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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型高校是一个层次、类别、水平多样的高等教育机构群体。很多高校建设和发展的既定目

标在于应用型高校。历史地看，这类高校的建立和发展为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再到

普及化奠定了组织制度基础。它存在的逻辑和办学组织机制有其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实用、实

际和实践上，其办学体系一般包括应用性学科专业、“双师型”师资队伍、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

应用导向的功能平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等五个方面，但不同的时空环境对应用型高校办学的

需要是不同的，由此也塑造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品性。应用型高校建设不能一刀切，应当一校一

案，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和需要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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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应用型高校是中央和很多地方政府高等教

育发展政策的既定目标，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相关

政策中将所属高校发展目标设定为“应用基础型”

“应用开发型”“应用技术型”“应用技能型”等。为

此，很多高校将自身发展目标锁定在应用型上。但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对于应用型高校究竟是一种高

校类型，还是一种办学模式，甚或是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的一种形态，却少有清晰的思考。毫无疑问，20
世纪以来，注重应用，加强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力，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潮流，厘清应用型

高校发展的来龙去脉，明确其办学理念与建设路径，

对促进应用型高校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应用型高校的产生与发展

高校为了培养人而存在。世界上原本没有应用

型高校，最初的高校都是综合型大学，以传授普通知

识为目的［1］，以培养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为宗旨。这正

是 19世纪英国红衣大主教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大学理想之所在。有人把 18世纪后期法

国出现的大学校（Grande école）看作应用型高校的肇

始，果如是，应用型高校发展已有 230多年的历史。

应该说，应用型高校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科学技术

应用于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催生了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高校，但它的产生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多国

家都经历了一个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的过程。

要理解应用型高校，有两个要点不能忽视：一是以开

办应用性学科专业为主；二是知识活动或知识生产

活动的目的主要在于应用和服务。所以，在科学技

术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之后，在世界各

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应用型高校都是主体部分。

（一）欧美国家应用型高校的发展

应用型高校最初主要是为工农业生产培养技术

人才。在中外历史上，直到 19世纪中后期以前，工农

业生产的从业者还不需要多少文化，不需要接受多

少教育，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主要使命在于文化传

承。因此，应用型高校也就没有产生的社会土壤。

在欧美国家，应用型高校的产生主要有两大诱因：一

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生产，它催生了社会的产

业大军，工厂企业从业人员需要掌握工业生产技术

和设施装备的操作技术；二是农业生产机械的大规

模应用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农业产业的从业

者也需要掌握农业机械技术和农业科学技术。从这

个意义上说，应用型高校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早期的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并没有建立起直接

的联系。18世纪中期欧洲工业革命爆发后，工农业

生产并没有对高等教育提出太多新的需要，零星的

需求催生了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办。如普鲁士王

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理念与建设路径

别敦荣

1



2022年第4期 中国高教研究

国 1770年在柏林创立了皇家采矿学院（Royal Mining
Academy），1799 年 创 办 了 皇 家 建 筑 学 院（Royal
Building Academy），1821年又建立了皇家商学院

（Royal Trade Academy），后来三校合并成立皇家柏林

工业高等学院（Koenigli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zu
Berlin），即今日之柏林工业大学的前身［2］。这应是德

国最早的应用型高校。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机器

大生产对技术人员、产业发展对专业人员的需要得

到了很大的激发，发展新型高等教育成为社会一时

之需，但新型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顺利。英国伦敦

大学学院的创办就是新旧两种势力博弈的结果，新

势力属意创办一所适应经济产业发展需要、不同于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新大学，但旧势力更希望延

续古典大学的精神和模式。两大势力博弈延缓了伦

敦大学的创办，但没有使伦敦大学走上古典大学的

老路［3］。这所新型高校首次开办了经济学、地理学、

建筑学、化学、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以及土木工程学

教育，这些都超出了古典大学教育的范畴，使高等教

育打上了现代和应用的标记。

应用型高校的第一次大规模发展出现在 19世纪

中后期。美国赠地学院的创办是新型高等教育发展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1862年，为支持各州发展

新型高等教育，美国国会颁布《莫雷尔法案》，拨给各

州联邦土地用于举办、资助开办有关农业和机械技

术方面的教育，培养农业和农业机械方面所急需的

人才。到 19世纪末，赠地学院发展到 69所。政府大

规模地资助高等教育发展在当时世所罕见，它使得

美国现代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开始形成［4］。与美国此

前所创办的其他高校相比，赠地学院是一种新型高

校，从办学理念到办学模式表现出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特点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般而言，在国际上，应用型高校发展的黄金时

期是 20世纪后半期。二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发展应

用型高校有两个基本动力：一是被二战破坏的欧洲

几乎所有国家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市政和经济的恢复

建设，各种经济和民生设施建设需要源源不断的各

类建设人才；二是二战结束以后，军事技术的民用化

孵化了众多新兴产业，社会生产能力得到了巨大的

释放，应用型人才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这就为

应用型高校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为高等教育从精

英化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奠定了最牢固的社会基

础。所以，20世纪中期以后，大批新型高等教育机构

创办起来了，尤其是理工类、科技类高校和职业类高

校得到了广泛的建立，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发生了重要改变。总体表现是应用型高校的形式越

来越多样化，不同层次、水平、类型的应用型高校得

到了充分的发展。不仅如此，传统大学也毫无例外

地加强了应用性办学导向，增设了应用性学科专业，

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整体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

实需要。

（二）我国应用型高校的发展

我国应用型高校发展与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滥

觞一脉相承。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兴起于清朝末年，

在京师大学堂等综合型大学创立和发展的同时，应

用型高校也建立起来了，以满足新兴产业和行业发

展对高级专业人才的需要。如中国矿业大学和北京

协和医学院等应用型高校先后得到开办［5］。但总体

上看，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应用型高校还处

于初步发展阶段，数量少，作用有限。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院系调整中，新建了一大批直接服务于各行

各业的专门学院，而且全国高校普遍学习苏联经验

进行教学改革，建立了专业教育模式，专门学院+专
业教育模式构成了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与此

同时，专业教育模式+行业部门办学体制塑造了应用

型高校的办学价值导向，即专业对口、学以致用。应

用型高校建设缓解了当时国家专业人才短缺的矛

盾，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历史地看，我国应用型高校发展并不顺利。在

政治运动频繁时期，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受到冲击，应

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难以实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

后，高等教育秩序逐步得到恢复，高校专业教育模式

得以延续，但高校办学的主要任务除了人才培养，还

有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经济体制和企业生产要求

与以往有了不同，高校与企业的关系已经不是深度

融入的关系。高校开展学科建设的目的往往主要在

于发展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办学与企业的联系

逐渐淡化。世纪之交的行业部门办学体制改革更使

企业与高校之间原有的联系从体制上断裂了，脱钩

后的校企之间变成了协约关系，市场成为双方联系

的纽带［6］。应用型高校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

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走上了大众化和普

及化发展道路，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受众群体越来越

多样化；新建高校越来越多，既有本科高校又有高职

院校。不论是较早创办的还是新建的，各类高校都

表现出应用性是短板的问题。21世纪初期开始，部

分新建本科高校在人才培养上探索打造应用性办学

特色，追求培养应用型人才，提出了应用型本科的概

念［7］。这可以看作是我国建设应用型高校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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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所说的应用型高校与前述应用型高校已

有所不同。近年来，建设应用型高校更成为中央政

府的政策主题，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提出了“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

转变”的发展要求［8］。各地将应用型高校建设纳入政

府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制定了应用型高校建设的计

划，提出了应用型高校建设要求。如山东省教育厅、

财政厅发布《关于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指导

意见》，分两批公布入选支持单位名单，共 36所高校

获得山东省财政支持建设资金［9］。政府强力介入，为

应用型高校建设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外部动力。

（三）应用型高校的特点

历史地看，应用型高校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为满

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而建

立的一类新型高等教育机构。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

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行业部门对技术人才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应用型高校数量不断增

加，类型和层次也越来越多样化。在大众化和普及

化发展的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往往成为国家高等教

育的主力军。由于应用型高校是为了满足社会实际

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它存在的逻辑和办学组织机制

具有特殊性，集中体现在三“实”上。

1. 办学目的的实用性。不论中外，最初创建应

用型高校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弥补传统（古典）大学

的不足，为社会产业发展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就人

才培养而言，从 19世纪后期开始，尤其是 20世纪以

来，传统大学也越来越重视培养社会产业部门发展

所需要的高级专业人才，这就导致两类大学原有的

鸿沟越来越小，共性不断增强。即便如此，应用型高

校办学目的的实用性仍是其区别于其他类型高校的

主要特点之一。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目的，无论是人

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都以实用为准则。实用目的

主要表现在：一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满足社会职业对

专业人才的需要；二是满足社会实际生产需要，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实用目的的发扬光大决定了应

用型高校的办学功能，渲染了学校文化新内涵，尤其

是令人才培养的德化教育打上了职业和应用的

烙印。

2.办学面向的实际性。应用型高校直接面向社

会现实需求办学，为各行各业培养“适销对路”的专

业人才，提供能解决装备和技术工艺问题的科研服

务。凡是校名中有行业部门字样的高校一般都可以

认定为应用型高校，如校名中有石油、化工、航空、交

通、建筑、农业、医药等名称的，可以归入应用型高校

之列；一些在校名中没有行业部门标志，但具有通用

的生产和技术应用导向，如含有工业、科技、理工、工

程、技术、职业等字样的，也可以归入应用型高校。

还有些高校虽然校名中没有标志其应用型导向的文

字，但在其办学宗旨和发展愿景中包含了面向行业

部门实际办学，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可

以归入应用型高校。这些高校办学的针对性强，实

际效果往往也比较明显。

3.办学过程的实践性。应用型高校对实践性的

要求更高，在办学过程中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构建实践导向的办学体系，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学

生实践能力培养，积极鼓励教师参与企事业单位技

术研发和工艺更新改造，以达到更直接、更有效地服

务各行各业需要的实用性办学目的。在人才培养

上，重视开设专业实践课程，加强实验实习和工程训

练，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完善毕业设计环节。此外，

应用型高校还特别重视建立实践基地，加强校企合

作，深化产教融合，建立健全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和

体系；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上，采取各种途径直接

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和工艺升级改造，为事业单位提

供思想和智力咨询服务，创建产业园或科技园，成为

科技产业发展的孵化基地，发展政产学研合作办学

关系，从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技术创新

源泉。

应用型高校的“三实”特点体现在办学的各方

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应用型高校办学只能有“应用”，

不能有其他办学内容和形式。在这一点上，有些高

校在建设应用型高校的探索中陷入了认识误区，包

括：应用型高校只能培养应用型人才、只能开展应用

性科研，不能培养学术型人才，不能开展学术性研

究；应用型高校只能开办应用性学科专业，不能开办

基础学科专业；应用型高校只能服务行业或地方，不

能服务更广泛的社会需求，不能以服务人类和普世

的文化科学技术进步为目的，等等。如果不转变这

些认识观念，树立正确的办学观，可能误导学校办学

和发展方向，甚至制约学校发展后劲和潜力，影响学

校向高水平发展。

二、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理念

理念是高校办学的精神皈依，是对办一所什么

样的高校、为什么要办这样的高校以及如何办好这

样的高校的基本主张和认识［10］。更具体地讲，高校

的核心办学理念是办学的目的观、内容观和方法论

的集合。办学理念的明确和坚守与高校领导关系密

切，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个人的观念和主张就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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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学校办学理念。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某些领

导对高校办学理念的影响。事实上，领导的敏锐感

知和远见卓识对学校办学理念的明确和遵循有重要

作用。

（一）应用型高校办学的目的观

目的观是办学理念的核心。为什么要办应用型

高校？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每一所应用型高

校的创办都有其直接的目的和动因。应用型高校是

一个数量庞大、复杂多样的群体。就层次而言，包括

了实施短期证书教育、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教育的高

校；就类别而言，包括培养各类开发和制造工程师的

高校，以及培养生产和设备操控、维修保养技术人员

的高校。概而言之，区别于其他类型高校，应用型高

校主要有两大办学目的。

1.服务人的职业发展需要。应用型高校直接针

对现代职业开展专业或职业教育，为现代社会各类

职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以提高从业者的专业素质，

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生产专业化、提高生产水平的目

的。采矿和矿冶、建筑工程、临床医疗、国防军事等

产业和行业最早产生了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所

以，最早的应用型高校主要与这些产业和行业相关。

后来机械、电器、电子等工程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得

到广泛应用，应用型高校的类别不断增加，培养的专

业技术人才种类越来越多；第三产业的专业化、科技

化导致从业人员大规模增长，为满足这些产业对专

业技术人才的需要，与之相关的应用型高校建设成

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催化剂。在高新

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层次

和类别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社会职业对不同层次

和类别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应用型高校的层次和

类别不断多样化，不仅体系越来越庞大，而且人才培

养模式越来越复杂多样，既有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专

业教育，又有学制较短的专科和高职教育。

职业是人谋生的路径，是人实现生命和生活意

义的重要基础，职业发展对人的发展、人的生命和生

活意义有重要影响。应用型高校怎么重视人的职业

发展都不为过。但人的生命和生活意义不只在职

业，职业发展只是人的发展的一部分。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是所有高校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用型高校不

能忽视、更不能无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必须处理好职

业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应用型高校应当牢固树

立服务学生职业发展的办学理念，将职业发展置于

突出地位，建立健全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能力的教

育教学体系；与此同时，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将学

生人格养成和心智完善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搭建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立交桥，将学生职业发展融入

全面发展，从而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服务现实社会生产需要。高校与社会生产之

间关系的建立和加深孵化了应用型高校。传统大学

的“象牙塔”办学模式使其与社会生产格格不入。应

用型高校将现实的社会生产需要与办学结合起来，

确立了服务现实社会生产需要的办学目的观。应用

型高校非但不菲薄现实社会生产需要，而且将其奉

为办学的准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以

现实社会生产需要为转移，拉近了高等教育与现实

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使高等教育变得更亲近普通

民众。

为服务现实社会生产需要，应用型高校不仅成

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摇篮，而且成为促进现实社

会生产发展的动力源。在科技进步及其应用的推动

下，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为现代科技所改造，到今天

几乎所有行业都离不开应用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办

学离不开应用性知识，所以，它非常重视设置和发展

应用性学科专业，建立应用性学科专业发展平台，为

传承和创新应用性知识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它并

不排斥基础学科专业，相反还会根据所开办的应用

性学科专业发展和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

需要，选择开办和发展必要的基础学科专业，以便更

有效地实现其应用性功能。

（二）应用型高校办学的内容观

办一所什么样的应用型高校，即在具体时空背

景下如何将应用型高校办学目的观付诸实际？应用

型高校的根本之处在于其办学内容具有鲜明的特

色，特色化的内容使其能达成不同于其他类型高校

的办学目的。所以，关于应用型高校办学内容的认

识是其办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型高校的办

学内容有共性，这是他们作为同类事物存在的根源。

与此同时，每一所应用型高校又有自身个性化的办

学内容，这是其得以独立存在的理由。这就是说，应

用型高校不是用模具翻制出来的一个刻板类型，而

是在具体时空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富有自身生命活力

的有机社会组织。

1.群性的内容。应用型高校具有“家族相似性”

特征，即群性，具体体现在办学基本要素的构成及办

学要求上。根据系统论原理，结构决定功能，学校有

什么样的构成要素和结构，它就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达成什么样的办学目的。应用型高校要实现办学的

两大目的，其办学体系一般包括以下五个方面：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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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学科专业。应用性学科专业是应用型高校发挥

实用功能的基础。应用型高校开办的应用性学科专

业数量多，办学规模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

服务等功能主要在这些学科专业实现，学校的社会

影响也主要产生于这些学科专业。这是学校办学的

主体部分。具体开办哪些应用性学科专业，建立什

么样的学科专业结构，取决于学校实际的办学功能

定位。②“双师型”师资队伍。应用型高校办学的成

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建设一支懂应

用、有实践经验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他们与理论性师

资一道，共同履行实用性办学功能。应用性师资队

伍建设是应用型高校建设的重中之重，又是难点之

所在。③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应用型高校办学需

要建立包括以实现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引的培

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教学质量标准和相关

教育教学组织方式等构成的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

这是应用型高校办学的内核之所在，是他们区别于

其他高校最重要的特征。④应用导向的功能平台。

应用型高校要实现其办学功能，除人才培养模式外，

还需要有知识或技术应用的实验室、研究所（院、中

心、基地）、学科创新中心等教学和科技研发平台的

支持。这是应用型高校办学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⑤校企合作办学机制。校企合作是应用型高校借助

企业事业单位的生产和工作条件，为学生提供的现

场实习训练机会，为教师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提供

技术支持服务创造的优良条件。这是应用型高校提

高办学水平和质量所需要的充分条件。上述五个方

面所构成的办学体系承载了应用型高校的功能。

2. 个性的内容。高校的个性是其专属性，是其

在群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别于其他同类高校的特

性。这种专属性是高校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所形成

的办学风格和精神气质，以及它所发挥的不可替代

的影响力。每一所应用型高校都有其个性，它的形

成不仅与学校所处的时空环境有直接关系，而且与

自身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时空环境对应用型高校个

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特定的功能需求上，不同的时

空环境塑造了学校的品性。应用型高校办学的个性

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地方性。地处中心城

市的应用型高校往往主要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

要；地处城乡接合部或以农村农业为主的地区，应用

型高校办学所面对的主要是初级工业化和与文教、

医疗卫生等有关的基本需要。这就是应用型高校的

地方性，即地方现实的社会生产需要框定学校社会

功能的内涵，决定开办哪些学科专业、培养什么层次

的人才，开展哪些科研，以及提供什么样的社会服

务。如果将地方性与地方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相关联，具体体现在开办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相关的学科专业，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潜

力制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建构服务地方的教学

科研平台和组织体系，以达到为地方服务的办学目

的，那么，地方性就是一所应用型高校的个性。②拓

展性。应用型高校的个性是不断发展的，在学校生

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包括创业期、中兴期和成熟

期［11］，个性都会不断充实内涵，且在与现实的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互动中升华自身的办学内涵和品质，

从而使自身发展水平和层次从较低阶段跃升到较高

阶段，实现发展的蜕变。有的应用型高校在创办初

期主要开展学历和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后来发展到

开展学士学位教育，甚至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校名

也往往由学院更名为大学，以彰显办学的层次和水

平得到了提高。③辐射性。高校的功能具有辐射

性，辐射范围越广，辐射作用越显著，社会影响力越

大。高校实际的功能辐射可以反映其个性。在计划

调配体制下，高校的功能辐射范围只能遵从政府计

划，但在市场体制下，学校功能辐射范围并不完全受

政府计划或指令支配。应用型高校的社会功能不应

局限于本地，可以辐射到周边，还可以辐射到更远的

地方。这不仅有助于应用型高校扩大影响力，更有

助于它从广泛的功能辐射范围获得发展动力，加强

自身办学条件建设，增强办学实力，更好地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

（三）应用型高校办学的方法观

如何办好应用型高校，既是办学策略问题，又是

办学理念问题。这里所说的理念指的是办学的方法

论，即应用型高校办学的总体思路和体制框架设计

理念。应用型高校办学不只是学校自己的事，还与

社会产业行业和政府政策等有密切关系。从这个意

义上说，应用型高校办学的方法观主要有自主观和

协同观，前者立足于对学校作为办学主体的要求，后

者则是对办学的社会环境支持要求。

1.自主观。自主还是依赖，或者兼而有之，是应

用型高校办学的必答题。不论是自力更生办学，还

是等靠要办学，或是取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都对

学校发展有重要影响。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目的观要

求学校办学具有自主性，学校应当利用法律所赋予

的主体地位，树立自主办学观念，坚守自主办学的价

值信念，发展自主办学文化，以此为基础，建立自主

办学运行机制，并根据自身发展愿景，规划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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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推进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与建设。能否自主办学

是应用型高校能否实现高水平办学、高质量发展的

前提。应用型高校要落实办学目的观，需要有与社

会企事业单位开展合作协商的充分权利，只有具备

主体地位，坚持自主办学，才能发展有效的社会合作

办学关系，才能根据现实社会生产需要，制定自身发

展蓝图和建设路线图。

2.协同观。应用型高校办学离不开社会各方的

深度参与。应用型高校应当牢固地树立协同办学

观，根据自身学科和专业办学需要，以产教融合为导

向，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各种措施，不断深化与有

关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办学关系，将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功能牢牢地绑定在合作协同办学机制

上，以达到更好地服务学生职业发展、服务社会生产

现实需要的办学目的。

综上，应用型高校是以实用价值为取向，以服务

学生职业发展和社会现实需要为主要办学目的的高

等教育机构，是以技术应用为核心、实用功能为主导

的办学层次与类型的统一体。这里的技术既包括各

种科学技术和装备技术等硬技术，又包括各种规范、

要求和以硬技术应用为基础的程序、规程等软技术，

具体讲就是既包括应用性理工科知识，又包括应用

性人文社科知识。所以，应用型高校可以开办的学

科专业门类和种类多样，包括了社会各行各业所需

要的理工科和人文社科的应用性学科专业。但这并

不意味着应用型高校只能开办应用性学科专业，它

通常也开办很多基础学科专业。开办基础学科专业

的目的主要有二：其一，为应用性学科专业的大学生

打牢理论功底，为培养德行兼备、全面发展的应用型

人才服务，为应用性研究提供学理支持；其二，丰富

办学内涵，培养基础学科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基

础学科专业发展服务。

三、应用型高校的建设路径

应用型高校建设主要有两类：一类属于从无到

有的建设；一类是为了增强应用性，建设高水平而转

型发展。但无论何种类型，都是以建设高水平应用

型高校为目标，都应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和需要的

路径。

（一）解决办学理念问题

理念问题是办学的宗旨问题、方向问题和准则

问题。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理念没有普遍适用的模式

化的理念。办学的具体时空背景不同，理念亦各有

不同。甚至在应用型高校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理

念也会有所不同。

应用型高校办学理念是对其价值和使命的精准

阐发，是对其未来发展定位和愿景的高度凝练，更是

对办学行为的明确要求。不论是新建还是转型发

展，应用型高校都应根据自身具体的办学时空背景

和未来发展愿景，提出适合自身办学需要的理念，并

以此指导自身发展。应当将群性的目的观、内容观

和方法观与学校具体时空背景和未来发展需要相结

合，生成个性化的办学思想。这样的理念才富有生

命力和感召力，能凝聚师生员工的共识，并为其所遵

循和践行，成为学校发展强有力的指导思想。

（二）解决办学模式问题

办学模式是高校发挥主要功能的基本路径。办

学模式有两类：一是实际模式，即高校在长期的发展

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基本办学路径，从实际办学模式

可以看出学校的办学格局，还可以区分学校类型和

层次水平；二是理论模式，即高校为达成自身办学功

能而设计的办学路径，是对学校各种办学要素和相

关工作之间关系的预设。它更多地表现为学校为实

现办学目标而希望采取的相应路径。因为理论模式

是设计出来的，还没有成为现实，所以，它与实际办

学之间是有距离的。两种模式都是有意义的，前者

可以用于省思和评判学校办学是否走在适切的轨道

上，是否需要调整建设策略；后者则可以作为建设应

用型高校的问题解决方案，为建设工作提供遵循。

解决办学模式问题，不同学校的建设要求是不

同的。对于新建高校和转型发展高校，应当在理论

模式设计上下功夫，以实现实用目的为导向，根据自

身办学的时空背景和发展愿景要求，合理建构各种

办学要素和相关工作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内涵丰

富、适应性强、内外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办学模式。

对于在应用型高校建设上已经取得一定经验的学校

而言，应在实际模式的反思与重构上下功夫，在总结

和归纳实际办学模式的基础上，根据学校办学定位

和发展愿景，全面评估实际办学模式与实用目的之

间的吻合度，深入剖析办学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构理

论模式，明确建设工作的新方向、新要求和新策略，

促进建设工作回归适切的轨道，减少不必要的摸索

和资源消耗，加快建设进程，早日建成应用型高校。

（三）解决运行机制问题

高校运行机制是支持办学功能实现的工作体

系，包括领导管理机制、组织协调机制、资源筹措机

制和支持保障机制等。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对于办学

功能的实现有重要影响。应用型高校的特性决定了

它的办学必须与社会各行各业之间建立内在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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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形成内外结合办学的血肉关系。

应用型高校建设应重视运行机制问题。我国高

校与社会各行业之间长期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关

系。即便是行业性高校，虽然兴起于行业、成长于行

业、服务于行业、建功于行业，与行业之间建立了一

种相互依存的办学关系，同时又在办学历史进程中

积淀形成了一种与行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文

化关系［12］，但在国家行业办学体制改革后，他们也从

与行业企业的有机联系中撤退出来。尽管近年来很

多高校积极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但囿于与行业

企业组织性质的差别，步履艰难，成效并不明显。

应用型高校运行机制的特殊要求是由其实用功

能所决定的。就其内部运行机制而言，应当重视建

立自主办学的运行机制，尤其是二级院系应当拥有

充分的自主办学权利，应使各二级院系办学具有足

够的开放性，能够敏锐及时地捕捉社会职业需求信

息和相关行业事业单位办学需要，并能根据社会需

要变化，调整和改善办学工作，成为能办学、会办学、

办好学的二级单位。就其外部运行机制而言，应当

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学科专业功能范畴，加强与社

会有关行业单位和政府机关之间的协同合作，积极

建构学校、社会和政府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机制，打通

学校与社会、学校与政府、学校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

关系，使社会需求能够通过社会和政府合作运行机

制通达学校，社会和政府相关资源能够为学校所利

用，建立一种网络化的外部运行机制，保证外部环境

有利于学校办学与发展。

（四）解决办学条件问题

办学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除了校园、建筑、

仪器设备等相关条件外，还需要有优秀的师资队伍

和充分的办学经费。不可否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

和普及化发展进程中，高校办学条件总体上得到了

显著改善，新校区建设和实验设施条件建设大幅提

升了办学物质条件的现代化水平。但应当看到，办

学条件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主要原因

在于很多高校办学条件欠账太多，基础较差，投入严

重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应用型高校师资队伍的素

质还不能完全满足办学的需要，专任教师缺乏企事

业单位实践经历和经验，教学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

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薄弱；科研难以解决企事业

单位生产和工作中的现实问题，科研缺乏实际的应

用价值，等等。

解决办学条件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因办学规模

较大带来的实习实践教学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台套件

数不足，大学生实践和动手能力，尤其是与社会职业

胜任力训练难以完全落到实处的问题。为适应信息

科技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生产中应用的要求，还

应当加强虚拟实验和工程训练条件建设，培养大学

生信息和网络技术应用能力。与此同时，应当采取

有力举措解决师资队伍的实践经验和实践能欠缺力

问题。打通与相关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建立进

得去、出得来的合作协同工作机制，一方面，符合教

学要求的企事业单位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能到学校

任教；另一方面，学校中青年教师能够进入企事业单

位顶岗实践锻炼。解决了两大条件问题，应用型高

校建设才有比较充分的保证。

（五）解决办学环境问题

“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13］。

高校的办学环境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自然环

境相比，社会环境不但复杂程度远比自然环境更甚，

一般来讲，影响也更大。总体上看，应用型高校实用

功能的实现更需要环境及时而直接的承载，因此，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更紧密、更深入。

应用型高校建设既要重视办学的自然环境，又

要重视办学的社会环境，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创建

与环境同呼吸、共命运的可持续发展办学生态。很

多高校与环境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飘悬”的状态，并

没有真正与环境融为一体。他们与环境之间缺少实

质性的功能互动联系，非但不能形成环境友好型的

“校—环”关系，而且还形成了自我封闭的办学模式，

久而久之，有的还可能把环境看作是自身办学的拖

累，或者作为自身发展不利的“借口”。还有高校认

为，自己不过是租借了地方一块土地作为校园办学

而已，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

不发挥什么实际作用［14］。这是应用型高校办学的大

忌。建设应用型高校必须使办学落地，深深地扎根

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构筑有利于实用功能发挥

的生态系统。

建设友好型办学环境，应当积极主动作为，根据

学校运行和功能要求，从自然和社会两种环境的不

同特点出发，采取不同的举措顺势而为，建构深度嵌

入、实质互动、可持续发展的校环一体化办学体系。

在自然环境方面，不仅应当建设人文与地理和谐共

生、绿色优美的校园环境，更重要的是，应当结合自

然环境的特点和资源开发利用要求，发展相应的学

科专业，使学校功能发挥自然地嵌入环境中去，达到

扎根自身环境办学的效果；在社会环境方面，应当树

立开放办学思想，积极研究所在地区或区域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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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需要和特点，将学科专业办学与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有机结合，尤其是在社会企事业单位找到办

学功能的承载点，建立双向互动、共同发展的合作办

学机制，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在合作办

学中形成优势特色，从而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不

可替代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将校园文化建设与

社会文化发展结合起来，既要吸收社会文化的精华，

使校园文化具有鲜明的当地社会文化特色，又要发

挥学校文化的辐射引领作用，为社会文化传承、弘扬

和创新发展服务，成为社会文化发展进步的策源地。

（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

授，教育研究院院长，福建厦门 361005；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 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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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ng Ideas and Construction Path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IE Dunrong1,2
（1.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2. 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Applied universities are a group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 various levels, categories and
levels. The established goal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e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istorically,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uc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laid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found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from elite to popularization and then
to universalization. These existing logic and operating organization mechanism have their particularity,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utility, reality and practice. These operating system generally includes five aspects: applied
disciplines,“double qualified” teaching staff, applied talent training mode, application-oriented functional
platform,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so on. However,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environments have different
needs for running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also shape their different qual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not be one size fits all. They should choose a path
suitable for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Key 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perating idea; constru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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