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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与重庆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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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地处“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Y型连接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

位。2016年8月31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与重庆大学签署

谅解备忘录、学生交换协议、3+1+1联合培养协议及物

流合作协议。2018年9月20日，两江新区与新加坡国立

大学正式签署共建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的

战略框架协议，将开展高端研发平台、高新产业孵化

基地和教育培训中心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使得重庆

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刻，借鉴新加坡雄

厚的学术实力和极富创新的教育理念将为重庆的发

展提供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储备。

二、新加坡国立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构建科研集群。1949年为了重振战败后德国的

经济，Fraunhofer-Gesellschaft（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

进协会）在德国慕尼黑成立，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

学研究集群，通过多学科跨领域合作成功地实现了战

后德国经济的快速复苏。

2.创新创业教学体系设置。新加坡国立大学设置

了完备的创新创业教学体系和支援计划，包括浸入式

教学、校企合作制度、创业支援计划以及科研成果转

化机制等，以多维度的帮助学生实现自主创业[１]。

3.跨区域创新创业合作制。自2001年以来新加坡

国立大学开始重新整合学校组织机构，形成了以创业

中心、企业孵化中心、产业联盟办公室以及外海学院

等部门为载体的创新创业体系，并在专业技术授权、

大学衍生公司、校企合作和吸引世界优秀人才等领域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加坡国立大学目前拥有8个海

外分校，专门为学生进行海外创新创业实践提供土

壤，促进了与美国、印度尼西亚、中国的学术与商贸交

流，建立起了跨区域创业生态社群，极大地提高了学

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创业成功的概率。

三、重庆大学高校创新人才培育模式

重庆大学拥有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

工学部、建筑学部、信息学部、医学部等7个学部，作为

重庆地区唯一的985高校，重庆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方面也有着自身的特色与优势。

1.科研带动创新。重庆大学是一所以土木、建筑、

机械、电气见长的理工科综合性高等院校，拥有国家

级科研平台12个，教育部科研平台11个，重庆市科研

平台20个。此外，重庆大学还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7

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入选者

23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0人，“973”

首席科学家4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8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70余人，全国高等学校教

学名师3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31人，“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8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人选24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5人。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3个，教育部创新团队7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2个，国防创新团队1个，重

庆市高校创新团队22个。

2.二专、辅修制。重庆大学设立了二专与辅修制度

使得在校大学生可以跨专业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并

取得相应的证书，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了基本的知

识保障。辅修制度要求学生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进行

选择，开课方式以单开班或跟班修读两种形式。申请

基本条件：主修专业课程成绩平均学分绩点≥2.5。获

得辅修专业培养方案学分≥25学分，同时获得主修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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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毕业证书的，可发给辅修专业证书。获得辅修专业

培养方案学分≥50学分，且跨学科门类，同时获得主

修专业学士学位的，可发给辅修专业证书和双学士学

位证书。

3.外交流学习与联合培养制度。重庆大学与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

流平台与联合培养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1）

本科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学习期限一般为1～2

个学期，其学习形式主要为自主选择相关专业课程插

班听课；（2）参加国（境）外合作院校的寒暑假短期学

习、考察交流或实习（含带薪），或从事短期研究工作；

（3）联合培养项目。“1+2+1”模式，学生在本校修读一、

四年级课程，经申请批准后到国外指定高校修读二、

三年级课程；“2+2”联合模式，学生在本校修读一、二

年年级课程，经申请批准后到国外指定高校修读三、

四年级课程；与国外高校的其他联合培养模式，如

“3+X”“2+X”等。

4.设立创新实践基地。重庆大学于2003年设立了

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并开设了包括“学术创新思维与

高水平科技论文写作”“嵌入式微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开发”“科研创新方法与现代分析测试”以及“数学建

模理论与应用”等创新创业课程。此外，为了实现知识

共享，重庆大学在全校范围内建立开放实验室，并设

立了“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鼓励学生自主创业形成

创新团队。重庆大学还加强校企、校校以及校地合作，

形成了由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构成的完

整的多层次产学研生态群，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社会

实践基地。

四、中新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比较

1.中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分析。首先，在科研

集群的构建方面新加坡国立高校与南洋理工大学均

已建成规模庞大的科研集群，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团

队；重庆大学虽然也拥有大量国家级科研平台，但在

规模与创新水平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科研集群尚未

形成，因此，学术上的创新热情与潜力尚未能完全激

发。其次，新加坡高校在创新创业课程设置方面已形

成了完整的体系，从企业创业的不同阶段分别为学生

提供技术支持与专业指导，并拥有大量的校企合作项

目；在创新创业课程的设置上重庆大学尚未完全形成

体系，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最后，虽然重庆大学开设

了大量的双学位与辅修专业，但与新加坡高校专门开

设双学位专业相比，课程设置方面明显缺乏连贯性与

系统性。而新加坡高校双学位专业所推行的淘汰制使

得学生更有学习的压力与动力，而重庆大学学生选择

双学位与辅修专业学习往往是在进入学校学习一年

以后，没有淘汰制所带来的压力，因此相对比较容易

放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学生面临创新压力时

的心理承受能力。

2.对策与建议。首先，应当适当加大地方与中央财

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无论科研集群的建立与高层次

人才的引进，还是学生奖学金制度的设立和国际合作

交流的顺利展开，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其次，重庆高

校应当结合实际重新设计出完整的创新创业课程体

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有针对性地对在校大学生予

以指导，并设计出内容更丰富的创新创业竞赛活动以

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最后，重庆高校应当进一步增

强与国际跨国企业的合作，建立跨国实习基地，给予

学生更多了解多元文化背景之下跨国企业的运营管

理模式的机会，满足“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创新复合型

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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