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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背景下德国高等教育

合作的现状、模式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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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德国 “卓越计划”是促进德国高等教育合作的关键举措，德国高等教育合作可以

分为高校内部跨学科合作、校际间联盟合作以及高校与校外机构、企业合作三种模式。当前，

德国高等教育合作呈现出合作意识增强、项目增多、范围扩大的趋势，已形成从政府层面的顶

层设计引领，到高校等层面的多元合作参与，再到社会层面独立机构评估保障合作的协同发展

局面。关注顶层设计的引导作用、构建共同参与的多元合作以及引入独立机构评估保障合作，

值得借鉴，更好地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合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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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转变德国缺乏世界一流的顶尖大学、高
等教育国际竞争力薄弱的颓势，德国联邦政府及

各州政府于２００５年６月签署了 《关于联邦和各州

资助高校学术研究的精英计划的协议》（简称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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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Ｅｘｚｅｌｌｅｎｚ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卓越计划具体由三个子
项目组成，分别为研究生院 （Ｇｒａｄｕｉｅｒｔｅｎｓｃｈｕｌｅｎ）
项目、卓越集群 （Ｅｘｚｅｌｌｅｎｚｃｌｕｓｔｅｒ）项目以及关注
大学发展的未来构想 （Ｚｕｋｕｎｆｔｓｋｏｎｚｅｐｔｅ）项目。
该计划明确指出， “通过促进科学领域的卓越研

究、专业化教育及合作，提高德国高等教育的整

体实力和竞争力”［１］。其中，卓越集群项目以跨学

科的战略伙伴联盟为设定目标，聚焦前沿尖端领

域的合作研究，每年可获得的资助总金额为１９５
亿欧元。而在研究生院项目中，许多提案也具有

很强的跨学科合作倾向，每年可获得的总资助金

额也达１亿欧元［２］。该计划实施两轮共十年，通

过促进德国高校的校内、校际间、校企以及国际

合作，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聚集以及跨学科前沿

领域的协同研究，显著提升德国高等教育的科研

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打造出亚琛工业大学等一批

世界一流高校，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得到国际上

的广泛认可。

２０１８年，根据 “双一流”建设进程的推进需

要，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又制定出

台了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 “双一流”建设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 “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在深化改

革、服务需求、开放合作中加快发展，努力建成

一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杆大学，确保实现 “双

一流”建设总体方案确定的战略目标”［３］。其中，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交流、建立科教融合、产学结

合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以及集成多方教育资源，制

定跨学科人才培养方案等成为今后 “双一流”建

设的主要目标。基于此，德国 “卓越计划”背景

下的高等教育合作模式及其相关实践等，可为本

土实践的整体推进提供借鉴。

　　一、“卓越计划”背景下德国高等

教育合作的现状

　　 “卓越计划”中的高等教育合作实践主要体

现在卓越集群以及研究生院两个项目中。其中，

卓越集群以德国本土高校为载体，吸纳大学以外

的研究机构以及企业共同参与，聚焦未来具有发

展潜力的研究领域，旨在通过合作建立科学网络，

充分发挥校内外资源的优势，提高德国高等教育

整体知名度和竞争力。与此同时，研究生院项目

旨在促进年轻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发展，为培

养高素质研究人员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其中，参

与项目的每个研究生院都基于一个研究范围较广的

课题而建立。经过卓越计划两个阶段十余年的评选

及资助，在高等教育合作层面呈现出合作意识加强、

合作项目增多、合作参与深入等趋向。

１合作意识增强
德国卓越计划提出前，德国仅有少数几所高

校通过合作的方式培养博士研究生。２１世纪初期，
约２０％的博士研究生参加过合作培养项目［４］。卓

越计划提出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德国高校已

通过跨学科、校 －校及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出
一批优秀的科研人员并在尖端研究领域取得了卓

越成就。卓越计划不仅使德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

得到提升，还使高等教育合作意识深入人心，从

高校到社会，都逐渐认同通过合作提高大学整体

竞争力的策略［５］。２０１６年６月，为巩固德国当前
的高等教育成效和地位，进一步提高德国高校及

高校联盟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德国联邦

政府与各州签署协议，通过了 《促进卓越大学基本

法》。在原有卓越计划合作格局的基础上，通过对

卓越集群和卓越大学两个项目的评估及资助［６］，

突出强调高校合作以及跨学科合作研究的重要性。

２合作项目增多
当前，德国国内的高等教育也还面临许多问

题。例如，投入成本增速远超收益回报、因金融

危机而导致的公共资金短缺、学生的多样性需求

与单一培养模式的矛盾等。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与

社会组织的互动与合作，吸收社会力量支持研究

并以此获得更多收益，无疑成为化解这些问题的

良策［７］。因此，在卓越计划的评估标准中，无论

是卓越集群项目，还是研究生院项目，都支持和

鼓励高校与校外研究机构、企业合作，以合作伙

伴的形式共同进行项目申请。卓越计划实施的两

个阶段中，共进行了三轮项目草案的提交及评审

工作［８］，通过评审并获得资助的项目数如表 １
所示。

随着卓越计划的推进，无论是参与高校还是

获批项目数量都显著增加。其中，第一阶段标注

有合作伙伴的卓越集群项目数为２８个，研究生院
项目数为２４个；第二阶段标注有合作伙伴的卓越
集群项目数为３３个，研究生院项目数为３９个［９］，

涉及合作与跨学科研究的项目数量也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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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卓越计划实施两个阶段合作项目情况

卓越集群 研究生院 未来构想 总计

第一阶段第一轮 １７ １８ ３ ３８

第一阶段第二轮 ２０ ２１ ６ ４７

第二阶段 ４３ ４５ １１ ９９

３合作范围扩大
欧洲在全球知识生产中所占份额约３０％，作

为欧洲科研能力最强的国家，德国在这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１０］。为了能在愈加激烈的全球科研创

新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合作研究、处理关系共

同利益的问题，成为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策略。

此外，部分高校的研究问题，如气候变暖、癌症

攻克研究等，其本身就是全球性话题，需依托国

际平台的力量共同合作开展［１１］。因此，卓越计划

的评选标准不仅关注项目所涉及研究方向与领域

的创新性，更加注重高校与国内外研究机构或企

业的合作范围，支持高校联合多方力量参与合作。

一方面，倡导高校基于同一研究框架下的跨学院、

跨学校的创新合作；另一方面，鼓励国内外合作

机构与企业参与到项目的管理当中，构建真正的

“合作伙伴”关系［１２］。德国高校通过与国内外企

业、研究机构的合作，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满

足企业发展需要、解决国际性科研难题等方面拓

宽合作研究范围，不仅实现了国内高校、学生、

研究机构与企业三方的共同发展，还有力地推动

德国高等教育的跨国合作进程。

总的来说，卓越计划的实施，营造了良好的

高等教育合作氛围，在德国国内初步建立起前沿

尖端领域的科研网络，同时搭建了国外合作研究

平台，诉诸高等教育合作，德国高等教育质量得

到了显著提升。依据ＱＳ以及ＡＲＷＵ发布的世界大
学排名，ＴＯＰ１００中至少有３－４所德国大学，且近
年来均保持较为稳定的名次。由此可见，卓越计

划的实施无疑成为德国高等教育模式转型的关键，

为德国打造世界一流高校、提高高等教育国际竞

争力注入新的活力［１３］。

　　二、“卓越计划”背景下德国高等

教育合作的模式

　　从卓越计划到卓越战略，关注集群合作建设
和跨学科研究成为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除了卓越计划中显著的评选和竞争机制，德国高

等教育体系由 “线性排列”到 “金字塔型”的转

化也是一大亮点［１４］１９。处于 “金字塔”中间部分

高校的发展，成为促进德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

主要动力，而合作无疑是推动这部分高校发展的

关键策略。在卓越计划中，部分处于 “金字塔”

中部的高校，正是通过参与合作，拓宽教育资源、

提升自身实力，从而获得政府资助。总结与反思

研究生院及卓越集群两大项目的实践内容等，其

合作模式根据合作主体不同，可主要分为校内跨

学科研究合作、校际间跨专业合作以及高校与非

大学的研究机构、企业之间的合作 （如图 １所
示）。

图１　德国学科、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

（一）校内跨学科合作

跨学科是由多个独立的学科组成的共同体或

协作体，多依靠学科间的协作关系形成资源整合

能力，特定的资源共享和能力协同是跨学科发展

的长期竞争优势［１５］。依据合作中的关系不同，其

合作模式可以分为三大类：分支型合作、集中型

合作以及选择型合作。

１分支型合作
分支型合作是指围绕一个话题，将所涉及学

科整合为有关联但相对独立的整体，学科间关系

属于 “总－分”的合作关系。例如，曼海姆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Ｍａｎｎｈｅｉｍ）的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生
院 “一个屋顶下的三个中心 （ＤｒｅｉＺｅｎｔｒｅｎｕｎｔｅｒ
ｅｉｎｅｍＤａｃｈ）”项目。其中，三个 “中心”是指商

业博士研究中心 （ｄａｓ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简称 ＣＤＳＢ）、经济学博士研究中心
（ｄａｓ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简称
ＣＤＳＥ）和社会与行为科学博士研究中心 （ｄａｓ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简称ＣＤＳＳ）。该项目为研究生院的博士
提供结构化的课程和课程内容，以实证和定量研

究方法为基础，涉及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

跨学科应用等［１６］。因此，分支型合作更加注重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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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研究话题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不同学科围绕同

一话题独立实施与本学科领域相关的研究，之后

将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汇总，得到关于这一话题

的整体研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学科间的合

作联系程度不高。

２集中型合作
集中型合作是指通过不同学科或角度，分析

研究同一个话题，学科间关系属于 “分 －总”的
合作关系，这类合作模式在卓越计划的项目中普

遍存在着。例如，图宾根大学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Ｋａｒｌ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Ｔüｂｉｎｇｅｎ）的 “学习，教育成就及生命

课程发展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ＬｉｆｅＣｏｕｒｓ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称 ＬＥＡＤ）”研究生院
项目便采用此种合作模式。由于在教育研究中，

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使用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

但往往又缺乏具有丰富研究经验的专家设计这些

方法。因此，着眼于教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研

究生院在综合研究和培养方案中，为博士生提供

了跨学科和国际环境探索教育科学核心问题的机

会。该院每年大约录取２０名新博士生，他们与来
自六个不同研究领域 （教育研究和教育心理学、

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信息学、临床心

理学和精神病学、语言学以及语言社会经济学）

的博士生以及专家密切合作，共同进行教学和科

研活动。这种模式被称为 “ＬＥＡＤ交汇 （ＬＥＡＤ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以其庞大的学科网络为基础，促
进各学科优秀博士生的面对面交流与合作，从不

同学科视角，综合、创新地研究问题。由此可见，

集中型合作更加重视不同学科间的衔接与联系，

力求在研究过程中发挥不同学科的优势，从而得

到多角度、更加科学的研究成果。

３选择型合作
选择型合作是指在项目中，包含所有与研究项

目有关联的学科，根据个体发展需要自由组合相关

学科知识的合作模式，是一种平行的合作关系。例

如，维尔茨堡大学 （Ｊｕｌｉｕｓ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
Ｗüｒｚｂｕｒｇ）的生命与科学研究生院 “卓越个性化辅
导 （Ｇｒａｄｕｉｅｒｔｅｎｓｃｈｕｌｅ ｄｅｒ Ｌｅｂｅｎ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ｌｌｕｎｄｅｘｚｅｌｌｅｎｔｂｅｔｒｅｕｔ）”项目，该院由维
尔茨堡大学生物学、医学、化学和药学、物理学

和哲学 （心理学）学院共同发起倡议，涉及生物

医学、感染与免疫、综合生物学、神经科学和新

增的临床科学等生命科学中几乎所有相关学科。

该研究院的每位博士生都遵循个性化的培养和指

导原则，可以自由选择与自己研究有关的学科课

程。此外，该学院还新设立了硕博连读项目，允

许优秀的学生在获得学士学位一年后就开始博士

课程的学习，以便将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护理实

践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选择型合作与前两

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更加体现学科的自主选择

性。学科间的合作不是被动建立在话题研究的基

础之上，而是主动合作，为共同开展研究创造条

件和可能性。

跨学科合作不仅有利于培养具有综合性素质

的学生，更能够使学生接触更宽广的学科领域，

拓宽研究视野。此外，通过与其他学科建立跨学

科合作的关系，形成学科间的知识互补，更有利

于学科转型，以适应国际化发展要求。总的来说，

跨学科合作不仅实现了德国高校内部资源的整合，

还提高了各学科本身的创新发展能力。

（二）校际间联盟合作

在卓越计划与卓越战略的项目申报要求中，

都有明确规定：拟申请参与相关计划的高校都必

须成功申请到独立或联合的卓越集群项目，才可

获得申报资格。这无形中便要求高校在发展中形

成联盟及共同体。校际间的合作依据合作方式的

不同，主要分为协同式合作与互补式合作两类。

１协同式合作
乌尔姆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Ｕｌｍ）提交的 “国际

分子医学研究生院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Ｇｒａｄｕｉｅｒｔｅｎｓｃｈｕｌｅ
ｆüｒＭｏｌｅｋｕｌａｒｅＭｅｄｉｚｉｎＵｌｍ）”项目采用的是典型
的协同式合作模式。作为生物学与医学的交叉学

科，分子医学试图从生物分子的视角解码人类疾

病的原因。这一研究取向已经在许多疾病的诊

断、预防和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无论研

究的重点是癌症、干细胞、传染病还是基因的衰

老过程，研究员们都可以在该院直接参与对疾病

分子和细胞起源的研究。国际分子医学研究生院

作为联结生物学与医学专业的平台，基本上联合

了所有与该专业有关的世界各国高校参与其中。

目前，该院已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化的博士培育中

心，主要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提供两种

培训项目，即国际分子医学博士项目和医学领域

的博士项目。通过联盟的国际化、跨学科以及密

集的辅导模式，大大提高了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及

培养质量。此外，慕尼黑大学（Ｌｕｄｗｉｇ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Ｍüｎｃｈｅｎ）的古代研究（ＤｉｓｔａｎｔＷｏｒｌｄｓ：
Ａｌｔｅｒｔｕｍ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ＫｏｌｌｅｇＭüｎｃｈｅｎ）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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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项目采用的也是协同式合作模式，对诸如古代

的规范制度与精英阶层是如何形成的、人们如何

一起生活、如何保存自己的记忆等问题展开合作

研究。该研究生院项目联合慕尼黑大学和巴伐利

亚科学与人文学院，集合古代研究领域的核心力

量，创立研究实验室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分别
从七个不同的主题维度，对古代文化的基本观点

进行比较分析，这些举措无疑为类似的课题研究

提供了全新的展开思路。由此可知，协同式合作

强调资源的集中，强调跨学科的联结。通过对不

同学科的核心力量进行整合，发挥合力从而更好

地推动研究的发展。

２互补式合作
互补式合作是卓越计划中校际间合作的另

一种模式，正如由柏林洪堡大学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ｚｕＢｅｒｌｉｎ）发起的“图像知识设计跨学科
实验室（ＢｉｌｄＷｉｓｓｅｎＧｅｓｔａｌｔｕｎｇ．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ｚｉｐｌｉｎｒｅｓ
Ｌａｂｏｒ）”集群项目所提到的， “复杂的问题需要来
自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的知识与专长。”因

此，通过互补式合作，可以最大化地发挥不同高

校的优势，形成资源互补，有利于各高校自身实

力的充实和提高。 “图像知识设计跨学科实验室”

正是这样一个由人文、自然科学、工程学、医学

以及设计和建筑创意学等专业共同组成的联盟，

由来自五所大学超过２５个不同的学科构成。除此
之外，波恩大学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Ｂｏｎｎ）和科隆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ｚｕＫｌｎ）
联合申请的物理天文研究生院 （Ｇｒａｄｕｉｅｒｔｅｎｓｃｈｕｌｅ
ＢｏｎｎＫｌｎｉｎＰｈｙｓｉｋｕ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ｅ（ＢＣＧＳ））项目
也采用的是较为典型的校际合作方式。该研究生

院基于波恩大学和科隆大学的物理系而建立，吸

纳两校物理学科优势资源，补充和完善教学内

容。因此，该项目所涉及知识范围广泛，从粒子

物理学、核物理学到天体物理学，再到凝聚态物

理学、统计物理学以及光子学等。在该研究生院

项目的支持下，拥有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在五

年内取得博士学位。由于两校采用设立联合学院

共同培养的方式，为教学科研活动提供优质实验

室、设施以及研究方法训练等，在教学内容、时

间安排上保持协调一致，让学生从两所大学共同

提供的课程和服务中受益。可以说，互补式合作

更多强调同一学科中不同资源的优势互补，通常

表现为一所高校提供优质实验、教学设备，另一

所高校提供教学、研究方法。通过整合不同学校

同一学科的资源优势，从而使教学、研究等资源

得到最大化利用，不仅优化资源配置，而且提高

了联盟合作学校的科研整体实力。

除上述两种方式的德国国内校际合作外，国

际性的校际合作交流则致力于破除地域上的阻碍，

最大化地发挥资源整合效能。例如，以海德堡大

学 （ＲｕｐｒｅｃｈｔＫａｒｌ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为中心
的 “全球背景下的亚洲和欧洲：跨文化动态”

（ＡｓｉｅｎｕｎｄＥｕｒｏｐａｉｍ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Ｋｏｎｔｅｘｔ：ＤｉｅＤｙｎａｍｉｋ
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ｋ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ｔｔ）卓越集群项目，其合作伙伴
学校涉及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香港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京都大学公共领域研究以及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致力于探索亚洲与欧洲在文化、政治

与经济方面的联系，厘清它们对当今全球发展的

历史意义。可以说，海德堡大学发挥出了其在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优势，联系了全世界诸所

高校的亚洲研究学院，共同开展这一跨主题、跨

区域的合作。总体而言，该项目分为治理和行

政、公共领域、知识体系、历史和遗产等四大研

究领域。主要合作方式有建立新的跨文化研究

院、出版跨文化期刊以及开设亚洲与跨文化研究

双学位博士专业。显然，这样的合作研究模式已

然超越国家与认知的狭隘性，使跨区域的文化互

动成为可能，为相关合作实践的发展提供了

指引。

总的来说，互补式合作方式中高校间的联系

紧密程度更强，而协同式合作方式中高校着重于

跨学科的资源整合，高校间的独立程度更高。在

卓越计划背景下，德国诸多高校通过整合资源，

不仅实现了优势互补，也整体提高了教学资源的

利用率。同时，为了保障实现高校的协同合作，

相关保障政策及制度也逐渐确立与完善，联合各

方的理事会等机构也逐渐建立起来。所有这些，

无疑都能够更好实现德国高等教育资源的聚焦功

能与聚强功能，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力。

（三）校外跨平台合作

走出封闭的 “象牙塔”，向社会开放办学，为

社会发展提供专业服务，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

然规律。因为，从根本上说，培养人才、发展科

学与服务社会的三大职能，要求高校必须向社会

开放办学，为社会提供直接的服务［１７］，实现与经

济社会发展相融合。德国高校与校外的研究机构、

企业之间的合作是卓越集群项目运行的主要方式。

由于校外研究机构与企业不能直接参与卓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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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任何项目评审，而评审条件又将高校的合作作

为重要参考标准之一，因此德国高校提出联合校

外机构、企业的合作研究项目，并由高校提交申

请参与评审。根据合作对象不同，其可以分为高

校－研究机构合作、高校 －企业合作以及高校 －
研究机构－企业三方合作三种模式。此外，德国
高校与校外机构的合作并不仅限于国内的机构与

大学，还会涉及国际机构与组织。

１高校－研究机构合作
慕尼黑大学与慕尼黑工业大学 （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Ｍüｎｃｈｅｎ）联合申请的 “慕尼黑系统神

经 集 群 （ＳｙＮｅｒｇｙＭｕｎｉｃｈ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是典型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合作。它们
通过协同合作的方式，共同开拓系统神经学这个

新兴学科领域的研究，对促使神经系统疾病发生

的作用因素等问题展开研究。该研究超越了传统

学科领域的边界，将神经退行性疾病、血管和炎

症研究相联系。在具体做法上，该集群项目支持

两名或两名以上科学家进行合作研究，并通过这

些科学家，与相关的研究机构进行对接，架起了

基础研究和应用临床研究之间的桥梁。为了进一

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该项目还创建了新的

教授职位，为青年研究员以及研究项目的长远发

展建立人才储备。此外，该项目还为渴望从事科

学工作的年轻医生提供培训和支持方案。因此，

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合作目的在于提高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的适配性，从而使基础研究成果更具实

用性。同时，充分发挥高校人才优势与研究机构

的专业优势，培养更多具有专业应用能力的人才。

２高校－企业合作
校企合作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通过合作，企业可以实现产品升级和科技创新。

同时，高校也可以吸收企业投资，丰富研究资金

来源，便于进行研究成果的实践检验。以奥登堡

大学 （Ｏｓｓｉｅｔｚｋ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汉诺威医
学院 （Ｍｅｄｉｚｉｎｉｓｃｈ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Ｈａｎｎｏｖｅｒ）和汉诺
威莱布尼茨大学 （Ｌｅｉｂｎｉ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Ｈａｎｎｏｖｅｒ）联
合申请的 “听到四方 （Ｈｅａｒｉｎｇ４ａｌｌ）”项目为例，
该项目针对德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患有听力

障碍的人数逐年增加的现状，提出对助听设备的

研究与开发应成为高校与企业合作研发及生产的

关注热点。因此，该项目致力于将有关提高听力

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企业生产中，实现 “专业

－产业”互动。与此同时，德国奥尔登堡公司作

为当今全世界最大的助听器生产商，也成为校企

合作的积极参与者，而德国汉诺威医学院则运营

着全世界最大的人工耳蜗置入中心。由此，为了

实现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力求在听

觉和康复设备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奥尔登堡公司

与汉诺威医学院联合成立了听觉研究中心，将物

理学家、产品工程师、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医

学专家和临床医生等联系起来，重点研究听觉诊

断技术、听力设备优化、个性化需求技术支持等

三个领域。同时，该项目还支持高校的研究员进

驻企业和医院，参与生产管理与临床诊断，为高

校学生打通就业渠道。可以说，高校与企业的合

作更加强调研究成果的经济转化。一方面，通过

与企业的合作，将研究成果直接投入生产，获得

更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吸收企业对口投资，

保障研究的顺利进行。

３高校－研究机构－企业三方合作
高校与研究机构和企业三方共同合作也是一

种卓越集群中有特色的合作模式，以柏林工业大

学 （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Ｂｅｒｌｉｎ）申请的 “催化的

统一概念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简称
ＵｎｉＣａｔ）”项目为例，该项目由四所大学和两所马
克思普朗克研究院 （ＭａｘＰｌａｎｃ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构成主要
参与者，同时吸纳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悉尼

大学 等 国 外 高 校 以 及 德 国 拜 耳 （Ｂａｙ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巴斯夫 （ＢＡＳＦＳＥ）等企业作为合作
伙伴，研究化学和生物催化中的共同反应机制，

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新的催化剂生产之中。该项

目将化学与生物领域研究综合起来，形成四条研

究主线，每条研究主线都直接对接企业的产品生

产。同时，整合高校与研究院资源，划分出５０个
研究小组，每个研究小组由一位教授负责，承接

研究主线中的一个分支研究项目。在该集群项目

中，企业不仅是合作伙伴，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实

际生产中，并支持研究员进行现场监测，同时还

是研究项目的共同投资者与监督者。此外，通过

与国内研究机构和国际知名高校的合作，实现了

“国内研究网络＋国际研究网络”的双重建构，形
成 “资源整合＋协同＋培养力提升”的良性循环。
总的来说，高校 －研究机构 －企业三方的共同合
作应是今后校外合作的新趋势，该合作模式兼具

前两者的优势，不仅使高校科研更具应用性，同

时提高研究的经济价值转化效率，以项目链接资

源，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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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卓越计划”背景下德国高等

教育合作的整体特点

　　德国卓越计划在推进高等教育合作的实施过
程中体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

１政府主导推动合作
德国的高等教育组织运行形式可以总结为

“官僚模式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主要体现在国
家的顶层设计上［１８］。就卓越计划的出台与实施过

程来看，政府在高等教育合作的推进过程中始终

起着主导作用，表现在政府充当着高等教育合作

计划的设计者、提出者和支持者的角色。首先，

德国卓越计划是由德国政府依据德国本土实际情

况以及高等教育的整体战略目标进行设计，组织

各州政府讨论并通过提案，以颁布法案的形式提

出该计划。其次，计划的具体组织实施过程由德

国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全权委托德国科学基金会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简称 ＤＦＧ）以
及德国科学审议会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ａｔ，简称 ＷＲ）
共同负责。此外，从国家层面提供资金支持，德

国政府在卓越计划的制定实施中，为深入推进高

校与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更好地形成共同参

与高等教育的合作机制，出台了相关政策并加大

财政拨款，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按３∶１的比例
出资，以提供奖金资助的形式保障该计划涉及的

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实施。一方面，允许政府规

避宪法的限制，掌握该计划的话语权；另一方面，

通过吸收各州政府的资金，改善德国高等教育中

资金投入不足的窘境［１４］２１。德国政府寄希望于通过

卓越计划，不但实现推动跨学科、跨平台的合作

进而促进德国高校发展的短期目标，而且还能够

以此实现德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提升。

正如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安雅 （Ａｎｊａ
Ｋａｒｌｉｃｚｅｋ）所言， “我们利用这一契机，将资助重
点转向关键领域，如开拓高等教育新的合作形式、

促进观念的转变，将合作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

等”。卓越计划第一阶段五年间共计投入１９亿欧
元，在第二阶段资助总额达到２７亿欧元，最新出
台的卓越战略的预算拨款也达到每年５３３亿欧元。
其中，卓越集群项目主要资助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大学与其他高校、校外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合作

的项目，研究生院项目主要资助为培养优秀博士

生而制定的跨学科培养的项目。因此，从计划的

制定出台到计划的出资实施，德国政府都起着主

导作用。

２合作模式丰富多元
德国高等教育合作主要通过高校内部的合作

以及高校外部的合作两种类型展开。其中，高校

内部合作主要有高校内的跨学科合作以及高校与

高校的跨专业合作，高校外部合作主要有高校与

校外研究机构、企业间的合作。多元的合作模式

不仅丰富了德国高等教育合作的形式，同时也为

进一步发展德国高等教育创造可能性。这种多元

模式主要表现为：依据高校内不同合作关系划分

的分支型、集中型和选择型跨学科合作，依据高

校间不同合作方式划分的协同式和互补式合作，

以及依据不同合作主体划分的 “校 －机构”与
“校－企”合作。总的来说，德国高校内部的合
作，一方面通过整合各学科资源与能力优势，构

建新的研究网络，形成资源的互补与集聚；另一

方面，通过建立联合研究组或学院，共同开展项

目研究及教学工作。德国高校外部的合作主要通

过与校外科研机构共同建立人才储备平台，提供

科研技术及设备支持等方式合作；与企业合作主

要通过对接企业研发项目，共建实习及研究检验

平台以及企业投资研究等方式开展。

３独立机构评估合作
德国政府十分重视评估活动在卓越计划推进

中的作用，不仅采取了加强评估与及时调整的策

略来保障高等教育合作能够取得设计者的预期目

标［１９］，而且委托第三方独立机构对项目及高校的

合作质量进行评估，确保评价结果的公正性与科

学性。首先，卓越计划评估委员会由德国科学基

金会与德国科学理事会双方共同任命的专家委员

会与战略发展委员会，共计３２０名专家组建而成。
其中，８０％的专家成员来自世界各国。其次，德国
科学基金会与德国科学理事会不属于政府组织，

均为独立的科学资助、科技咨询机构，经德国政

府授权，负责卓越计划所有项目的遴选工作。再

次，评选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高校提交各自

提案的大纲，经过德国科学基金会与科学理事会

的初步筛选后，公布提案成功进入决选的项目名

单。第二步要求这些项目所在大学提交完整的方

案，进行第二次筛选评审，最终评定符合标准的

高校。其中，联邦政府不直接参与任何评审组织

工作，也不会干涉遴选过程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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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卓越计划”背景下德国高等

教育合作的启示

　　为了应对高等教育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德国
卓越计划从设计理念到政策实施都进行了深入而

全面的探索，不仅强调通过竞争促进高校发展，

更提倡通过合作实现高等教育的共赢共建。所有

这些举措，无疑将为本土高等教育合作实践的发

展提供助益。

１促成顶层设计的整体引领
在中国实施 “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首先应

当从顶层设计开始，通过政策引领高等教育领域

合作观念的树立，打破传统学科间的壁垒，建立

起一个涵盖、整合多方资源的平台网络，实现高

等教育资源的聚集与共享。其次，协调各方力量

保障合作的顺利开展。一方面，在国内搭建校际

间、校企间的合作通道；另一方面，利用 “一带

一路”政策的契机，充分参与并引入国外资源，

拓宽高等教育的合作广度，保障高等教育的发展

向世界顶尖高校看齐，从政府层面保证跨学科、

跨平台合作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再次，“相比其他

大学，研究型大学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来吸引优

秀的教师和学生，才能为教学与科研提供良好的

基础设施，研究型大学必须有足够、持续的财经

预算，如果资金不足或者波动过大，将难以取得

成功”［２０］。由此可见，政府在推进高等教育合作中

应发挥主导作用，财政拨款及政策支持应成为建

设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保障。我国政府应根据高

等教育合作的具体情况，酌情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调动各高校开展合作实践的积极性。

２构建高校与企业多元合作
德国卓越计划中，虽然各项目关注的重点都

在于通过合作实现高校及学科更好的发展，向世

界顶尖水平靠拢，然而不同项目采用的合作形式

不尽相同。结合本土高等教育合作实践，应从以

下几方面推进。首先，应倡导多元化的合作形式，

鼓励高校围绕自身优势以及国际前沿领域的现实

需求，逐步打破当前固有的学科及学院组织界限，

形成跨学科、跨平台的高校联盟、科研联盟等合

作新形式，从而实现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优化

教育资源的分配结构。因此，高校应主动分析、

探索可能的合作路径，充分发挥自身专业特色，

主动同国内外其他高校、研究机构及企业进行接

轨，搭建新项目研究与应用、人才培养与输送的

合作平台，不断更新高等教育的合作思维，创新

合作理念，努力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学科

研等方面实现多元化合作，为高校自身建设提供

更多机遇和可能性。其次，推动高等教育合作中

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建立和完善学校理事会

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支持和参与学校发展的组

织形式和制度平台”［２１］，应是今后 “双一流”建

设中高等教育合作需要关注的重点。总的来说，

在推进高等教育合作各方共同参与的过程中，应

重点关注如何优化高校的合作治理模式，促进高

校自治，鼓励合作机构及企业参与合作项目的开

发与管理，以此推动高等教育合作中不同利益主

体的共同参与治理。

３第三方评估保障合作质量
德国卓越计划中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的初步审

核到后期执行过程中，都引入第三方评估进行监

督指导。严格而中立的第三方评审机制，保障了

遴选过程和结果的科学公正，具有诸多优势，不

仅减少了项目实施部门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冲突矛

盾，也防止行政部门的过度干预，同时也有利于

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及监督。在推动高等教育合

作的过程中，监督必不可少，高等教育的合作要

以保障合作各方利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为前

提。没有对合作实践的质量保障，合作势必难以

相继。而德国政府正式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以保

障高等教育合作的质量，更好地促进高等教育的

合作交流。基于此，在 “双一流”大学及学科加深

合作的过程中，应积极借鉴第三方评审机制，在

一定范围内提倡由独立的社会机构或国际组织参

与相应评审，以此保障高等教育合作实践更具科

学性与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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