ５２　 １５１～２００
２０１８　 １１　 ２３　 ８５　 １２　 ５１　 ９６

注：相关数据根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ＱＳ、ＴＨＥ、ＡＲＷＵ排行

榜进行整理而得。

（一）办学 理 念：主 动 对 接 国 家 战 略，推 动 国

家创新发展

１９９７年，新加 坡 迫 切 需 要 一 大 批 创 新 型、高

水平科技人才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于是新 加

坡政府制 订 了“东 方 波 士 顿 计 划”（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Ｂｏｓ－
ｔ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提 出 将 新 国 大、南 理 工 建 设 成 世 界

一流学府。这两所大学肩负着促进国家创新发展

和带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重大使命，再 次

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专门制定了 详

细的改革发展举措。作为新加坡两所 顶 尖 大 学，

新国大、南理工根据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培养 对

应的实用型人才，以更好地提供智力和人力“双支

撑”。一般而言，卓越的“后发型”大学通常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即具有超强的前瞻性，极大地推动国

家的创新发展。如南理工准确地对全球经济发展

的趋势进行预测，着力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加强 研

究并取得重大突破，通过精准的工程科技促进 新

加坡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地位的提升等。此

外，“后发型”大学还与社会发展保持协同，培养实

用人才，其人才培养具有相当程度的针对性，总能

适应社会发展 的 需 求［１０］。这 两 所 大 学 根 据 社 会

发展、企业转型升级的用人需求来设定合理的 人

才培养指标，开展产学合作；重视将理论教学与应

用实践相 结 合，注 重 学 生 知 识 应 用 能 力 的 培 养。

这两所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

其培养方式得到行业企业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

工程技术领域，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毕业前有 足

够的机会去企业实习，将理论知识很好地应 用 到

实际中，帮助企业改进生产效率、提 升 产 品 质 量，

受到了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同时，一 些 知 名 企

业与新国大、南理工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为其提供充足的研发资金，并赞助两校的学 生 去

世界名企实践、实习，以积累丰富的社会经验。这

两所大学适时调整学科布局、优化专业结构，使人

才培养与企业、社会需求精准对接；不断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逐步提升育人质量，主动服务于经济社

会的发展。

一般说来，国家的发展与 大 学 的 发 展 紧 密 相

关，国家一旦发展壮大起来，就可以为大学发展提

供充足的政策、资金等支持；反过来，大 学 发 展 可

以为国家培养大量的现代化人才，进而研发 出 先

进的科研成果，从而推动国家的快 速 发 展。新 国

大、南理工尽管在发展中具有相当的自治权，但仍

然以国家的发展理念为指导，与新加坡经济 社 会

的发展保持一致。《新加坡２１：让我们一起改变》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１：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ｅ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指出，接受终身教育是时代赋予每一位公民

的责任和义务，大家只有不断接受教育并寻 求 满

意的工作，才能与新加坡的发展要 求 相 一 致。新

国大、南理工的发展遵循新加坡经济发展自由、灵

活的特点，注重全方位、跨学科知识 的 传 授，重 视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为国家培养了大 量 的

创新型实 用 人 才，服 务 于 国 家 创 新 发 展 的 需 求。

不仅如此，新国大、南理工也是两所真正意义上的

“创业型”大学，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艰巨使命，以国

家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基础，与国家共进退；紧密结

合市场的人才需求、技术需要，适时调整学校的发

展重点和努力方向，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 的 需

求，推动相关产业的转型发展，注重 办 学 实 效，努

力培养急需的创新创业型高端人才，以更好 地 为

社会发展服务。

（二）战 略 引 领：加 强 战 略 规 划，打 造 优 势

学科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所面

临的错综复杂、相互牵系的多重挑战，新国大加强

科学研究战略规划，进一步把跨科系、跨领域的研

究范围 归 纳 为 八 大“研 究 集 群”（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ｌｕｓ－
ｔｅｒｓ），具体包 括 智 慧 国、材 料 科 学、海 事、综 合 可

持续解决方案、金融风险管理、生物医学科学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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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医学、亚洲研究、老龄化研究。为了响应新加坡

跻身于世界数码科技最先进国家之列的要求，新

国大成 立 了“智 慧 国 研 究 集 群”（Ｓｍａｒ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ｌｕｓｔｅｒ）①，其 专 注 于 研 究 数 据 科 学、分

析学与优化学、人工智能以及网络安全，全面支持

新加坡的“智 慧 国 计 划”。这 个 研 究 集 群 汇 聚 工

程、数学、医学、计算机学、社会科学等不同领域的

科研人员，共同制定强而有力的各种方案，不仅全

面改善人们生活、工作和玩乐的方式，而且使人们

在面临网络威胁时懂得做好安全防护②。为了持

续提升学校在全球的影响力，使其成为全球公 认

的世界一流大学，２０１５年南理工在校董会和校领

导的商议下，精心制定了发展规划。该 发 展 规 划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新丝绸之路、新创意媒体、保
健医疗体制科技、创新创业生态模式”五大战略目

标③，显示了 其 宏 伟 发 展 目 标 的 创 新 性、前 瞻 性，

准确把握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并高度聚焦 于

智能技术、医疗科技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其中，可
持续发展项目已获得具有强竞争性研究资金的支

持，并且，经过不懈的努力南理工在可持续发展研

究和教学领域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领先者。南理

工凭着充满活力的研究文化，在国际先进材料、生
物医学工程、清洁能源与环境、智能系统等领域享

有良好的国际声誉④。

在２０１８年 ＱＳ世 界 大 学 排 名 中，新 国 大、南

理工在工程技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均 位

居世界前列（见表２）；新国大在生命科学与医药、

艺术与人文领域也处于领先水平；南理工的化 学

系在２０１８年 自 然 指 数 中 排 名 第１０，且 其 在 李 光

前医学院研究的推动下继续加强了在生物医学和

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学科建设④。现两校已经建成

若干世界一流学科，构筑起了学科高 峰 群。为 了

缩小与世界顶尖大学的差距，南理工制定了新 一

轮的战略规划，专门提出了面向２０２０的五大研究

高峰，即“环球亚洲、健康社会、安全社 区、地 球 的

可持续发 展 和 未 来 学 习”⑤。这 五 大 研 究 高 峰 充

分体现了南理工的学科优势，尤其是 在 工、商、教

等学科领域。这些学科将与科学、人文 和 医 疗 等

学科协同发展、互相融通，引领跨学科合作取得新

突破、新发展，挖掘出南理工新的优势和潜力。现

在工商学院的发展较快，商科即将进入世界一 流

学科行列，该学院已成为新加坡唯一一所、亚洲第

三所同时通过欧洲质量发展体系及美国国际管理

教育联合会两项认证的商学院。为促进五大研究

高峰的实现，南理工还开发了一个完整的在 线 研

究课程，旨在向研究人员提供数据管理、利益冲突

等关键领域的信息和评估，并根据不同学科 的 要

求进行调整。两校通过加强战略规 划，进 一 步 明

晰学校的发展方向；通过优势学科的引领，以局部

带动整体，构建跨学科体系，推动学校整体办学实

力的稳步提升。

表２　新国大和南理工在２０１８年ＱＳ中的学科排名

学科领域
排名

新国大 南理工

艺术与人文 １８　 ６１
社会科学与管理 ７　 ２９

工程与技术 ７　 ５
生命科学与医药 ２２　 １３０

自然科学 １２　 １９

注：相关数 据 根 据２０１８年 ＱＳ世 界 大 学 学 科 排 名 整 理
而得。

（三）科研 为 先：强 化 科 学 研 究，推 进 技 术 创

业教育

两所大学 作 为 在 新 加 坡 乃 至 全 球 领 先 的 大

学，科学研究是这两所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世界大学排行榜的重要参考指标。为了更有效地

应对亚洲乃至全球的挑战，新国大着手开展 跨 科

系、跨学院研究，结合各院系与研究 所 的 实 力，组

成了５个综合型研究群，即金融与风险管理、生物

医学与转化医学、人口老化问题、综合可持续解决

方案及亚 洲 研 究⑥。同 时，南 理 工 在 研 究 场 地 上

投入２　５００万新元巨资建设９层楼的研究技术广

场，创建了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其研究技术广 场 构 成 了 该 校 的 研 究 中 心，现 有４
个跨学科的研究走廊和１０个研究中心，如新加坡

地球观测与研究所、南洋环境与水源研究院 和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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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理工大 学 能 源 研 究 所 等①，以 打 造 新 加 坡 科 学

研究的高地。此外，两校不仅重视物理、化学等基

础研究，也大力开展跨学科应用研究，深度对接产

业发展。两校的科学研究既可以在学院内以及学

院间通过各种伙伴关系方案来展开，也可以在 不

同层次内专门针对优秀本科生展开。为了进一步

培养研究文化，两校允许大学生有弹性地从事 研

究项目，在校大学生可以选择工程、生 物 科 学、商

业管理和会计、通信研究和人文科学等领域的 任

何学科。南理工现有８００多个研究项目可供学生

选择，使他 们 能 够 获 得 良 好 的 研 究 评 价②。南 理

工强大的研究文化造就了许多世界第一发明，首

创的发明包括新的碳膜处理技术、人工心脏瓣膜、

医疗机器 人 等②，为 新 加 坡 的 科 学 研 究 和 科 技 创

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占据了行业制高 点。为 了 继

续在最高水平上做出贡献和超越，南理工还通 过

其高级研究所成立了一个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构成

的顾问小组，不断激发创新潜力，保持科研领域的

强大优势；以产学研为导向，面向新兴学科和前沿

技术，打破固有人才培养模式，转向灵活开放的学

习研究模式，培养了大批新型的科研人才。

两校持续加强技术创新、科技创业，促进成果

在短期内快速转化。就亚太地区而言，新 加 坡 创

业教育的步伐较快，其核心动力正来自新加坡 转

型发展的需要。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

发展模式为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人才 培

养模式注入了原动力［１１］。两校依托创业中心，根

据国计民生的公益性需求和针对经济发展的瓶颈

问题展开 研 究，扶 持 一 批 具 有 行 业 特 色、品 牌 实

力、科技创新的企业，扎实地推动科学 研 究、发 明

专利向现实生产力的转移。新国大通过创业项目

与计划，让学生发挥潜在的创业精神，搭建了四大

平台———体验式学 习、创 业 支 援、与 业 界 合 作、创

新创业模式与思维研究，培养睿智、有远见的未来

商界领袖，使他们能在瞬息万变且交织繁复的 世

界里掌握经济脉络，游刃有余（见表３③）。新国大

还通过在美国旧金山、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和中 国

苏州等地设立创业基地，打造创业共享空间，促进

新加坡与美、印尼、中三国的交流，让三 地 的 创 业

生态社群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回 应

了成长中的新兴企业向区域扩展的需求④。为了

使更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市场，南理工大力推 进

以技术创业为主导的创业教育，服务于产业 转 型

升级。其技术创业教育理念契合新加坡经济发展

的战略方针，把“培养卓越人才”和“科技创新”置

于首要位置，组建国际一流的创业师资队伍，构建

完善的 技 术 创 业 教 育 体 系。一 方 面，２００１年１
月，南理工成立南洋科技创业中心，致力于创业课

程的开发与实施，包括本科生创新教育课程、契合

企业发展的硕士生课程。南洋科技创业中心是一

个多学科的、与大学同级的中心，是大学和区域内

技术创新教育的焦点，致力于通过技术创业 促 进

和培养一种具有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文化［１２］；联合

考夫曼基金会开发“考夫曼快捷课程”，开启学生

创业全球浸濡计划，构建国际化的创业家生态圈。

另一方面，南理工成立了南理工创新公司（ＮＴＵｉ－
ｔｉｖｅ），引领科技成果 向 市 场 转 化。南 理 工 以 培 育

未来的青年企业家为使命，实行董事会管理制度，

汇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融资并购等方面的专业

团队，打造专注于科技创业和投资咨询的导 师 团

队。此外，南理工还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实行技术

商业化策 略；支 持 赞 助 项 目 孵 化，构 建 集 创 新 中

心、合作创业空间、海外创业计划等于一体的创业

生态系统。据统计，近年来南理工有超过２５项科

技成果获得专利授权，已有近５０家初创公司在历

经激烈的市场竞争后得以成功孵化，培养了 一 大

批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行业领袖。

（四）经费筹措：国家拨款与自筹经费相结合

充足的办学经费是推动 一 所 大 学 快 速 发 展、

迈向世界一流的重要力量，这两所大学的经 费 来

源主要包括政府拨款和自身筹措。新加坡政府对

学校拨款分为两部分：一是依据学生的人数，即日

常经费拨款；二是根据学校发展的需要，即发展经

费拨款。新国大、南理工建设世界一 流 大 学 的 发

展目标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因而获得了政府 的 巨

大教育经费投入。据统计，２００８年新加坡政府加

大了对教育的总投入，教育经费预算达到８０亿新

１３第４期 薛　珊，等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及启示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ｔｕ．ｅｄｕ．ｓ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ｎｔｕ／Ｐａｇｅｓ／ＮＴＵ′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ａｓｐｘ．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ｔｕ．ｅｄｕ．ｓｇ／ＡｂｏｕｔＮＴＵ／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ｆｏ／Ｐａｇｅｓ／Ｉｎｔｒｏ．ａｓｐｘ．
ｈｔｔｐ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ｎｕｓ．ｅｄｕ．ｓｇ／．
ｈｔｔｐ：∥ｃｎ．ｎｕｓ．ｅｄｕ．ｓ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元，占当年财 政 总 支 出 的２１．５％。２０１２年，新 加

坡教育经费预算更是达到１０２亿新元，大 学 的 办

学经 费 也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增 加［１３］１１。自２００５年 大

学自主改革后，政府虽然降低了直接拨款，但另外

增加了４０亿新元协助大学扩大捐赠基金，并将其

中２０亿新元用于设立新加坡大学信 托 基 金。为

鼓励大学积极吸纳捐款，政府采取了一些配套 措

施，如给包括新国大、南理工在内的３所国立大学

捐款，政府根据捐款数额以１．５∶１的比例为学校

提供资助［１４］。政府的大力投入、源源不断的财力

支持，为新国大、南理工在短时间内跃升为世界一

流大学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表３　新国大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搭建的四大平台

四大平台 具体职能

体验式学习
学生在全球各地的创业及学术中心修读特定 课 程，边 上 课、边 实 习；可 以 参 加 新 加 坡 企 业 创 新 成 就
者发展项目以及新国大海外学院的项目

创业支援

通过多个管道为起步创业家提供必要支援，有 意 创 业 的 教 研 人 员、学 生 及 校 友 均 可 寻 求 援 助，这 些
支援计划包括国大企业机构孵化器、导师制度、种子基金、建立人脉网络、投资者配对及其他支持服
务；开办创业培训班与实习计划，协助有意创业 者 打 好 基 础；起 步 公 司 可 参 加“创 业 在 狮 城”商 业 策
划大赛（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并有机会获颁创业家奖

与业界合作
研发成果通过与业界合作可 快 速 得 以 商 品 化，从 研 究 所 大 步 跨 越 到 市 场；同 业 界 结 盟 设 立 起 步 公
司，其中涵盖知识产权管理与商品化

创新创业模式与
思维研究

有意识地对重大创业与创新课题和案例进行及时研究：创业方面的学术研究（探讨创业如何协助推
动经济整体发展）；亚太地区创新产品与知 识 产 权 研 究；起 步 公 司 的 趋 势、考 验、过 程 与 成 功 因 素 等
各方面经验的研究

　　新国大和南理工通过各种途径筹措经费。政

府资助占据了办学经费中的较大一部分，同时 除

了学生的学费、社会人士的捐赠外，与企业合作所

得收入也成为办学经费的另一大主要来源。两所

学校共同坚守“塑品牌、造特色”的办学理念，即以

超高的教 学 品 质 和 强 大 的 科 研 能 力 来 提 升 影 响

力，有效吸引外部资金的注入；秉承寓 教 学、实 践

于一体的理念，不断注重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社会

服务功能，得到了一大批企业及行业的赞助与 支

持，极大地推动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其 筹 款 策

略主要包括如下环节：一是对捐款人或其家族 的

价值观给予充分了解；二是将捐款人的资金捐 赠

要求与学校的发展实际、学院以及部门的运作 需

求相结合；三是学校基金发展处负责捐款收支 的

汇总工作，妥当保存捐款名册、用途等 信 息，并 与

捐款者保持信息沟通，使其熟知捐赠资金的使 用

情况。另 外，南 理 工 经 费 来 源 渠 道 较 多（见 表

４［１５］），且筹集的经费都有明确的用途。为了保障

学校经费的充足，尽可能多地为学校筹集办学 经

费已经成为南理工校长的主要职责之一。在经费

的使用管理上，南理工的财务监管体制透明化、公

开化，南理工还成立专门的审计机构，加强经费管

理，对具体项目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以确保

办学经费的使用和分配更科学、更合理，切实服务

于学校发展和师生需求［１５］。

表４　南理工各类经费来源

类别 来源

营运资金 教育部拨款、学费、其他收入

发展资金 教育部拨款、外借资金

科研资金 教育部拨款、项目基金

大学基金 教育部拨款、投资回报、捐赠收入

其他资金 奖学金、住宿费

　　（五）内部治理：不断革新管理理念，发扬 民

主化治理

一流的办学理念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

条件，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是实现世界一流大 学 这

一目标的重要保障。新国大和南理工的领导层均

注重大学 内 部 治 理，加 强 顶 层 设 计，发 扬 民 主 管

理，重视学生终身发展，为挺进世界一流大学榜单

提供了重要保障。２００５年５月，新加坡政府发布

的《大学自主：走向卓越的顶峰》（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的 议

案正式生效，目标在于扭转大学只有少许自 主 权

的现状，使其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自 主 权。新 国 大

和南理工通过大学自主改革，弱化了政府控制，强

化了大学自治，拥有自主的经费分配、人事安排等

权利［１６］；改 革 和 优 化 了 大 学 内 部 治 理 结 构，确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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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学与政府间的新型关系，增强了大学与社 会

的联系。同时，两所学校在管理理念上 不 断 突 破

旧有常规化的管理模式，持续推进管理创新，采用

董事会治校，收到了良好的成效。新国 大 和 南 理

工的董事会是大学治理的重要支柱，均由杰出 企

业家、资深学者及行业精英组成：新国大董事会的

现任主席谢福华是华大银行的主席，其余２０名董

事分别为建屋发展局等部门的政府官员、企业 总

裁、战略研究中心顾问等；南理工的董事会主席是

曾担任多家大型企业董事的许文辉，其余１７名董

事为新加坡教育部第二任常任秘书、《联合早报》

编辑、新加坡大陆汽车私人有限公司 总 裁 等。在

校董会的带领下，两所大学将学术研究推向新 的

高峰，赢得广泛的国际认同，发展成为卓越的“后

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在学术精益求精的道路上迈

出了新的步伐。校董会协助学校寻找 外 来 资 源，

在教学事务、对外联系、校友事务和办学筹款等方

面献策 献 力，为 大 学管理层提供有力的指导。两

校的领导层结构也颇具企业特色，除了校长、副校

长之外，还包括首席通讯官、首席法律官等（南理工

的领导层结构具体见图１①）。领导职务的专业化

程度较高，他们各司其职，有较强的执行力。

图１　南理工的领导层结构

　　两校将企业化管理模式运用在学校的各项事

务中，使各部门职能明确、工作目标清 晰，按 照 企

业绩效管理体系进行运作，削弱了行政力量对 学

校管理事务的影响；建立弹性的考评体系，增强了

广大教职工的能动性、激发了其团队合作意识，逐

步形成 精 细 化 与 民 主 化 相 结 合 的 管 理 模 式。另

外，新国大、南 理 工 实 行 民 主 化 管 理，使 教 师、学

生、校友等在学校的管理事务中具有相当的发 言

权、建议 权。一 是 设 立 顾 问 委 员 会、咨 询 委 员 会

等，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民主治理，充分 考 虑 民 意，

加强权力监管，在组织内部构建和谐的关系结构。

民主的治理模式、和谐的组织关系对建设世界 一

流大学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二是鼓励 学 术 自 由，

大力发扬民主，给予教师充分的建议 权、发 言 权，

特别是经过教授大会投票推选出的教授代表可与

校领导共同商定学校发展的行政事务，这一理 念

也促进教师、学生、校友等在学校管理中起到积极

作用，大大提升了管理效能。为了进一 步 提 升 治

理能力，两校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注重提升管理效

能，激励教职人员、学生群体积极释 放 内 在 潜 力，

以积极参与的姿态为学校发展尽心竭力、建 言 献

策，从而促进学校整体发展效益的提高。

（六）开放 办 学：持 续 推 进 国 际 化，构 建 强 大

的国际网络

大学教育国际化是各国 大 学 立 足 国 内、面 向

世界的，跨国界、跨民族、跨 文 化 的，多 边 交 流、合

作与援助的一 种 活 动 与 发 展 趋 势［１７］。“后 发 型”

世界一流大学更看重这一点，总是与时代的 发 展

保持同步并领先于社会的发展，深入推进国 际 化

办学。新国大与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建有战

略伙伴关系，因而能开发丰富多彩的教研课程，让

学生有机会接触环球教育与研究模式，参与 海 外

实习与创业计划。这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跨文化体

验，而且使学生更深入了解全球面临的挑战 与 课

题，建立起亚洲视角和全球视野。新 国 大 希 望 通

过这种多元化学习过程，培养学生成为有责 任 心

３３第４期 薛　珊，等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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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公民，使学生无论身处任何一种跨文化 情

境都能独 当 一 面①。南 理 工 也 加 快 国 际 化 进 程，

赶超世界顶尖大学。一是通过教师互 派、学 生 交

换等方式增加了教师和学生的国际化流动频 次，

使超过一半的教师有国际化经历。学校不断创新

和发展“全球教育和流动计划”（Ｇｌｏｂ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ＧＥＭ），提供丰富的学生流动项目，

涉及３０多个国家的１００多家 领 先 公 司 和１５０所

伙伴大学，如 ＧＥＭ 探 索 者 计 划、ＧＥＭ 发 现 者 计

划和海外实习计划等②。南理工通过“ＧＥＭ 开拓

者、全球研究实习（ＧＲＩ）”课程招收了大量的留学

生，现有超过２０％的 本 科 生 来 自 亚 太 地 区（包 括

马来西亚、中国、印度等），校园的国际化氛围更加

浓厚。二是通过与国外顶尖高校联合 办 学、设 置

国际双学位课程、构建学分互认机制等途径，提升

国际化办学水平，如南理工与斯坦福大学建立 战

略联盟，合办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等课程，并与伦

敦大学帝国学院联合创办李光前医学院，该医 学

院于２０１３年录取第一批学生，致力于成为创新医

学教育的未来典范。

为了缩小与世界顶尖大学 的 差 距，两 校 着 力

构建了广泛而强大的国际网络，包括与世界各 地

许多著名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社会组 织 等 建 立

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针对全球发展中的重大 问

题寻求跨学科的解决方案。通过与全球合作伙伴

的战略合作和积极参与全球网络，新国大能够 提

供多样化 和 丰 富 的 全 球 教 育、研 究 和 创 业 计 划。

新国大是８个全球大学网络的成员，利用成员大

学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促进新国大的教育和研 究

方面水平的提升。同时，新国大也是东 盟 大 学 网

络的董 事 会 成 员，还 是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２１和 亚 洲 大

学联盟的创始成员，且新国大的校长陈永财教 授

是环太平洋大学联盟（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ｉ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ＰＲＵ）指 导 委 员 会 成 员，并 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担 任 国 际 研 究 型 大 学 联 盟（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Ａ－
ＲＵ）主席。新国大积极参与这些 全 球 网 络，并 制

定有效的方案，以发挥其在亚洲教育和研究领 域

的领导作用③。除了与领先机构建立双边伙伴关

系外，南 理 工 也 是 全 球 科 技 大 学 联 盟（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ｃｈ）、英 联 邦 大 学 协 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
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ＣＵ）等 多 个 战 略 联 盟

和网络组织的重要成员。积极的国际伙伴关系为

教师和学生带来了更多与国外学者交流和联合开

展研究、学习的机会，并为开创性的研究提供了环

境，也促进了师生交流、科研合作和 跨 文 化 学 习。

据统计，南理工有超过２２．６万名校友分布在１５６
个国家，其 中２０％的 校 友 在 国 外 生 活 和 工 作，并

且都是国际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开

展校友工作，南 理 工 在 全 球１７个 国 家 建 立 了５０
个海外校友会，以更好地联络和维系校友关系④。

同时，南理工还在国外重要城市设 立 办 事 处。如

南理工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联络办公室，进 一 步

推动了其在中国的教育交流活动，为在中国 留 学

的学生和在中国工作的校友提供了一个开拓事业

的有效平台。与知名大学、同行和校 友 的 联 系 以

及海外办事处的建立，使两校的国际网络不 断 发

展和壮大，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实现起到 了 重

要的推动作用。两校的校长都十分 重 视 国 际 化，

不断派师生去国外参加会议、访学等，逐渐拓宽国

际合作道路，这正是两校领导智慧与奋斗的体现，

也是其独有的国际化办学文化的体现。

（七）人才 强 校：打 造 一 流 的 师 资 队 伍，培 养

具有国际视野的精英人才

聚集一批一流的专家、学者、团队是“后发型”

世界一流大学跨越式发展的制胜武器，也是 建 设

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新国大、南 理 工 为 一

流师资的培养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 平 台，

为两校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一是注

重“内培”与“外引”相结合。新加坡大学教师的薪

酬高于英国和澳大利亚一般大学的水平，和 美 国

中等大学基本持平，加之新加坡生活的费用 相 对

较低，故新加坡的大学颇具吸引力［１３］１０７。两校还

投入巨资以高薪聘请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提升

教师队伍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化水平，并且校 领 导

的国际化程度也非常高。同时，两校 在 原 有 的 教

师组织内部营造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实施 人 才

４３ 　　　　　　　　　　　　　 第１３卷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ｕｓ．ｅｄｕ．ｓｇ／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ｓ：∥ｇｌｏｂａｌ．ｎｔｕ．ｅｄｕ．ｓｇ／ＧＭＰ／Ｐａｇ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ｕｓ．ｅｄｕ．ｓｇ／ｇｌｏｂ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ｔｕ．ｅｄｕ．ｓｇ／Ａｌｕｍｎ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ｇ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兴校战略，激发原有师资的发展潜力，增强自身的

“造血功能”。二是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建立人

才发展机制。两校制定了与国际水平相一致的薪

资标准和学术发展道路，给予教师宽阔的发展 平

台和公平的晋升机会；充分结合教师发展的实际，

展开系统化、专业化的教育培训，构建校际教育管

理合作共同体。

为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 精 英 人 才，新 国 大

着力实施转化型教育，具体包括交换生计划、新国

大海外学院所提供的企业实习项目、与世界部 分

顶尖大学联办的联合学位及双学位计划等，为 学

生提供机会与挑战，使其发掘自我潜能。同时，新

国大已经和４０多个国家的３００多所合 作 伙 伴 大

学开展交换生计划，１０人中有８人就可以获得海

外经验①。南理工坚信全球化的交流和融入有益

于学生的发展，因而制订计划使８０％的本科生在

学习期间至少有一次出国留学经历，具体方式 为

学生交换、暑期项目、实地考 察、相 关 研 究、比 赛、

会议等②。同时，南理工还大力实施“海外浸濡计

划”，即要求学生赴国外学习一年，到海外的高 等

学府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修读相关课程或参加 竞

赛等，这一国际化理念对拓宽学生视野、提升学生

培养质量有重大意义。为了支撑具有国际视野人

才培养计划的实施，两校与各地优秀的学府机 构

建立战略联盟，携手开展跨国人才交流项目，主要

合作伙伴包括麻省理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伦敦

大学帝国学院等。此外，两校不断扩展 企 业 合 作

伙伴，打造国际企业合作联盟，为学生制造更多机

会去全球顶尖大学和世界５００强企业进修实习并

开展研究，其中包括宝马、劳斯莱斯等 知 名 公 司。

另外，对有意愿投身于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学生，南

理工还单独开辟了“杨振宁精英计划”，为全球顶

尖的研究院输送优异学员，进而培养２１世纪引领

全球发展的科技精英人才。

三、新加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全球学术容量只能容纳不超过２００所

的世界一流大学，进入前１００名正是大 学 学 术 能

力的体现［１８］。一般而言，“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

早期由于办学经验、办学条件等各种原因往往 难

以超越“先 发 型”大 学 而 实 现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的 目

标。但是，从近些年的趋势来看，“后发型”世界一

流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榜单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

增大的趋势，如新国大、南理工、苏黎 世 联 邦 理 工

学院等。这就充分说明，办学时间的长短、办学经

验的丰富与否并不是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决

定因素。这类大学在其他条件完备 的 情 况 下，也

能实现“弯道超车”，成功迈进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我国高水平大学在实现世界一流这一目标的过程

中，存在大学发展理念与大学本质相偏离、发展口

号大于实际行动、过于强调发展速度和规模、过分

强调科研指标等问题，忽视了大学文化塑造、发展

战略制定、组织管理变革等隐性因 素 的 作 用。在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水平大学可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办学质量，从而跻身于世界

一流大学行列。

（一）理念重塑：秉承“创业型”大学的发展理

念，塑造创新创业文化

“创业型”大 学 最 早 由 伯 顿·克 拉 克（Ｂｕｒｔｏｎ

Ｒ．Ｃｌａｒｋ）提出，具有敢于冒风险、积极探索创新、

根据内外部需求快速做出反应、引领组织变 革 等

特性［１９］。南理工是一所真正的“创业型”大学，其

办学过程中无不渗透着创新创业的文化，不 仅 转

化了一大批企业发展所需的专利技术，而且 培 养

了一大批创新创业型人才进入国家的各行 各 业，

为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 贡 献。当 前，我

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需要秉持“创业型”大

学的发展理念，鼓励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 学 方

向发展，从封闭的“象牙塔”走出来：高校既要重视

从知识逻辑建构学术，发扬探究高深学问的 执 着

精神；更要从应用逻辑开展科学研究，倒逼学科建

设的调整，打破学科之间僵硬的界 限，结 合 社 会、

市场的需求开展跨学科研究，自觉承担起服 务 社

会的这一重要使命。首先，我国高校 要 坚 持 与 国

家共发展的理念。高校要以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

次人才为使命，通过科技成果的转化引领经 济 社

会的转型发展。其次，我国高校要发 扬 不 断 进 取

的创新精神、创业精神。我国高校要在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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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中塑造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使创新 创

业的精神根植于学生的内心、从灵魂深处影响 学

生、外化于学生的行为，致力于培养创新创业型人

才；面向社会重大需求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通过

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创新成果的转化，推 动 企 业、

社会的创新发展，切实发挥好高校的社会服务 职

能。最后，我国高校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在

课堂教学、实习实践等场景中不断强化创新创 业

文化的塑造，自觉担负起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 使

命。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所有高校的共同

责任，各级各类学校都不可推脱。其人 才 培 养 的

质量直接关乎我国创新发展水平的高低，关乎 国

家创新发展驱动战略的实施成败，也关乎我国 由

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因而，我 国 高 校 要

根据各自的办学实际分层次、分类别地开展创 新

创业教育，以 服 务 于“中 国 制 造２０２５”、创 新 驱 动

发展战略的实施。

（二）战略 引 领：制 定 长 远 的 战 略 规 划，建 设

一流的师资队伍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国 高 水 平 大 学 就 要

有清晰的赶超理念，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有强有

力的政策、资金支持。南理工以一流学 科 建 设 为

基础，瞄准新兴学科领域，如健康社区、地 球 的 可

持续发展，明确制订了５年内的学科高峰打造计

划，并采取“以点带面”、文理工商协同推进的战略

规划，使若 干 学 科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处 于 领 先 水 平。

对我国高校而言，一要加强学校发展的整体规划，

通过系统研究、专家论证等方式来凝练办学特色，

以特色兴校，从细微处着手，充分发挥学校发展的

优势，从众多大学中脱颖而出。二要以 一 流 学 科

建设为突破，“以点带面”，推动学校整体实力的提

升。我国高校需要制定学科发展的近 期 目 标、远

景规划，打造强势学科，既要建学科“高原”，又要

建学科“高峰”，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以 服 务 于 学 科 建 设 规 划 的 整 体 推 进。

三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不断提升整体师资 队

伍的教学水平、科研产出能力。事实上，能否建成

世界一流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世界一

流的“大师”，高校只有以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作

支撑，才能在激烈的高等教育竞争中具备较强 的

竞争力，这也是培养一流人才所必需 的 条 件。当

前，在“大师”不足的情况下，我国高校应改革人才

引进的“条条框框”，有弹性地引进一流的师资，既

要招得进“大师”，也要留得住“大师”。对此，我国

高校要进一步深化人事改革，改进人才引进机制，

在海内外以高薪聘请一流的专家、学者，并保障其

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发展平台，使其较好地融 入 我

国的师资 队 伍；完 善 竞 争 上 岗 机 制，规 范 录 取 环

节，切实将优秀的人才吸纳到现有的师资队 伍 中

来，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的教学与管理水平。

（三）国际合作：深入推进国际化办学，将“引

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在高等教育加速国际化 的 今 天，唯 有 深 入 推

进、主动融入国际化办学，才能为大学的发展提供

强大的动力。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 国 要

加强与“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 家 高 等 教 育 领 域 的 合

作，大力弘扬我国高等教育的成功办学经验，积极

贡献“中国 方 案”。具 体 说 来，首 先 要“走 出 去”。

我国要加强高等教育领域留学生教育、访学 等 方

面的管理，鼓励大学生出国深造，开 拓 国 际 眼 界。

我国可以借鉴新国大、南理工的海外交流计划，进

一步为大学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访学创造机会，

提供一定比例的资助，力争使一半的学生都 有 国

外学习经历。其次要“引进来”。一是大量引进国

际一流的专家学者，并招收优秀的国际留学生，积

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使我国大学校园有不同

文化、不同语言的学生可以互相交流、发生思想碰

撞，使未出国的学生也能体验到不同的国际文化。

二是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一流大学的先进经 验，以

改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足。我国高校要积极

争取国际合作办学，如将世界知名大学引入我国，

通过设立分校或者联合我国高水平大学建立国际

校区的形式，打造开放式、高水平的一流机构和平

台，满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 化 需 求。三 是

努力寻求合作伙伴，力争拓展国际合作网络，构建

国际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借鉴新 国 大、南 理 工

的国际合作经验，我国高校要自觉加入国际 高 等

教育合作联盟，通过联合招生、共同培养的模式进

行合作办学，努力构建以校友网络为基础的 国 际

关系网络，以不断提高我国高校在国际上的 话 语

权。四是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经验的基础

上，与我国大学的实际进行适度融 合、改 造，实 现

办学成果互享互鉴，同时探索适合我国的特 色 办

学之路。

６３ 　　　　　　　　　　　　　 第１３卷



（四）治 理 转 向：完 善 治 理 体 系，提 升 治 理

能力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治理

体系和相应水平的治理能力。２０１７年，我国出台

了一流大 学、一 流 学 科 建 设 的 高 校 名 单，制 定 了

“双一流”建设的实施目标及相关举措，正式开启

了建设“双一流”之路。在建设“双一流”的时代背

景下，我国高校应趁势而上，借鉴新加坡两所世界

一流大学的建设经验，以“世界标准、中国特色”为

引领，积极推进我国高校管理体系、管理模式等的

改革创新，完善大学治理体系，构建主 体 多 元、协

商民主的治理模式，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以支撑世

界一流学 科、世 界 一 流 大 学 建 设。具 体 说 来，其

一，政府要赋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允许高校

自主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建设，激发大学学术的

繁荣发展。政府要逐渐削减行政权力 的 干 预，发

扬教授治学、学术兴校的理念，使大学按照自身的

规律充分发展，激发大学创新变革的活力。其二，

高校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高校要以

章程建设为抓手，不断革新治理理念，打造可持续

发展的治理环境；时刻牢记扎根中国大地办学 的

历史使命，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坚持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适当引用世界顶尖大学的治 理

理念，构建鼓励校友会、行业企业、社会 组 织 等 多

主体参与大学治理的新模式。其三，高 校 要 将 部

分权力下移，赋予二级学院更多的办学权限，打通

学校与二级学院双向沟通的制度障碍，并强化 学

院治理。高校要注重学院治理的组织 机 构 建 设，

并在教学、科研等内部要素中力争形成灵活且 现

代化的组织系统，不断提升学院治理能力，使二级

学院在师资建设、专业设置等具有更大的自主权。

四、结语

新加坡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站在国家存亡与

民族兴 衰 的 战 略 高 度 进 行 了 整 体 性 设 计。新 国

大、南理工是“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代表，

它们的快速崛起与发展壮大，与其赶超世界一 流

大学的战略制定、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国际化的

办学理念、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等因素密不可分。

新国大、南 理 工 这 两 所 大 学 紧 紧 围 绕“一 流 的 教

师、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学生”的核心理念，着力提

升内在品质，不断满足社会需求，切实推动国家与

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仅仅按照大学排行榜 进 行

相关战略调整。其独特的办学理念与发展路径值

得关注，特别是其内在运行机制等 值 得 探 究。新

加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表明，如果理 念 清

晰、路径得当，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也能在世

界一流大学传统富集地（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区

域实现。

新加坡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理念与路径等给

我国带来许多有益启示，但由于国情不一，我国在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必须结合自身实 际，不

断开拓进取。我国高水平大学要充分发挥特色与

优势，紧密结合国家战略与社会现实需求，强化顶

层设计与战略规划，积极探寻变革路径，着力推进

内涵建设，实现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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