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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教学科研体制对我国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李永强，陆彦文，袁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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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德国教学科研体系进行了探讨，细致分析了德国的教学管理体制及其基本特点，以及 

科研体制的基本构成和优缺点。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特点，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 

的分析，并提 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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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Germa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s 

and Its Revelation of Training Mode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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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Science，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teaching and scientific systems in Germany a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Special attentions 

are paid to their basic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as well a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e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country， the problem existing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s briefly analyzed，an d a few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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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19世纪初，洪堡等人在进行大学改革时提出了 
一 套独特的大学管理理念，即 “洪堡体制”。 “洪堡 

体制”的核心理念在于：(一)学院自治、科研与教 

学统一、学术自由三原则，确立了大学自治、学术自 

由、教授治校和选课制等一系列现代大学制度； 

(二)国家举办高校，国家为高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 

必要的财政支持与制度保障，但同时高校作为社会团 

体享有学术自治权，学术事务由高校自行处理，“国 

家必须保护科学的 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 

“洪堡体制”的确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大学只传授 

已有知识的旧观念，树立了 “传授知识与创造知识相 

统一”的现代大学新理念，为德国科研的兴盛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促使了人类史上第三次科学中心的转移 

(汤浅现象)，产生了一大批影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其中诺贝尔获得者近 80人 (1901—2012年)，并雄 

踞世界高等教育顶峰达一百多年。 

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的迅速崛起， 

德国大学中千篇一律的 “教席”制度无法有效的吸 

引青年人才，更因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影响， 

德国的科研中心地位最终被美国所取代。到20世纪 

后半叶，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研教育在提升国家竞 

争力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但德国高等教育的表现 

却令人失望，德国高校管理体制越发无法适应新的时 

代要求。其中，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及背后的管理理念 

被看作是高等教育各种弊端的主要根源。90年代以来， 

在两德统一、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新环境下，为适 

应国际新形势和国内外发展的需要，德国政府对高等 

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图通过政府放 

权、扩大高校自治和引人市场元素等措施，建立充满 

竞争、富有效率、具有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的高校。 

本文主要结合作者近四年在德国的博士留学经 

历，基于作者在德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体会，谈谈 

德国教学科研体制的现状、基本特点以及它对人才培 

养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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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的教学和科研体制 

德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较高的国 

际声誉 ，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术自由以及大学 

在教学与研究上的自主原则，在世界教育系统中都是 

比较有特色的。德国教育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 阶 

段 ：1、18世纪之前，德国大学制度逐步建立的过 

程，建立了通过政府法令或专门的基金会而谋取生存 

的手段 ；2、19世纪，德国确立了洪堡体制 ，从而迎 

来了德国科技的百年鼎盛时期；3、20世纪末，随着 

欧洲一体化的推进，一场教育领域的革命逐渐席卷整 

个欧洲社会，德国的教学科研体系逐步与国际接轨。 

目前 ，在德国从事教学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 由三类组 

成 ：1、高等院校，包括大学、高等应用技术学院 

和科学院。德国高等教育非常普及，有350多所公立 

高等院校，共设专业400余个。根据其任务和性质分 

为三种类型：综合大学、应用科学大学、艺术学院和 

音乐学院。综合大学学科门类多、专业齐全，并且实 

施教学科研并重的发展原则，通常设置工科、理科、 

人文科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神学、医学、农 

业科学及林业科学等学科。综合大学主要培养科学后 

备力量，强调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化，毕业生有较强 

的独立工作和科学研究能力。应用科学大学规模小、 

学制短、设置专业少但分类较细，具有鲜明的教学和 

管理特色。课程设置和内容除必要的基础理论，多偏 

重于应用，职业适应性与技术应用性较强。2、高校 

以外的公立研究机构，如马普协会、弗朗霍夫协会、 

赫姆霍茨联合研究中心等，分别从事于基础研究、面 

向应用型研以及大型的工业设备和相关的基础设施的 

研究。3、经济界的研究中心。德国经济界是促进研 

究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经费投入还是在承接 

科研任务方面，经济界均占了2／3的份额。 

(一)德国的教学体制 

德国是一个高税收、高福利型社会，随着最后一 

个收取学费的拜仁州今年冬季学费的最终取消，德国 

实现了全国高校免交学费的制度。一般来讲，学生每 

学期只须交纳 100～300欧的注册费用 (其中包括公 

共交通学期票，学生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就可 

以在大学接受教育。不交学费、低价的食堂以及一些 

教学补助、贷款政策，使得大学生的学习生活还是比 

较舒适的。在德国教育的学制中，1—4年级为小学 

教育。中等教育形式多样，各州也不完全一样。大多 

数情况是，经过两年的定向阶段学生要分流到三类中 

学：普通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普通中学 (5 
～ 9年级)的毕业生通过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成为 

技术工人；实科中学 (5～10年级)毕业生通过高级 

专科学校等全日制职业教育的培训，成为中级技术人 

员和管理人员；文理中学 (第一阶段 5～10年级，第 

二阶段 11～13年级)毕业生具备进入高等学校的资 

格。在德国，一些专业由隶属联邦教育部的 “学习位 

置分配中心”统一管理，学生无论申请那个大学须向 

该中心申请，然后统一调配；但有些专业，比如数 

字、物理、化学等须向大学直接申请。德国高等教育 

的管理是极其完善的，其管理体制主要由两部分组 

成 ：政府职能部分和学校的内部管理。 

1、联邦制原则是德国高教管理体制的一项基本 

原则，主管教育的职权主要属于各州。但是，为了保 

持那些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项 目在全国能较为平衡地 

发展，有关法律又规定联邦和各州可以合作、共同处 

理。州政府对本州高等教育的发展负有全面的责任， 

其对上的底线是符合联邦 《高等学校总纲法》对高 

等学校的框架规定；对下的底线是不干涉教授具体的 

学术事务。需要指出的是，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与各州 

教育主管部门，以及那些独立性教育机构不存在领导 

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合作伙伴。所以，德国 

大学之间的水平差异不很显著，高等学校的分类特点 

主要体现在大学与高等专业学院的分工上，在这一点 

上德国的教育体制不同于联邦国家美国；也不同中央 

集权的国家法国。 

2、德国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也是很有特色的。 

教授的学术权力很大，每个教授占有一个教席，一旦 

占有一个教席，就是终身职位直至退休，这个职位赋 

予教授充分的学术自由。教授在科研之外，每年至少 

教一门基础课程。课程是没有教材的，各个教授根据 

自己的讲义进行教学，所以即便是同一门课，不同的 

老师讲述的内容会有所不同。并且授课这是个非常严 

格的过程，一门课程会配备大量的助教。像量子力 

学，100多个人修的话，一般需要 10个博士后或博士 

充当助教，并设置问题、讲解习题。大学里校长是学 

校的代表，并负责学校的行政管理；评议会是学校最 

主要的管理和协调机构，除进行学术决策外，还负责 

确定校长候选人和批准教授候选人名单。此外，全校 

代表大会由教授组、学生组、教研人员组及行政人员 

组组成，各成员组均有席位和表决权 ，主要任务是选 

举校长。在学校的各种重要联席组织内，有关学术事 

务如教学、科研和教师聘任，教授的席位和表决权占 

绝对优势。学校设学院或系，负责人选举产生，为行 

政领导，实行任期制。院务会和系务会一般由全体教 

授组成，负责学术事务 ，其中，基层教学和科研组织 

是具体的学术机构，教授在其中具有绝对支配地位。 

3、学生部分参与学校内部的管理。德国高校实 

行宽进严出的制度，在大学期间学生要修够100～200 

个学分，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毕业。这是一个艰难的 

过程，大量的学生被淘汰，一般来讲四年下来正常毕 

业的学生不到入学人数的一半。同时，学生中间设有 

学生会 ，学生会一方面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的生活，另 
一 方面对学校的规章制度形成一定的制约。比如， 

2008年黑森州收取学费的计划就在学生和家长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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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声中流产。学生同时会对教授的授课等进行评价、 

反馈。我曾听一个德国同事讲道，一个隔壁办公室的 

教授因为英语授课的问题，不得不在来年重新授课。 

(二)德国的科研体制 

德国大学教学科研的基本单位叫做 “教席” 

(Lehrstuh1)，它很类似我们国家的教研室或系，对应 

于科研单位则像一个研究所。“教席”只有一个人可 

以坐，这人叫做 “教席拥有者” (Lehrstuhlinhaber)， 

实行终身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老板”。这个 “教 

席拥有者”有行政编制，属于德国的 “高薪”公务 

员 ，他的工资级别现在 叫 W3 (过去 叫 C4)。一个 

“教席拥有者”拥有充分的资源和学术自由度去实现 

自己的科学理想，不受行政官僚机构的约束。这种教 

授负责的体制从十九世纪初洪堡时代确立以来，较好 

地保证了大学的思想和学术自由，这也是德国能在十 

九以及二十世纪前期引领世界科学进步的最重要因素 

之一。但是，这种制度有极大的弊端，那就是对年青 

人才的限制 ，从而渐渐成为妨碍学术进步的桎梏。事 

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德国学术界就面临着人 

才流失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术精英们因为晋升无望 

而转去北美，更多的博士毕业生们则愿意为好的待遇 

而直接进入工商业界。“教席制”对年青人才的限制 

以及德国大学长期的均质化态势，德国流失了大量的 

人才，这种态势延续到了今天。今天 ，大量的德国博 

士后或德国高校毕业的理工科博士投奔更好的美国大 

学，进而选择在美国工作。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以及应欧洲一体化的需要，90 

年代以来德国政府从立法和拨款这两方面加强了培养 

科研后备力量的力度。 1998年德国议会通过了 《高 

等教育总法》的修正案，按照修改后的 《高等教育 

总法》，政府依据高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和培养科学后 

备力量的实绩进行拨款；引进欧洲学分转换制，方便 

大学生在欧洲范围内的转学，并在保留德国传统的学 

位体制的同时，引进国际通行的学士和硕士课程。最 

近，随着最后一届 Diploma学生的毕业，德国才最终 

取消Diploma学位，德国大学全面改为学士加硕士学 

位制。现在德国各高校有许多用英语授课的专业，吸 

引了大量的国际学生，这是教育国际化的鲜明特征。 

德国政府还通过下列措施，加速培养科研后备力量： 

1、特殊研究领域的青年研究小组：特别研究领域是 

高等院校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自发结合、并获德意志 

研究联合会资助的、大型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特殊研 

究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科研攻关的同时培养博士 

生和博士后。除此以外，高等院校还在特殊研究领域 

的框架内为那些不具备科研条件的年轻人设立青年研 

究小组，为他们提供实验场所、最基本的工作条件以 

及日常经费，并向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申请人员和设备 

经费。政府对青年研究小组的资助年限不超过5年。 

2、研究生院项目：研究生院项目作为对德国大学传 

统的博士阶段学习的一种改革措施，始于 1990年。 

研究生院一般有 1O至 15位教师 20至25位博士生。 

每位学生除了自己的导师以外，学院从本院教师中再 

指定一位 “第二导师”。学生必须在参与学院的科研 

项目的同时，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博士生课程，整个 

学业不得超过三年。政府通过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向研 

究生院提供资助，支持的力度平均每年 21万欧元。 

这笔经费除了用来发放学生的奖学金以外，还可以邀 

请外单位的学者来校讲学，支付学生出差和召开学术 

会议的费用等。德意志研究联合会资助 的期限是三 

年，考评合格还可以资助两个三年，总共九年。 

三、教学科研改革和人才培养理念的启示 

(一)科研与教学并重发展 

其实德国大学也存在着教学和科研之间的矛盾问 

题，尽管他们一直声称科研与教学是大学的两根支 

柱，但实质上教学一直被忽视，尤其上个世纪后期大 

学扩招、经济发展缓慢以及两德统一耗费大量资金， 

教学投入不足一直是困扰德 国大学质量提升的顽疾。 

所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实施了 “卓越大学 

计划”，其目的是让旧时洪堡的理想重归大学。 “卓 

越大学计划”侧重于资助优异的博士研究生以及青年 

学者 ，为优秀的博士研究生提供一流的实验设施，搭 

建校内与校外研究机构信息交流的平台，给予年轻科 

研人员充分的研究空间和学术自由，使博士研究生和 

年轻的科研人员通过锤炼将来成为德国科研的核心竞 

争力。目前，这也是我国最近一直想做并且目前在做 

的事情，德国大学的经验对于我们也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二)建立同行评议体制以及量化的评价指标 

对于科研活动来说，同行评议是最重要的学术指 

标。但是在评估基础研究的成绩时也同时需要建立定 

量标准，以便于定量参考。比如，量化指标可以包括 

1、培养科学后备力量的质量和数量；2、发表国际顶 

级学术著作与论文的质量与数量 (Nature等)；3、获 

得诺贝尔奖、国际学术组织荣誉称号的情况 ；4、在 

国际学术组织中的任职情况等等。这些定量评价指标 

是对同行评议体制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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