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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world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To
 

accelera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a
 

should
 

continuously
 

enhance
 

i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source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applied
 

research
 

universities
 

are
 

one
 

of
 

the
 

main
 

force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the
 

universities
 

applied
 

science
 

that
 

can
 

strengthen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akes
 

University
 

S
 

in
 

East
 

China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its
 

specific
 

practical
 

path
 

of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To
 

a
 

certain
 

extent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content
 

of
 

the
 

exploration
 

of
 

specific
 

practical
 

paths
 

of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applied
 

research
 

universities 
 

expands
 

and
 

extends
 

their
 

research
 

radiation
 

scope 
 

and
 

solidifies
 

thei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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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應用研究型大學有組織科研的路徑探究
———以華東地區 S 大學為例

章　 韡　 徐璟瑋

上海理工大學

摘　 要:當前,世界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了加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應不斷提升我國科技力量。 而高

校有組織科研始終是國家科學技術力量的主要來源,而應用研究型大學是我國高校的主力軍之一。 因此,本文圍

繞應用研究型大學如何加強有組織科研,並以華東地區 S 大學為例,探究其有組織科研的具體實踐路徑,在一定程

度上豐富了應用研究型大學有組織科研具體實踐路徑探索的研究視角和內容、拓寬和延長了其研究輻射範圍、夯

實了其理論根基。
關鍵詞:應用研究型大學;有組織科研;路徑探索;科技管理;產教融合

基金項目:上海理工大学「
 

2024 年度上海理工大學尚理晨曦社科專項」 (編號:1F24114001) 《加快科技创新的应用

研究型高校有组织科研路径与对策研究》。

一、
 

引言

隨著全球科技迅猛發展,高校加強科研、為全國科研貢獻高校力量已經迫在眉睫。 二十大以來,國家鼓

勵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科技企業開展協同創新,通過聯合攻關來突破關鍵核心技術、解決「卡脖子」難題①。
通過出臺一系列的政策,鼓勵高校加強有組織科研團隊建設、完善科研體系,並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和應

用。 應用研究型大學在培養創新人才和推動社會發展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有組織科研」並非文字層

面上的組織,而是有目標、有側重、精准化的科研發展規劃,是以科學目標為導向、以自由探索為根本形式、
以科學家為主導的科研活動②,其有系統性、導向性和交叉性三大特徵,同時注重研究選題、過程和不同主體

協同創新的有組織性③。 應用研究型大學在培養創新人才和推動社會發展方面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作

為培養人才和知識創新的場所,應用研究型大學要求教師和學生在科研中具備創新和實踐能力,大學為有

組織科研提供了必要的資源和平臺,為有組織科研的開展提供了基礎條件。 教師和學生作為有組織科研的

主要推動者,應具備深厚的學術素養和科研能力,同時,通過開展有組織科研可以進一步提升教師和學生的

科研能力,使其更能在自己擅長的領域發揮一技之長。 華東地區 S 大學是地方應用研究型大學典型代表之

一。 本文首先分析了國內外研究的現狀,闡述目前應用研究型大學科研存在的問題,並指出其開展有組織

科研的必要性,其次提出開展有組織科研的幾點實踐路徑,然後以 S 大學為例,提出其有組織科研的具體實

施辦法,最後指出應用研究型大學開展有組織科研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為後續更多應用研究型大學有組織

科研的實踐路徑探索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
 

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內對於應用研究型大學有組織科研方面的研究點比較集中。 華中科技大學的張春梅(2015)通過《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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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應用科技大學科研發展研究》和井美瑩(2018) ④等以德國和芬蘭等應用研究性高校林立的歐洲國家為例,
分析歸納了歐洲應用科技大學發展的路徑,以及其科研使命和遇到的困難及挑戰;李欣旖(2017) ⑤和張豔

(2020) ⑥通過對新時期應用型大學科學研究發展瓶頸的多維度分析及對策;張志傑(2019) ⑦等則通過教學、
科研、服務「三位一體」發展間的異同,分析了組織科研和其他環節之間的聯繫;何恩節(2016) ⑧等以地方高

水準應用型大學建設之中面臨的新機遇與挑戰,通過科研視角的各個維度,
 

提出了相應的發展建議。
國外方面對於應用研究型大學有組織科研方面的專題研究較少。 Hale 和 Govett 等(1977)曾經以

 

Post-

Graduate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Applied
 

Sci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⑨為題,研究了發展中國家應用科學大

學的研究偏好。 Amy
 

Swiffen ( 2008) 則以
 

Research
 

and
 

Moral
 

Law:
 

Eth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Relation
 ⑩為討論物件,探討了科學研究中研究本身和道德法律之間的關係。 總體而言,主題研究應用研究

型大學科研本身並非國外學者的關注點。

三、
 

目前應用研究型大學科研發展現狀

(一)
 

存在的問題

目前,應用研究型大學的定位和發展重點通常傾向於實踐教學和技術培訓。 相較于傳統研究型大學,
科研在其發展中往往沒有明確的組織和導向,導致科研導向和文化的缺失。 大學目前在開展科研活動時通

常存在一些問題,具體表現如下。
1.

 

缺乏明確的組織和導向

相比于研究型大學,應用研究型大學在科研方面的重視程度較低。 學校的發展目標主要集中在應用技

術和實踐教學方面,科研活動往往容易被忽視。 這種重視程度的不足導致科研導向和科研文化的缺失,缺
乏對科研工作的重視和激勵。 學校在制定教學計畫和職務評定時往往更注重教學品質和學生評價,而對科

研成果和產出的重視程度較低。 這樣的環境使得科研人員和教師在科研方面缺乏積極性和動力,難以充分

發揮他們的科研潛力。
2.

 

科研資源投入不足

與研究型大學相比,應用研究型大學的科研經費和設備資源相對有限。 由於經費限制和資源配置不

均,科研專案的開展和科研設備的更新面臨困難。 科研經費的不足限制了科研活動的規模和深度,使得科

研人員難以進行大規模、高水準的科研專案。 同時,缺乏足夠的科研人員和專業化的科研團隊,也制約了科

研工作的發展。 人力資源的不足使得科研工作難以進行有效的分工合作,缺乏交流和合作的機會,進一步

限制了科研的廣度和創新性。
3.

 

缺乏完善的科研管理機制

應用研究型大學在科研管理方面存在不完善的情況。 科研專案的選擇和管理往往缺乏規範和標準,導
致科研工作的開展缺乏重點和效益。 科研管理的不規範和不完善也使得科研成果的轉化和應用受到限制。
缺乏明確的科研目標和規劃,缺乏對科研工作的有效監督和指導,容易造成科研活動的散漫性和浪費資源

的情況。 此外,缺乏科學合理的科研評價和激勵機制,科研人員往往缺乏動力和積極性,難以充分發揮他們

的創新和研究能力。

(二)
 

加強應用研究型大學有組織科研的必要性

加強高校有組織科研是建設科技強國的必然選擇,應用研究型大學更應該深化科研活動,服務國家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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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大局,應用研究型大學加強有組織科研的必要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加強有組織科研與應用導向的使命相符

應用研究型大學的使命在於將學術研究與實際應用相融合,從而為社會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和創新的

成果。 有組織科研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們不僅能夠為學者提供開展深入研究的平臺,
還能促進跨學科的合作,激發創新思維,並引導研究人員將他們的成果應用到實際情境中。 有組織科研與

應用研究型大學的使命相符,應用研究型大學應結合自身類型,探索屬於自己的有組織科研路徑,這樣能夠

更加有效地支撐這一使命,通過系統性的研究和實踐,推動知識的應用和轉化,從而為社會創造更為顯著的

價值。
2.

 

加強有組織科研與大學產學研宗旨相符

有組織科研不僅使應用研究型大學能夠開展高水準的學術研究,同時也為產業界提供了機會,使其能

夠與大學共同參與研究項目並分享資源。 產學研協同育人是地方應用型高校發展的重要路徑之一,是培養

卓越工程人才的必然選擇。 有組織科研在加強應用研究型大學與產業界合作、推動產學研結合方面發揮著

重要作用,通過與外部合作夥伴展開科研專案,大學能夠與實際應用場景密切結合,共同應對實際問題,促
進科技成果轉化和應用。 同時,通過與產業界的緊密合作,大學能夠更好地理解實際應用需求,從而更加精

准地開展研究工作,這種合作模式不僅有助於提升大學的社會影響力,還推動經濟發展和創新。
3.

 

加強有組織科研與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相符

有組織科研對於人才培養具有積極的影響。 高品質的應用型人才培養,要以學生為中心,以培養學生

實際技術能力為基礎,以當前產業所需為導向。 有組織科研同時為學生提供了實踐的平臺,使他們能夠直

接參與研究專案的設計、資料收集和分析,從而深入理解學術研究的過程和原理,通過參與科研項目,學生

能夠親身接觸到真實的研究環境,培養科研能力和創新思維,通過嘗試新的方法和探索新的領域來推動知

識的前沿。 他們有機會學習科學方法和研究技巧,從而提升問題解決的能力,學習如何應用學術知識來解

決現實世界中的挑戰。 這樣的經歷有助於應用研究型大學培養出具備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的高素質人才,
以滿足社會對專業人才的需求。

四、
 

華東地區 S 大學有組織科研的實施情況

華東地區 S 大學是典型的應用研究型大學代表之一,為更好地服務地方經濟發展、加快推進「雙一流」
建設、深入實施名校名城融合發展戰略,學校緊密結合教育部《關於加強高校有組織科研

 

推動高水準自立自

強的若干意見》等精神,將有組織科研作為其科技創新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機制創新、學科佈局、團隊建設、
平臺搭建以及相關組織機構設置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

(一)
 

立足國家發展需要,全面部署有組織科研工作重點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党的全面領導,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

念,S 大學全校上下形成共識,瞄準特色顯著的一流理工科大學建設目標,以服務國家戰略為己任,在頂層設

計上謀劃高品質發展,在改革創新中推動高品質發展,在任務舉措上落實高品質發展,在服務大局中彰顯高

品質發展。 近年來,學校主動對接國家重大戰略、地方先導產業需要,聚焦光學工程、系統科學、動力工程及

工程熱物理、機械工程、生物醫學工程及管理科學與工程等優勢特色學科,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保

障的重大需求,尤其是上海重點佈局的生物醫藥、人工智慧和積體電路三大領域中的實際難題,把准科技發

展趨勢,凝練特色研究方向,優化學科專業佈局,部署和實施有組織的重大科研能力提升計畫。 一方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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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前沿科學研究,重點開展光子晶片、太赫茲技術、機器智慧、高端醫療器械及材料等領域重大科學問題的

超前研究與探索;另一方面,加強應用基礎研究,在醫療器械、智慧機床、增材製造、城市管理等行業實現關

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的突破與創新。 相關內容更是被納入到學校最新的

事業發展五年規劃和高品質發展三年行動計畫中,體現了大學將「牢記使命,深化服務」切實貫徹到有組織

科研活動中,在提升自身科技核心競爭力、提高原始創新策源能力的同時,積極服務於國家和上海經濟社會

的高品質發展。

(二)
 

組建各類科研團隊,積極推進科研大平臺建設

為了更好地實施有組織科研、聚焦國家戰略需求,S 大學在科研團隊和科研平臺建設上舉足並進。 除了

優化調整自身學科的專業人才隊伍外,學校還圍繞科研工作整體規劃和聚焦方向,突出高精尖導向,結合高

層次人才引育,通過海外引進、交叉聚合、內生培養,打造具有戰略前瞻性、引領科技前沿、突破技術壁壘的

高水準創新團隊。 目前,學校通過多種方式引進國際國內戰略科學家及其團隊,帶動組建了一批與科技創

新、產業需求高度匹配的新興交叉學科攻關團隊。 學校用好用足各項人才政策,通過高水準人才全職引進

管道,先後領銜組建光子晶片研究院、光化學與光材料研究院、能源材料科學研究院及相應科研團隊,在光

子晶片、環保技術、能源材料等領域承擔重大攻關任務、研究顛覆性技術。 此外,學校還柔性引進海內外院

士為團隊負責人,分別推薦核心成員、青年學者入校,以「帶頭人+執行人」的團隊引進模式,成立機器智慧研

究院和東方泛血管器械創新學院,面向製造強國、健康中國等國家戰略方向提供技術產業化社會服務。 針

對上述有組織科研的創新團隊及平臺,學校賦予其人員、經費、資產等相對獨立的運行管理權利,在很大程

度上調動了其積極性,使得各類科研大平臺打破了原有科研共用科研平臺的局限性,為大學科研創新、人才

培養以及服務社會提供支撐。

(三)
 

創新科研體系,促進「大科研」與「小科研」相結合

在開展有組織科研的過程中,S 大學不斷完善科研體系,積極推動「大科研」與「小科研」結合。 在科研

專案上,學校積極支援大型科研專案可以與小型科研專案相結合,形成跨層級的科研合作,大型科研專案為

小型科研專案提供指導和支持,共同開展科學研究,分享研究成果和經驗。 這種合作可以促進小型科研專

案的發展,同時也能夠為大型科研項目帶來新的創新思路和研究方向。 在科研團隊上,學校主張大型科研

團隊與小型科研團隊合作,共同培養科研人才,通過合作導師制度,大型科研團隊的研究人員可以指導小型

科研團隊的學生進行科研專案,提供專業的指導和支援,這種合作可以提高小型科研團隊的研究能力,培養

出更多優秀的科研人才。 同時,學校建立了大小科研交流合作平臺,促進「大科研」與「小科研」之間的交流

與合作,以促進雙方的互相學習與合作,更好地推動科研成果的共用與轉化。 這裡所謂的「大科研」主要是

指學校現有的 7 個國家級和 44 個省部級科研平臺所承擔的重大科技任務,包括太赫茲技術、光學技術、數位

傳媒技術、分子檢測技術、數控裝備技術、康復工程技術、精密製造技術、低溫製冷技術、材料加工技術等在

不同現實場景中的前沿研究和應用突破;而「小科研」則是泛指各個科研團隊以解決小問題或針對單一領域

研究所開展的日常科研活動,也可以是所負責的省部級專案子課題或校級培育專案等。

(四)
 

創建跨學科創新研究院,促進學科交融

跨學科創新研究院是 S 大學為加強有組織科研、實現人才、學科、科研三位一體的創新能力提升設立的

組織機構,通過產學研協同和體制機制改革,以創新任務為導向,彙聚高校、科研院所及大型企業等社會各

類創新力量,開展協同創新工作。 其在積極推動校內學科間相互融合的同時,高效調動學校理工科優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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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醫學、國防、藝術等資源及科研力量深度交叉融合,共同建立聯合實驗室及創新平臺,在醫工交叉、軍地

結合、科藝融合等領域推進了跨學科、多學科間的有組織科研路徑。 在醫工交叉方面,S 大學自 2019 年來陸

續與上海市 20 餘家三甲醫院建立起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以學校與醫學院共建的醫工交叉創新研究院(研
究生院)為載體,啟動了一批批以醫生臨床需求為導向、由校內教師匹配對接、雙方共同攻克技術難關兼聯

合培養醫工複合型人才的醫工交叉專案,在探索與實踐中逐步形成一套程式規範、目標明確的醫工交叉創

新管理體系;在軍地結合方面,作為國防科工局特色高校之一,在加強現有光學、能源和控制國防特色學科

建設的同時,通過學科交叉融合,進一步拓展機械、材料等國防特色學科領域,已聯合軍方高校、軍工企業及

研究院所,聚焦航空關鍵部件、艦船關鍵部件及材料、海軍先進醫學裝備等領域打造軍地結合協同創新平

臺;在科藝融合方面,於 2021 年 11 月同戲劇學院簽署戰略合作協定,兩校攜手共建科藝融合創新研究院(研
究生院),圍繞演藝虛擬模擬研究中心、舞臺智慧照明研究中心和舞臺空間智慧系統研究中心建設,重點開

展一系列重大藝術科技攻關專案。

(五)
 

深入貫徹產學研相結合,建設國家一流大學科技園

為深入開展有組織科研,S 大學深入貫徹「科教興市」戰略方針,以先進製造業為產業導向,緊密依託 S
大學的學科專業優勢,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走高新技術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道路,通過制度創新、技術

創新和產品創新,致力於營造先進製造業的研發空間和文化環境,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與產業化,以技術創

新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 學校與區政府共同發起建立 S 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根據園區的總體定位和產業

導向,科技園分對外培訓區、研發創新區和孵化創業區等三個區域,有效保證了科研、創新與實踐相結合,保
證產學研一體化協同發展。 經過多年探索,科技園已形成「孵化服務、技術轉移、品牌輸出、對外投資」四輪

驅動的發展主線,更是獲得了國家科技企業孵化器、國家中小企業公共服務示範平臺、國家大學生科技創業

實習基地、國家科技計畫(火炬計畫)實施 20 周年先進服務機構、國家技術轉移示範機構、上海市科協系統

先進集體標兵等成績與榮譽。 在大力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時代要求下,科技園在做大做強的道路上,
不再「單打獨鬥」:與其他高校科技園及楊浦科創集團、楊浦科創中心、中船科技園聯合發起楊浦科技園區聯

合成長投資基金,整合各方人才、技術、資金、項目、特色產業等方面優勢,促進優質科研成果加速孵化、轉化

及產業化;聯合長三角各大高校科技園共同成立長三角高等工程教育大學科技園聯盟,通過共建成果轉化

孵化器、聯合開展行業高層次人才培訓、共建技術經理人隊伍等,推進以科技成果轉化為重點的社會服務協

作和合作機制創新。

五、
 

提升應用研究型大學有組織科研的路徑

2022 年 8 月,教育部《關於加強高校有組織科研推動高水準自立自強的若干意見》針對高校有組織科研

提出了幾點舉措,涵蓋了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高水準人才隊伍建設、校企協同攻關等方面。 高校有組織

科研要牢牢抓好改革科研組織模式、完善科研機構設置、強化體制機制保障這「三把鑰匙」,以此來促進高校

有組織科學的發展。 強大的制度優勢為應用研究型大學推進有組織科研建設提供了堅實保障,大學自身需

要積極配合推進有組織科研建設。

(一)
 

牢記使命,深化服務

縱觀現代高校的發展史,一流高校的誕生總是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一流高校的價值總是在服務國

家中彰顯,兩者是為「命運共同體」的存在,高校越來越多承擔起服務社會的使命,應用研究型大學自然首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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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衝。 在 2016 年的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方向要同我

國發展的現實目標和未來方向緊密聯繫在一起,為人民服務,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應用研究型大學需將服務國家戰略重

大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作為科技創新的主攻方向,並按此方向有目的、有導向地組織科學研究,從而構建有

利於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有組織科研新形態。

(二)
 

注重人才培養與人才吸納

長期以來,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搖籃,一直承擔著我國重大的科研任務,輸出諸多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有組織科研」,將會為相關領域帶來更多的投入,但是,堅持立德樹人的初衷,提高人才培養品質,仍然是所

有高校的主要職責,也是實現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的基礎,這一點在應用研究型大學實施有組織科研的情

況下,更值得強調。 在《關於加強高校有組織科研推動高水準自立自強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要在全國範圍

內,建立一支高水準的人才隊伍,要在全國範圍內,培養一支高水準的人才隊伍,依託重大科技任務和重大

工程推進高品質人才培養,依然是有組織科研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目標。

(三)
 

改革和健全體制機制,激發創新活力

要實施「有組織科研」,必須首先進行制度創新。 為統籌推進學校科研創新體系建設,對科研進行全過

程管理,統籌規劃管理學校科研平臺及成果轉化,應用研究型大學需要進行體制機制和制度體系的改革,對
科研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激發創新主體的活力,加深學科的交叉融合,健全服務保障體系,這樣才能使科研

力量得到系統集成,使創新動能得到持續釋放。 對科研資源配置機制進行優化,指的是要加速構建並完善

與學科建設佈局、重點科研方向相匹配的資源配置機制,將科研資源和創新要素向大專案、大平臺、大團隊

集聚,為科研創新活動創造出一個既符合規範又相對自主的環境。 要引導科研管理部門進一步轉變職能,
轉變工作作風,改善管理服務方式,強化統籌指導與協調保障,為教師開展科研創新活動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四)
 

成立跨學科研究人員團隊、積極建設跨學科創新研究平臺

跨學科研究是應用研究型大學加強「有組織科研」工作的必由之路,跨學科團隊是其開展學科交叉融合

的重要載體,高校依託學科院系建設的新體制機構促進跨學科研究。 隨著多學科的交叉與融合,一些重大

的科學問題往往會跨越學科的界限,同時為應對科技的飛速發展與國際形勢的巨變,需要多個部門、多個領

域的專家共同協作、聯合攻關。 跨學科研究的價值,就是要以一種「一加一大於二」的方式,將跨學科平臺,
作為一種「粘合劑」,將應用研究型大學各個學科融合在一起。

六、
 

結論

近年來,中國在國家戰略中不斷強調和突出將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建設,並會加大教育對外開放和

增進各類型的跨文化交流。 這意味著,中國將以集中力量開展有組織的科研攻關。 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用研究型大學的有組織科研建設水準直接關係到科研成果的品質,以及國家科技建設

水準的發展。 因此,應用研究型大學應當高度重視有組織科研的推進工作,立足於履行社會使命,通過創新

科研組織形式和建立健全的科研體制機制,注重人才培養,建設跨學科創新研究平臺,為國家總體戰略佈局

和經濟社會發展貢獻自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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