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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学校如何成为世界一流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办学特色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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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是法国的顶级学府，为法国社会培养大量精英，法国人以拥有
这样一所高校而骄傲。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特质、

培育精英的教育理念、文理并蓄的培养体系、平台广泛的交流合作等办学举措，这些举措有效

推动了其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学府。本文在总结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归纳

出其对国内高校 “双一流”建设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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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法国采用大学校和大学这种独特的 “一个国

家，两轨高教”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是世界高

等教育领域的一枝独秀，大学校的教育模式是法

国首创，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为法国各界提供了

各种精英人才［１］。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巴黎综合

理工学院无疑是大学校体制中的佼佼者，在过去

和现在都肩负着 “为了祖国、科学与荣誉”的使

命，为法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包括三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名菲亚特奖得主、三位法国

总统和近半数以上的法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

及数以万计的顶尖工程师。这使得巴黎综合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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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在法国享有盛誉，在世界高等学府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位置。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杨卫院士认为该校的地位与国防科技大学相当，

这也激发了我们的研究兴趣。２０１８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重磅出炉，来自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科学

家杰哈·莫罗 （ＧｅｒａｒｄＭｏｕｒｏｕ）和另外两位科学
家分享殊荣，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再次受到全世界

的关注［２］。鉴于以上原因，本文以巴黎综合理工

学院为研究对象，剖析其人才培养的有效举措，

以期为国内高等院校的 “双一流”建设发展提供

有益借鉴。

　　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办学举

措分析

（一）特色鲜明的军事特质

１７９４年，大革命如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整个
法国，法兰西共和国面对的境况可谓是外敌压境、

内乱频起。风暴中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被严重破

坏，为修复这满目疮痍的境况，国民公会决定兴

办一所培养具备全面科学素质工程师和高级官员

的理工学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顺势而生，拉普

拉斯、拉格朗日、安培、蒙日和贝莱托等科学巨

擘都在此任教职［３］。１８０４年，拿破仑把这所学校
改建成为一所军校，隶属法国国防部，为军队培

养了大量的道桥工程师和炮兵、工兵工程师。他

们活跃在拿破仑的各场战争中，拿破仑为其确立

了 “为了祖国、科学与荣誉”的校训，并通过一

系列的举措将其铭刻在综合理工人的心中，这一

时期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也达到了荣耀的顶峰［４］。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于１９７０年脱离法国军队序列，
不再是一所严格意义上的军校，但仍隶属于法国

国防部管辖。代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军事底色的

“大制服”得以保留，这套制服同时还包含一个两

角帽和一把佩剑。该校学生在法国的年度阅兵仪

式上会身着大制服走在受阅队伍的最前列，也会

在其他的军事仪式和舞会等正式场合穿着这套制

服，以彰显综合理工人的风采。此外，巴黎综合

理工学院的法籍学生均拥有军官身份且领取军饷，

所有本科学员在第一学年都要在 Ｃｏｕｒｔｉｎｅ训练营接
受为期３周的军事训练，之后有四分之三的学生将
在法国四大军种和军备总局等军事单位完成为期

半年的部队实习［５］。

除了军事训练和部队实习，巴黎综合理工学

院鲜明的军事特质还体现在与军事传统密不可分

的体育运动项目上，击剑、柔道和马术等项目都

源自于军事化教育理念。体育在巴黎综合理工学

院的学生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规定

学生每周必须要有６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而且
学校的大部分体育老师和教练都是法国军队的专

业教官，他们对学生的管理和训练都是按照军事

化要求进行［６］。根据军校组织管理体制，选修不

同军事体育项目的学生会被分成１５个排，１５个排
又会分别分在５个连里，每５个连设为一个营［７］，

偶数年份入学的是１至５连，被称为 “红色级”，

奇数年份入学的是６至１０连，被称为 “黄色级”。

营负责人通常由一名中校军衔的指挥官担任，连

负责人则可能是一名少校、上尉或中尉军官负责，

排负责人则由一名军衔为总军士长、军士长或者

上士的高级士官担任。学生们的各种生活以及校

园活动，也同样以连排为单位展开。这种军事特

色的校园活动组织模式，在培养综合理工人的坚

强意识和集体荣誉感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使他们在毕业之后到各个岗位上都能够迅速地融

入团队之中并发挥重要作用。

（二）培育精英的教育理念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坚持 “精英教育”的理念，

在校学生总数不超过３０００人，但其毕业生却在法
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法国前四十强企业里一

半左右的 ＣＥＯ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达索、
空客、赛峰等军工企业长期由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的校友把持；军备总局的将军们也大都是巴黎综

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三大银行之一的法国兴业

银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只有一个 ＣＥＯ不是巴黎综
合理工学院的校友。在２０１９年 ＱＳ世界大学就业
排名中，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位列全球第３０名［８］，

在欧洲仅次于剑桥、牛津。进入巴黎综合理工学

院学习的学生主要有两种渠道，可以是通过入学

竞考的预科班学生，也可以是从普通大学平行进

入的大学生。普通大学平行进入的方式只针对具

有很高学术水平，但没有接受过法式教育的外籍

学生。值得一提的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入学

竞考是法国历史最久、难度最大的竞考之一。入

学竞考历时几个星期，采取笔试和口试两种方式

进行，竞考科目包括数学、物理、化学、信息学、

法语、地理绘图以及体育考试，最终录取率控制

在１０％左右。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最具特色的培养项目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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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培养项目，每年为社会培养５００名工程师，其
中有４００名法国本土学生，１００名国际学生［９］。工

程师项目培养的学制为４年，学校向经过３年学习
合格的学生颁发工程师文凭，学习４年后毕业的学
生将获得综合理工学院文凭［１０］。法国政府每年为

其投入４亿法郎的教育经费。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
工程师文凭是法国社会最为认可的金字招牌，毕

业生大多进入了赫赫有名的企业，２０％左右的优秀
毕业生有机会进入法国的国家高级权力机关。除

此之外，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每年培养硕士研究生

２５０名，其中一半为国际学生；博士研究生 １３０
名，其中４０％为国际学生［１１］。选择在巴黎综合理

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意味着将在一个极具竞争性

的研究中心从事跨学科工作，该中心有２２个实验
室，其中２１个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联合研
究单位，总共有１６５０名左右研究人员，博士研究
生总数接近 ５００名，研究方向涵盖 “生物工程、

生物与健康科学”“数字社会的概念与方法” “能

源、交通和环境”“复杂系统的建模与优化” “极

端条件下的物质和光”“市场、创新与科学社会关

系”“纳米科学、创新材料和高效工艺” “宇宙规

律和结构”８个研究领域［１２］，旨在通过多学科项

目解决和应对社会热点问题以及技术挑战。大部

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博士生会选择在教育

和研究领域任职，其中４４％的毕业生在企业任职，
３１％的毕业生在高等教育与研究部门任职［１３］。

师资力量是一所高校办学的重要支撑，“所谓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巴

黎综合理工学院深谙此道，一直以来都秉持着一

流大学要有一流师资力量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

数学家蒙日、拉普拉斯，天文学家拉格朗日、化

学家贝托莱等知名学者就站在巴黎综合理工的讲

台上，奠定了这所壮丽学府的高起点。时至今日，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师资力量主要由来自于世界

顶尖学府、法国各大研究中心、以及工业技术和

高级行政部门的精英骨干组成；其中有１０名教师
位列法国科学院的荣誉名单之中。此外，学校还

经常聘请著名的社会学家、记者、大型公司的企

业领导人等参与教学工作，活跃学院教学氛围。

深厚的师资力量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在自然科学、

工程应用、社会科学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学校对应聘教师没有年龄和国籍的限制，

但看重他们的海外学习工作经验和在自身领域的

学术影响力，并要求他们对教学工作保持兢兢业

业、孜孜不倦的浓厚兴趣。这些优质的师资力量

奠定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高水平发展的基石。

（三）文理并蓄的培养体系

虽然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是一所以理工见长的

学校，但其在学科项目和课程设置上却十分注重

文理并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成立了学术与科研

部，汇集了来自中心实验室的教授和研究人员，

将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相结合。该部门

设有１１个科系，它们是数学系、应用数学系、物
理系、力学系、化学系、生物系、计算机科学系、

经济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系、语言文化系和创新

管理与创业系［１４］。其优势学科包括数学 （全球排

名第２９位）、物理 （全球排名第３２位）、工程技
术 （全球排名第７０位），而计算机科学、商业与
经济、机械等专业在２０１９年 ＱＳ世界大学学科排
名中均排在全球前１００名［１５］。学校将学生分到各

个学科进行专业学习，这是由学生的个人意愿并

结合学业呈现的具体状况而定。巴黎综合理工学

院的学生经过 ３年的专业学习，可以获得专业
学位。

在多年的人才培养实践中，巴黎综合理工学

院构建以了 “自然科学课程”为基础，“工程专业

课程”和 “工程实践课程”为主体，“人文社科课

程”为有益补充的课程架构体系，多学科交叉的

培养环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巴黎综合理工学员。

此外，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综合性课程体系主要

分为基础理论教育、应用科学技术教育、实践性

教育及人文教育。在校本科生的课程前两年主要

进行综合性教育，后两年进行专业教育。学生可

以在数学、应用数学、生物、物理、化学、计算

机、机械和经济八个基础学科领域采取主辅修的

方式选择六个领域进行多学科综合学习。为提升

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审美品位，学院设有专门的人

文与社会科学系来管理学生的人文社科课程，表１
为学生在校期间所要学习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可

以看出课程涵盖法律、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

艺术、哲学、建筑学、文学、美学、语言学等方

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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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人文社科类课程设置

第二年［１６］

第一学期

＞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学 （商法、媒体）；

＞人文学科 （政治哲学、宗教史）；

＞艺术 （艺术史、建筑、设计）。

第二学期

＞参加艺术史、商业程序和管理等课程；
＞主题研讨：如地缘政治学和战略、心理分析导论、远东哲学等；
＞外语和体育课程。

第三年［１７］ 第三学期

＞现代语言：除了必须学习两种外语外，学生还可以选择开始第三种语言，并在国外实习和
语言密集型学习期间进行实践；

＞人文社会科学：为学生提供各种讲座和讲习班，涵盖哲学和历史、建筑、美术和音乐学等
学科。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通过对学生多学科交叉的
综合培养，不仅发展了学生强大的专业知识领域，

还使学生探索了人文、外语等新的学习领域。除

了基础科学外，学生的管理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等其他软技能得到了充分发展，弥补了理工学生

在人文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这种多学科交叉式的

培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给了综合理工学院毕业生

在职业发展中的巨大潜力，使综合理工人不仅能

适应现代化技术的变革，熟练解决本专业的问题，

还能根据市场变化需求，解决传统上由社会学家

来解决的问题。

（四）平台广泛的交流合作

注重与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各大科研院所、

工商企业以及政府机构的合作交流是巴黎综合理

工学院人才培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巴黎综合理

工学院主要从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人才培养，并

针对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开设专门的职业培训课程。

在本科生培养方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有理学学

士和工程师培养两类项目，学制分别为 ３年和 ４
年。对于理学学士的培养，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让

学生享受真正的国际环境，向其提供多元的文化

环境，促进多样性的跨文化对话。至少一门外语

的学习是课程的强制性部分。在培养的第三年向

学生提供为期半年的出国留学机会［１８］。对于工程

师的培养，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从培养的第二年开

始，要求学生每学年都必须到国内外的公司企业、

研究机构或研发中心完成为期３到６个月不等的商
务实习或研究实习［１９］。这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一个

在扩展的个人研究项目中学习科学方法和加入工

作团队的机会，还为学生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增添

了一种文化沉浸和语言方面的内容。此外，工程

师学员在培养的第四年可以选择到政府行政机关

或组织进行培训，也可以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

合作伙伴学校进行专业研究，还可以到法国或国

外的大学学习硕士课程或博士课题研究［２０］。巴黎

综合理工学院的博士生生源很广，即有来自法国

本土其他大学的学生，也择优录取来自于世界其

他高等院校的学生。其中，超过４０％的博士生是
来自４５个不同国家的国际学生。并且，在巴黎综
合理工学院，超过２５％的博士生与公司合作来完
成博士课题［２１］。这些公司要么是在学校的工业研

究培训合作伙伴计划下，要么是在实验室和公司

之间的科学合作下发展起来的大公司。除了培养

博士，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面向工商企业培养硕士

研究生，强调他们的研究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

为此，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为硕士研究生提供了一

个独特的环境，让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位于校园

内，附近还有来自法国和国际主要工业集团 （如

达能集团、电力集团、道达尔集团、堀场集团和

液化空气集团）的研发中心［２２］。

与此同时，校企联盟同样是巴黎综合理工学

院人才培养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色。巴黎综合理

工学院的研究合作主要分为四大类，分别是合同

研究伙伴关系、合作研究伙伴关系、工业研究培

训协议、博士生专家顾问项目［２３］。其中，合同研

究伙伴关系可谓是科学项目的双边合作研究最常

见的形式，该项目是基于学院和企业共同感兴趣

的主题而开发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在

项目中提供技术资源、手段、专业知识和设备。

加入该项目的著名公司和政府部门有ＲＳＡＬｅＲｕｂｉｓ
公司、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局、法兰西岛光电研

究所等。合作研究伙伴关系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的实验室参与的由外部融资支持的合作研究伙伴

关系。其中包括法国国家研究机构和其他国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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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项目、欧洲项目以及地方政府支持的项目，

例如与德国合作的ＴＡＮＤＥＭ２卫星项目和法国本土
的ＳＭＡＲＴ４Ｇ－ＴＡＢＬＥＴ项目。工业研究培训协议
是由企业提供财政援助以招募年轻的博士研究生

的项目。这些博士生的研究项目将与巴黎综合理

工学院以外的实验室一起进行，培养方式是以企

业、学院研究中心和博士生三方制度化的合同雇

佣制。企业给博士生研究提供课题，博士生有企

业的正式员工和学院研究人员的双重身份。学院

目前有大约３０名该协议的博士生。博士生专家顾
问项目是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公司和博士生之

间签订的三方协议，让学院研究中心实验室内的

博士生被公司聘为专家顾问，向企业提供产品或

专利的竞争定位、技术分析等专业知识；同时，

企业向博士生提供相应的职位培训和薪金。这些

举措使企业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整个教学过程

中发挥出了主导者与监督者的角色。这使得学生

能够按照社会需求导向发展，在保持学生就业趋

势良好状态的同时，也使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工

程基础知识还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同时能对

自己的个人职业生涯做出良性预测。与此同时，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还在不断深化和创新与企业的

合作模式，始终关注高层次人才双向交流制度，

致力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高层次科研人员的双导

师制。这增强了学校教育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

其能够顺应资源竞争的趋势，坚持自身特色并共

享优质资源，实现了从 “单体做强”到 “集团优

势”的跨越。

三、对我国高校建设的启示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在２００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办学风格，已经发展成为高水平

大学的典范和特色高等教育的代表，在２０１９年ＱＳ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位居全球第６５名［２４］，在人才

培养中具有强劲的竞争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巴黎

综合理工学院用事实证明了 “小而精”是有别于

“大而全”的另一条发展之道，国内高校只要树立

特色发展信心，打造人才培养品牌，重视学科建

设水平，构建合力育人机制，一样能够适应社会

的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才培养水平，创建世

界一流学府。

（一）树立特色发展信心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成功经验验证了高等院

校的发展离不开自身办学特色。巴黎综合理工学

院的优势在于坚持 “小而精”的特色发展之路。

任何高校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有所不为才能有所

为，做减法也是艺术。在专业设置上，国内高校

在办学过程中不应一味地求大求全，要以顶层设

计为先导，坚持自己的办学传统，下大力度优化

专业结构，扶持特色学科的发展，集中力量打造

比较优势。在氛围营造上，要坚守校园特色文化

内涵建设，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军事特色和文化

氛围对培育出具备道德感和使命感、具有求真务

实学术精神、具有开放包容文化气质的高层次创

新型人才发挥了隐形作用。国内高校要注重发挥

自身优势，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走内涵

式发展道路，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融入人才培

养进程当中。

（二）打造人才培养品牌

在人才培养类型上，要注重打造特色人才培

养品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打造的工程师品牌使

该校享誉世界。目前而言，各高校创建 “双一流”

的过程中存在着异常激烈的竞争，而品牌是市场

竞争的产物，也是高校不可低估的无形资产，人

才培养品牌的辐射能力十分强劲，对于提高高校

社会知名度、认可度和办学声誉等方面具有不可

低估的价值。国内高校要树立品牌发展意识，增

强自身竞争力，努力提升原有人才培养品牌价值，

并加快人才培养品牌创新，打造人才培养品牌集

群，通过人才培养品牌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

竞争中占得先机并获得优势地位。

（三）重视学科建设水平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成功还得益于其数理学

科、工程学科和人文学科的集群优势，具体体现

在课程设置方面不仅对学生的数理基础要求严格，

还在培养项目中强化对学生工程应用能力的培养，

同时注重学生在人文与社科方面的塑造。人才培

养离不开学科建设这个基础，而其中课程建设是

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学生从大学里受益最直接、

最深刻、最显效的是课程。国内高校在课程设置

方面，要重视建设 “核心”专业课、“基础”公共

课、以及 “特色”前沿课的课程体系，全面推进

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要

大力推动高层次专家学者和研究一线的青年教师

共同走上讲台，既注重培养学生广阔的学术视野

也注重第一手鲜活经验。简而言之，课程体系水

平上一个台阶，学科建设就能上一个水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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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自然上一个层次。

（四）构建合力育人机制

产学研互动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培养优秀人

才的关键一步。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充分发挥其人

才培养优势与相关产业紧密结合，在互动中建立

良性的合力育人机制。国内高校应注重与地区经

济和产业结构接轨，形成基于优势学科的交叉学

科集群，发挥和强化学校的优势和特色，保持学

校发展张力的同时助力区域重大工程、重大计划

的实施，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比较优势与

核心竞争力，发挥各类资源的集聚效应和放大效

应。此外，国内高校应积极推进同世界一流大学、

高水平研究机构和国际顶尖实验室的合作交流，

深入开展联合办学、国际生互换以及访问学者的

交流力度。加大对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一方面引进高端人才、优质生源来我国高校交流

学习，另一方面选派优秀学生和教师在国际组织

和学术机构兼职，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声誉。

四、结语

总的来说，我国的国情和高等教育制度和法

国有很大不同，不能完全照搬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的做法。但是，可以结合我国高等院校的实际情

况，选择性的借鉴和吸收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在建

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在办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

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树立特色发展信心，打造人

才培养品牌，重视学科建设水平，构建合力育人

机制，就能够不断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水平，适

应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在满足社会对人才需求的

同时提高学校的地位与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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