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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四链融合”视角下的
新型教育新使命新挑战：“科教

融汇、产教融合”建设深圳理工大学

樊建平

深圳理工大学  深圳  518107

摘要 在深化“四链融合”视角下，“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作为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贯通融

合的桥梁和纽带，打破了传统模式上的科、教、产之间的壁垒，使得科技与教育优势互补、科研成果快速形

成新质生产力、人才培养更加贴合产业需求。深圳理工大学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孕育建设，聚焦打造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一体设计的生态闭环，探索形成了“‘科教

融汇、产教融合’办大学，学科交叉建专业、‘三院一体’育人才”的办学特色，坚持选一个方向、建一个

学院就要成一流学科、产一流成果、育一流人才、强一片产业，着力在细分方向上集聚拳头力量，在针尖前

沿领域聚力参与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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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一代颠覆性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科学研

究不断突破人类的认知边界，国际科技竞争和人才争

夺日趋激烈。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研机

构和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平行的两条路径，

科研机构更专注于科学研究，大学主要侧重于教学和

人才培养，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两者之间的融合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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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和知识

经济浪潮兴起，以教育、科技和人才为代表的综合国

力竞争尤为激烈，迫切需要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不

断提升。国家先后通过“211工程”“985工程”“双一

流”等计划的实施，不断对大学注入科技创新要素，

推动大学从传统的教学型学校向研究型大学转型，逐

渐形成了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局面；与此同时，我国的

科研机构也在经历着从相对单一学科向综合学科发展

的转变。

在新时期，党的二十大将“教育、科技、人才”

三位一体布局统筹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

化建设人才支撑”专章进行集中阐释、系统部署；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

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又将

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教育、科

技、人才“三位一体”新理念的提出，既为国家构建

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沿海城市以

教育、科技、人才三要素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提供了

新机遇，特别是深圳光明科学城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其建设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的使命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新

理念高度契合，就自然而然地要求将大学、科研机

构、设施平台等创新资源紧密结合，以教育、科技、

人才“三位一体”合力之势推进光明科学城建设。深

圳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深圳理工”）正是在这样的

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其肩负着

国家探索推进高等教育深化综合改革试验田的使命与

责任。

在推动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以下

简称“四链”）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基于新理念、

新方向、新方法、新条件而建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

国内相继出现。优化教育链是基础，激活创新链是核

心，建强人才链是关键，服务产业链是落脚点，把

“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治

校的一大特色，深刻地勾勒出了教育、科技、人才、

产业四者间相互依存、协同发展的组织架构。本文以

深圳理工的办学实践为案例，探索在深化“四链融

合”视角下，如何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建设

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等领域快速

冲击世界一流，为服务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

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1 新时期新大学面临着新使命新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民

群众对追求高水平知识的学习深造和科学研究有了新

期待，同时国家对大学开展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新

质生产力培育也有了新要求。当前，新大学建设既要

充分把握新一轮科技变革、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

遇，也要处理好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

构性矛盾问题，重点解决好重塑现代大学精神、改革

内部治理结构、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等挑战，努力

尝试回答“钱学森之问”，以解决“老是冒不出杰出

人才”的问题。

1.1 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国家和人民群众所需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

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均赋

予了广东和深圳重大历史使命，并且深圳正在建设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城市。在深圳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

既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

行示范区建设的需要，也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进一步优化广东省、深圳市高等教育布局的需要，同

时也是应对严峻复杂国际形势，提升自主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能力的需要。

当前，在去全球化、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

下，建设本土一流大学更为紧迫。我国瞄准世界科学

前沿建设一流大学的努力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与世界

顶级名校仍有较大差距。以学科交叉探索颠覆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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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以新兴学科带动未来产业，建设世界一流的理工

科研究型大学是各个国家努力的方向。因此，在粤港

澳大湾区建立兼具国际科技竞争力及产业渗透力的高

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需要，也是时代需要①。另外，

世界一流湾区的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大学的支撑。湾区

城市群在当今已经成为全球城市群发展表现最重要的

一种经济形态，全球超60%的经济总量都集聚在沿海

地区。广东省、深圳市在 2023 年经济总量分别为

13.57 万亿元、 3.46 万亿元，在全国占比分别为

10.76%、2.74%，且广东省经济总量连续 35年居全国

之首，但其高等学校数量与经济社会发展定位不太相

称。2024年6月，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共2 868

所，其中大湾区内地城市共165所、深圳10所，在全

国占比分别为5.75%、0.35%，远低于其在经济领域的

全国占比。因此，在深圳“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建

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是响应国家发展战略、满足

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需求的必然之举，也是深

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城市和先行示范区的战略

选择。

目前，中国仍是全球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

且留学专业选择以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

领域为主流，从2023年美国、英国等国对中国学生签

发的留学签证数量来看，中国学生的海外留学需求仍

然旺盛②。然而，当前美国仍在高科技领域继续实施

“高墙小院”的封堵围截，将国内多所高校纳入制裁

名单，在STEM领域限制中国学生和人才赴美留学深

造和学术交流，不仅影响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交流

与合作，而且限制了人民群众对国外一流高水平大学

的有效需求，所以高水平快速建设属于自己的世界一

流新型研究型大学成为了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

1.2 新形势下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学迎接科技革命新
挑战

当前，我国创新需求逐步由增量式创新变为颠覆

性创新，创新路径正在从产学研向研学产转换。新型

研究型大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区域性，在新型研究

型大学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把握“四个有机融合”，即：

学校发展与国家战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有机融

合的办学定位，具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融合的

创新生态文化，知识传授、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者

有机融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国情与国内

外一流研究型大学成功办学经验有机融合的治理与创

新模式[1]。2024年 3月，教育部明确了新型研究型大

学设置实施办法，及其定位与优势，即坚持“四个面

向”，具有办学起点高、研究型、对外开放程度高、

小而精的特点，具备在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

科等领域快速冲击世界一流的能力，这就要求深圳理

工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当担负起发现新知识、应用

新知识、培养新人才、创造新产业、迎接新挑战的使

命和责任。

1.3 因地制宜继承发展国际先进办学观念

新型研究型大学起源于德国的洪堡大学理念，并

在美国得到了成熟和完善，该理念从根本上奠定了近

现代大学的思想话语体系和制度基础，在大学职能定

位、人才培养目标、教育教学模式等方面创新探索，

均展现出了深远而实际的指导意义[2]；同时，新型研

究型大学学习借鉴了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代表

的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MIT在继承洪堡大学理念基

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跨学科

交叉融合、产学研深度合作和国际化的发展模式。

因此，在“四链融合”视角下，因地制宜继承发

展国际先进办学观念既是深圳理工快速建设世界一流

① 樊建平 . 深化“四链融合”视野下的教育新使命新挑战——建设“人才、教育、产业、科研”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大学 . (2024-03-19)

[2024-07-28]. https://gdae.gdedu.gov.cn/gdjyyjy/zgnfjygfnh/202403/84ff1cc0e3d544269f350de2924af8e4.shtml.

② CCG全球化智库 .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3—2024年）. (2024-02-26)[2024-08-25]. http://www.ccg.org.cn/archives/8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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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努力方向，也是我国探索深化高等

教育综合改革的积极尝试。深圳理工充分学习借鉴国

外世界一流大学的先进办学模式，结合我国实际，探

索形成了以“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为核心的办学理

念，为推进“四链”深度融合，将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创新中心、技术平台、孵化器、产业园、基金作

为重要基础，“六位一体”建设专业学院，并通过建

设“楼上创新、楼下创业”综合体、联合龙头企业成

立创新研究机构等形式，培养一流的实战型拔尖创新

人才、协同攻关关键共性“卡脖子”技术、加速前沿

技术产业化①。

2 以一流的人才支撑一流的大学建设

大学作为一个汇聚思想、追求真理、培养人才和

科技创新的高地，其之大关键在于大师，高层次人才

师资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大学建设发展的高度和层

次。因此，引进和用好一流的师资人才变得尤为重

要，需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引进策略，同时又要为

其提供良好的国际化工作环境。

2.1 面向全球一流大学引聚一流的资深教授

从全球范围内看，世界一流大学在发展过程中，

都无一例外地将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置于核心地

位。从全球一流大学引进的资深教授，他们不仅秉持

着先进的教育理念，还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并在

学术领域有着深厚造诣。深圳理工在面向全球一流大

学引聚一流的资深教授上已取得初步成效，现已集聚

了一支以海外高层次人才为主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人

才师资超70%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拥有海内外院士14

人、国家级人才 88人，长聘教师中有 41人在海外获

得终身教职，3位外国专家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资

深教授的加入，使得国际上一些成熟的教育理念精华

和先进经验做法得以在深圳理工传承与发展，为深圳

理工快速与国际接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2 打造充满活力的国际化青年教师队伍

青年人才一般都具有探索兴趣浓厚、求知欲饱

满、条条框框约束少、身体素质好的特点，对新事

物、新问题感知更加敏锐，更容易走在认知人类知识

边界的科学前沿[3]。深圳理工在打造国际化青年教师

队伍上，注重把握“国际化”和“年轻化”两个关键

维度，着力引进那些出生于国内、在国外一流大学拥

有留学经历的青年人才，旨在实现国际先进教育理念

的吸收与结合本土的创新发展，这一举措不仅为深圳

理工注入了新鲜的国际化血液，也为学校长远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现学校面向全球引聚的人才师

资队伍中，4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有 210 人，占比达

75%；引进的90后青年科学家赵佳伟教授，世界首次

发现了白血病全新遗传致病因子，相关成果于2024年

初发表在Cell。

2.3 建立与一流科研机构紧密合作的人力资源体系

当前，依托高水平科研机构举办研究型大学已成

为世界各国快速打造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新趋势，如

美国 MIT 和林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和费米实验室

等。深圳理工在人力资源体系建设上，参照美国国家

实验室与大学双聘合作模式，通过人才“双聘”制

度，建立大学和一流科研机构紧密合作的人力资源体

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教研岗、教学岗、科研岗及辅

导师岗四大序列，旨在实现科教合作、优势互补、相

互赋能，推动教育、科研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教

研岗负责结合科研前沿动态，开展教学活动，将最新

的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教学；教学岗专注于基础教学和

人才培养，确保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

能；科研岗侧重依托高水平科研机构，开展前沿科学

研究，推动学科发展和科技创新；辅导师岗主要负责

为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指导，提供职业规划等方面的

帮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4 为国际化人才构建开放包容创新的工作环境

深圳理工在国际化人才师资管理服务上，针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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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化不同、管理制度差异等水土不服的挑战，着力

在人事管理、考核评价、财权事权等方面进行探索改

革，旨在构建符合国际化标准的生态环境。

探索符合国际化的“预聘、长聘+考核”制度。

深圳理工提倡长周期、多维度、过程化的人才评价，

把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应用、创新平

台贡献度、社会认可度等方面纳入人才考核评价体

系，评价结果作为岗位聘任和收入分配的重要依据。

将教师岗位分为教研岗、教学岗、科研岗及辅导师岗

4类，根据岗位的不同性质设置不同的人事管理制度。

例如，对教研岗实行预聘-长聘制，实行这一制度的目

的是回归设立预聘-长聘制的初衷，不将制度作为淘汰

教师的一种手段，而是让制度给予教师更多工作空

间，减轻其考核压力。具体为，在预聘阶段给予青年

教师成长进步的保护期，长聘阶段则更加注重长期贡

献和发展潜力。从助理教授晋升到正教授之前，实行

预聘制度，即聘用期 6年内，每年 1次“小考核”，6

年1次“大考核”，并把每年的“小考核”作为大考核

的参考依据，最后将 6年“大考核”成绩作为长期续

聘的重要依据，与美国大学“终身制轨道”和“非升

即走”制度相比，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激发和释放科技

人才红利的比较优势。

实行鼓励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的薪酬体系。为统

筹考虑推进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实现“四链融合”，

建立了学术、科研和转化并用的生态文化，在考核晋

升上把专利转化、孵化企业、承担企业横向项目等指

标作为重要评价要素。对教师每年仅发放9个月工资，

鼓励教师利用寒暑假“自由”行动，有 3个月的时间

与企业开展合作。对教师从企业获得的经费进行“高

看一眼、厚爱三分”，且转化收益中个人分配占比可

以达到70％。这种转化生态氛围将激励教师自觉围绕

科技创新“从 0 到 1”“从 1 到 10”贯通下去，实现

“顶天创新、立地孵化”，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与产

业的深度融合。

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人才引进与评估机制。在高

层次人才引进上，秉承“全球揽才、人才强校”的发

展理念，为确保评估的公正性和国际性，深圳理工遵

循国际标准，采用国际评价体系，要求候选人提交包

括推荐信等材料，并且需在评审流程中经过国内外评

委专家评审，邀请若干位跟此人在相同或相近领域的

专家对其研究工作加以评判，对候选人的工作能力、

学术水平、科研能力、产业贡献、荣誉奖项、国际影

响力及未来发展潜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估，不仅关

注候选人的当前成就，更注重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对

学校整体的贡献。

允许各二级学院享有相对独立的用人和财务自主

权。为了进一步增强各二级学院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深圳理工赋予各学院院长相对独立的用人与财务自主

权，允许各学院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和学科特点，制

定更加灵活和高效的人事和财务管理制度。学校将岗

位设置权、公开招聘权、薪酬分配权及人员调配权等

下放至各学院，各学院可以根据自身学科发展和教学

科研的实际需要，自主招聘和引进优秀人才，灵活设

置岗位，制定薪酬标准等。在财务管理方面，各学院

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合理的预算和财务计划，自主管

理和使用经费，以支持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及改善

办学条件等多方面的发展。

建立独立的书院辅导师岗位级别晋升管理体系。

学校书院辅导师原则上实行合同制聘用，由低到高设

置见习辅导师、初级辅导师、中级辅导师、高级辅导

师和特级辅导师 5个岗位，其定级、晋级、晋岗一般

采取个人申请、书院辅导师级别评定委员会审议、学

校校长批准的方式进行，确保对辅导师评价全面、客

观、公正。通过设置 5个岗位级别，为书院辅导师提

供了清晰、有序的职业发展路径，既可让辅导师感受

到学校对其职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同时也有助于辅

导师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

能，为提高教育质量和学生辅导水平投入更多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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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一个方向、建一个学院、成一流学科、
强一片产业

深圳理工在探索实践“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

办学路径上，坚持选一个方向、建一个学院就要成一

流学科、强一片产业，学科建设重在优势特色、不求

全但求强，着力在交叉细分方向上集聚拳头力量，开

展建制化的科学研究，在针尖前沿领域积聚力量参与

国际竞争。

3.1 开展建制化科学研究

大学开展目标驱动式的建制化科学研究是当前高

等教育和科研领域的重要趋势。深圳理工天然自带中

国科学院开展建制化科学研究的优良传统，目前首批

设立的 7个专业学院，学科方向均聚焦于前沿科技领

域，目标就是要探索人类认知边界、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开展目标驱动式的建制化科学研究，即建立稳定

的科研资源投入机制，明确科研目标，组建跨学科、

跨领域的建制化科研团队，确保科研项目攻关的长期

稳定性，避免事随人走、因人定事，防止人员变动而

导致科研项目中断或者改变方向。例如，深圳理工合

成生物学院致力于通过理性设计和创建新生物系统，

探索生命机制，催生下一代生物技术；另外在生命健

康、脑科学、碳中和、粮食安全、算力微电子、先进

材料等前沿领域，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均

明确了科研目标和方向，旨在服务于国家在相关领域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2 无理无工、学科交叉建专业

在当前科学与技术大爆发的阶段，学科交叉成为

各国竞争的焦点，在合成生物、算力微电子、脑科学

等领域国际间的竞争角逐尤为激烈，交叉领域的突破

不仅关系基础学科的进步，更直接影响到未来产业的

技术发展路径。长期以来，我国理工类院校的学科设

置主要遵循传统学科的划分，导致在交叉学科领域存

在空白，难以满足国家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传

统大学由于自身发展惯性及历史沉淀，在面对快速变

化的产业环境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4]。在我国正处于

从工业化后期向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转型的关键时

期，学科交叉布局前沿学科，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

展、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理工作为一所理工性质的大学，基于时代挑

战与需求、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融合创新等多方面因

素的考虑，选择不单独设置理学院 （部） 和工学院

（部），而是采取学科交叉建专业的方式，打破传统的

学科界限和壁垒，推进理与工的融合交叉，旨在培养

具有跨学科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另外，为了更好

地促进学科交叉建专业，深圳理工图书馆陈列方式与

传统图书馆不同，而是采取“一架双科”，把不同学

科、不同领域的书放到同一书架上，有助于老师和学

生徜徉其间时，脑海中可以闪出更多创新的火花；在

教师办公点位设置上，不给各学院设固定的办公大

楼，而是按照模块由 25 位老师组成一个教学科研单

元，配备相应的实验室、办公室、会议室，实现不同

学院、不同专业的老师可以交叉组合；在学生宿舍安

排上，采取不同专业的学生交叉居住，实现同一间宿

舍里有来自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学生，让不同专业

背景的学生交流碰撞思想[5,6]。

3.3 构建科教产贯通融合的创新生态

随着科技革命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教育

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之间的内在联系日益紧

密，“四链融合”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也是塑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科教

融汇、产教融合作为实现“四链融合”的重要途径和

手段，“四链融合”则是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的高级

形态和最终目标。深圳理工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的人才、科

研、产业等资源基础孕育建设，从开始筹备建设就自

带内生驱动“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天然基因。

（1）“科教融汇”方面。深圳理工与深圳先进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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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院校”科教合作，深圳先进院可充分依托深圳理

工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政策、人才、学生及后勤配

套等方面所具有的资源优势，着力聚集一流人才队伍

和科研力量，重点开展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产出一流创新成果，实现

科教协同创新。深圳理工充分依托深圳先进院一流的

科教优势资源，进行高起点、高水平、高标准、高质

量建设，努力做强一流学科、建设一流专业、培养一

流人才，实现科教协同育人。在科学研究上，双方可

共同或各自独立申请国家、省部、地市级各类科研平

台、载体建设，在约定主持单位、论文署名、经费分

配和成果归属等事宜的基础上合作承担重大科研任

务；在科教育人上，深圳先进院通过联合培养等形

式，借助深圳理工的学生资源补充科研力量，在开展

“有故事”的教学和“有价值”的科研过程中，共同

培养实战型拔尖创新人才。

（2）“产教融合”方面。“四位一体”协同推进教

育、科技、人才和产业，学科设置充分考虑产业需

求、科研攻关全面对接企业需求，把产业链对教育

链、创新链、人才链提出的新要求作为布局新方向的

动力，产业链上缺什么就去建设什么学科、培养什么

人才。在学科对接支撑产业上，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

要求和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设置学科设置，深入对

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深圳市“20+8”产业体系③，

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创新实行“学术-工程-创业”

三轨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提升学科与产业的契合度。

在科研对接支撑产业上，坚持科学与产业一体设计、

一体推进，持续深化探索运用“0—1—10—∞”的

“蝴蝶模式”[7]，跨界整合创新创业，设立“楼上创新

楼下创业”新型孵化器形态，积极组织承担横向项

目，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合力攻关产业链与创新

链紧密结合的创新项目，有力表现出“建一个学院、

成一流学科、强一片产业”的办学效能。

4 “以本为本”“三院一体”育人才

在“三院一体”模式中，学院专注于教学，研究

院专注于科研，书院专注于素质教育，这种相对独立

的设计使得各系统能够更加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任务，

推动教学、科研和素质教育的专业化发展。

4.1 建立全方位的协同育人机制

深圳理工在人才培养方面，坚持“以本为本”对

本科生进行精英式培养，建立“学院+研究院+书院”

协同育人模式，形成了“文化素养、关键能力、知识

体系”的三维人才培养体系。学院负责开展以学科知

识为核心的专业教育，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研究院以一流的科研平台和强大的产业资源，为学生

提供科研实践及创业实践机会，让学生在亲身参与科

研和创业项目中培养科学思维和商业思维；书院负责

开展通识教育和社群教育，打破学科界限，通过不同

特色的书院活动，培养学生在人际交往、团队合作、

领导力等方面的素养和个性[8]。通过“三院一体”实

现在开展“有故事”的教学、“有价值”的科研和

“有素养”的引导过程中，着力培养“修德正身、知

行合一”且具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4.2 建立“分轨培养”教学体系

作为深圳理工的一大特色，“小而精”培养重在

以本为本、不求多但求精，开展精英化本科教育。在

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尤其是在传统“985”高校，

由于学生数量多、科研实践基地建设投入大、学校自

身现有实验室承载容纳能力较弱等原因，本科生全员

“4+1”教学（每周4天上课+1天科研实践）几乎难以

实现。深圳理工充分发挥“小而精”的小规模优势，

③ 2022年6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内容涵

盖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细分领域和8个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简称“20+8”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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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依托深圳先进院雄厚的科教、产教资源，可有效

链接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行业头部企业，既解决了

“本科生进实验室”在很多大学难以落到实处的问题，

也实现了学术轨、工程轨、创业轨的“三轨”培养，

可为学生配置学术专业导师、工程型专业导师、创业

型专业导师。深圳理工为支持学生个性化发展，在教

学安排上实行分轨培养，具体包括：每周 4天上课+1

天科研实践，在校期间 3年课程学习+1年实习/实训；

大一开展通识教育，并在 3类实验室轮转受训，大二

根据兴趣爱好确定专业，大三可自主选择“学术轨、

工程轨、创业轨”分轨培养，大四开展科研实践、产

业实习、创新创业等，通过营造一种宽松、创新的环

境和氛围，激发优秀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和创新企业

家型的各类人才能“悟”出来、“长”出来[8]，力争能

因材施教培养出实战型的拔尖创新人才。

4.3 通过书院培养全人格人才

由于受历史上科举制度及目前应试教育思想的影

响，学生升学竞争压力大、教育内卷化现象仍然存

在，不少学生进入大学仍不能找准自我定位，缺乏对

成长需求的正确认知，求知学习后劲动力不足。特别

是随着当前就业形势不乐观，出现了本科学历就业

难、需要继续“卷”考公务员、上研究生“唯分数

论”等现象。对此如何克服基础教育阶段的不利影

响，帮助大学生走出应试教育的“后遗症”，培养具

备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终身学习者

是高等教育需要解决的难题[9]。深圳理工为解决这一

难题引入书院制，把书院作为学生成长的大家庭，建

设一站式学习、生活和文化社区，通过体验式、互动

式的各类活动项目，着力塑造学生兼具家国情怀、服

务社会、自我探讨、批评思维、文化修养、人际关

系、心理健康、身体素质“八大能力”，引导学生转

变学习观念，而非单一追求分数。学生毕业时将拥有

两张成绩单，其中专业学分成绩单反映学业课程学习

情况，素质教育成绩单体现学生在“八大能力”上的

进步程度，旨在鼓励学生做“大写的人”[6]，树立长

远目标、敢于冒险，重在掌握获取新知识能力和创造

创新能力。

5 建设一流的软环境

一流的大学建设不仅需要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资

源，更需要塑造一流卓越的软环境。借鉴全球顶尖大

学的办学经验，新型研究型大学应着力构建专业化管

理团队，培育开放包容创新的文化氛围，践行本地化

与国际化并重的发展策略，拓宽办学资源筹措渠道，

以迅速提升学校的整体实力与国际地位，为加速迈向

世界一流、确保持续高质量发展打下牢固基础。

5.1 建立专业化的管理队伍

深圳理工在管理上形成了“七分服务、三分管

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服务在管理之前”的文化理

念。专业化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关的专业背景和技能，

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进行学校管理，快

速响应学校发展需求，高效完成各项管理任务。实行

员额制管理，全员聘用、不定编制，管理队伍“去行

政化”，摆脱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以实绩为导向，

专注于履行管理服务职责。在考核评价方面，对不同

岗位类别、不同工作性质的人员实行分类的差别化评

价考核制度，管理和支撑岗位的员工以用户评价为

主，侧重于对其业务知识、服务水平、综合能力等维

度进行考核，实行多维度评价[10]。按照员工的层级进

行分级评价，学校部门（单元）负责人在学校层面进

行考核评价；对于部门（单元）层级的员工，建立学

校层面宏观把控、部门（单元）自主评价的机制。学

校下设二级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考核

方案，各二级单位对本单位的初级员工进行考核，各

二级单位的中层员工参加其二级单位层级的考核评

价，各二级单位的领导则参加学校层级的考核评价，

在考核中既体现纵向的分层分级，又有横向的比较对

比。同时，根据不同岗位对知识、能力和产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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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制定评价标准，设立末位淘汰制度，实现管理人

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持续激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和创造力。

5.2 建设开放包容创新的大学文化

当前科技进步正在带动人类社会迅速发展，大学

在聚力变动的时代应当保持开放、包容、创新的姿

态，紧跟时代潮流并勇于引领潮流。深圳理工在建设

发展中始终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态度，不断拓宽国

际视野，积极吸收新思想新理念、运用新技术和新方

法，打破传统壁垒，开设跨学科课程，促进不同领域

知识的融合与创新，以培养具有多元化知识和技能的

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尊重并包容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文

化背景，营造一个多元、平等、尊重的学术环境，容

纳不同背景、观点和文化的学生与教师，支持多样化

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探讨，鼓励师生进行独立思考和树

立批判性思维，敢于质疑和挑战现有知识和权威。敏

锐捕捉科技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趋势，动态调整学科布

局和研究方向以适应时代需求，支持前沿技术和基础

研究的探索创新，鼓励师生参与创业和科技成果转

化，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实际的新质生产力。

5.3 兼顾本地化与国际化的发展策略

兼顾本地化与国际化的发展策略是当前高等教育

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这种策略旨在将大学的发展与

本地经济、文化需求相结合，同时融入国际化元素，

提升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例如，德国洪堡大

学、MIT等世界顶尖大学均是积极融入地方文化、利

用地方资源、服务地方发展，并与世界各地的知名大

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成功地将本地

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目前，深圳理工在本地化策略

上，坚持融城融湾，积极融入深圳、依靠深圳、服务

深圳、贡献深圳，建立与深圳共生共荣共兴共成长、

互促互进的校地关系，首批建设的七大学科交叉专业

学院均与深圳市“20+8”产业体系紧密关联。在国际

化策略上，设立国际化课程体系，招收和培养来自全

球的留学生，不断开拓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

紧密合作，下一步拟在香港设立国际校区；同时通过

面向全球引进高水平师资，利用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为

学校带来国际化的教学理念和学术资源，加速推进学

校国际化进程。

5.4 多渠道筹措办学资源

学校坚持政民合作共建、增强造血能力，建立多

渠道筹措的经费投入机制。在财政提供基本支持的条

件下，广泛引进社会资金参与办学，形成“政府投

入、社会支持、自己造血”的叠加效应，实现政府、

社会和学校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共赢发展。在社会参与

方面，通过开展社会服务、承担企业横向项目、科研

成果转移转化等方式，提高自身造血能力，丰富办学

经费来源，未来将逐步降低对财政固定投入的依赖。

同时，通过成立大学基金会鼓励社会各界人士通过捐

赠、设立奖学金等方式，为学校的发展贡献力量；目

前，大学基金会累计获得超过50家机构、超百人捐赠

支持，获得捐赠资金超亿元。

6 应用新技术建设国际化智慧校园

当前，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工具大大促进了大学

资源的共享、校园管理的优化及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新型研

究型大学建设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校园提供了

大好机遇。

6.1 打造多语言支持的国际化环境

深圳理工在把英文纳入日常工作语言、实施英文

授课的基础上，正在积极建设多语言服务支持的智能

翻译体系。构建的多语言教学平台不仅限于英语这一

国际通用语言，还包括如希腊语、俄语、西班牙语等

其他重要国际语言，可以实现授课人用母语讲课、学

生用母语听课，其将极大地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使得

不同语言背景的师生能够无障碍地进行沟通和学习。

另外，也将为学校根据学科建设和国际化战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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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相关学科的国外著名一流大师用母语进行授课提

供技术支持，将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学校的国际化教学

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与国际顶尖学者交流的机会。

6.2 用科技赋能校园开放管理

深圳理工既是一座“大学校园”，也是一座“社

区公园”，在校园设计上为了实现“城校共融”，将室

内体育馆、户外体育场、图书馆、国际交流中心等公

共设施建在了邻近城市主干道的一侧，实现校园与社

区、城市的资源共享；同时，上述公共设施以校园人

工湖为界，形成了动静两个整体区域，既保证了公共

空间的使用不影响大学的教学科研，又为市民共享校

园设施和资源提供了最大便利[11]。为解决校园开放带

来的管理问题，学校通过建设先进的智能安防系统，

并与社区管理、公安部门联动，可通过人脸识别技术

精准识别进出校园的人员身份，前置预测风险，提前

采取防范措施，有效防止不良事件的发生。同时，通

过利用环境的全面感知、信息的互联互通，将信息系

统与物理空间有机衔接，实现开放校园的智能化服

务、智能化管理、智能化互动。

6.3 建设国际化网络课程

借鉴国内外高校国际化“开放课程”模式，深圳

理工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建设国际化网络课

程。将国外优质网络课程引进来，吸收整合全球范围

内的优质教育资源为我所用，既可以作为课件供教师

授课参考，也可以供学生作为补充课程拓展知识。在

网络课程走出去上，深圳理工将充分发挥“学科交

叉”建专业、“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办大学的优势

特点，致力于打造一批在交叉细分方向、针尖前沿领

域、贯穿产学研用的精品课程。充分利用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课程的互动性

和趣味性，让课程触达全球的学习者，实现教育资源

的最大化效益。同时，建设国际化学分制网络课程，

允许国内外学习者通过购买或捐赠方式获取听课资格

或其他学习资源和服务，既为全球学习者提供更多元

化、高质量的学习机会和途径，又为学校办学增加多

元化的资金来源。

7 结语

展望未来，深圳理工作为教育部按照新标准首批

设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将会持续深化探索“科教融

汇、产教融合”办大学、学科交叉建专业，以及学

院、研究院、书院“三院一体”育人才的办学特色。

紧紧围绕“国家所需、地方所要、自身所能”，持续

在加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拔尖人才培养、提高

成果转化效能上不断探索创新，努力打造新型研究型

大学的样板标杆，搅动高等教育的“一池春水”，示

范带动国内传统高校向新型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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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ing the new mission and challenges of innovative 

educ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deepening “integration of four chains”: 

Converg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build Shenzhen University of Advanced Technology

FAN Jianping

（Shenzhen University of Advanced Technology, Shenzhen 51810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Four Chains”,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education, and industry” 

serves as a bridge and link between the education chain, innovation chain, talent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breaking down the 

traditional barriers between research, education, and industry. This enables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facilitating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to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making talent 

cultivation more aligned with industrial needs. Shenzhen University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s a new type of research university 

nurtured by Shenzhen Institut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SIAT), focuses on creating an ecological closed loop with an integrated 

design of the education chain, innovation chain, talent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It has explored and established a unique educational 

approach featuring “running a universit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building 

interdisciplinary majors, and nurturing talen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academies into one’ ”. The university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selecting a direction and establishing an academy that aims to become a first-class discipline, produce first-class 

achievements, cultivate first-class talents, and strengthen a section of the industry. It strives to concentrate its efforts on specific 

directions, and in the forefront of cutting-edge fields, focusing on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Keywords novel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y,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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