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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建校仅２７年，便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从研究型大

学向创业型大学的变革式转型。依据美国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提出的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五要素模型，文

章从领导核心、发展外围、筹措资金、建立创业型学术 组 织、设 立 创 业 文 化 系 统 五 个 方 面 分 析 了 南 洋 理 工 大 学 转 型

的路径，并探讨了其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成功经验，这可以对中国研究型大学转型为创业型大学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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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 识 经 济 时 代 和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背 景

下，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和区域创新的动力源，面
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研究型大学的新模式———
创业型大学正是强调将学术成果转化为能够满足

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产品”，提高经济创新力

和国家竞争力。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是

当前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趋势，其中的路径选择

是转型成功的关键。本文以伯顿·克 拉 克（Ｂｕｒ－
ｔｏｎ　Ｒ．Ｃｌａｒｋ）的五要素 模 型 为 基 础，以 新 加 坡 南

洋 理 工 大 学（Ｎａｎｙａ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为例，从 组 织 转 型 的 视 角 分 析 研 究

型大学如何向创业型大学转型，通过具体分析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路径，总

结其成功经验，并思考我国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

大学转型的路径。

一、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背景

任何一个新型组织的出现都是一定社会背景

的产物。这个新型组织通过优化其组织结构不仅

满足自身内部的发展需要，而且与当时的社会背

景相契 合。而 创 业 型 大 学（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正是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兴起的。２０世纪

下半叶，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经济危机

的侵袭，其紧缩的财政资助迫使一些高等教育机

构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与市场紧密结合开

始创业的尝试。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

的功能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知识不仅满足人们

闲逸 的 好 奇 心，而 且 成 了 具 有 市 场 价 值 的 商 品。
大学作为研究高深知识的机构，如果不推动知识

的商品 化 发 展 就 不 能 满 足 社 会 市 场 的 需 要。因

此，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实现知识商品化对研究型

大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新的机遇。
作为研究型大学的新模式———创业型大学首

先在欧美地 区 应 运 而 生。１９世 纪６０年 代，创 业

型大学模式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出现，之后斯坦

福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也通过组织转型与

变革开始 对 创 业 举 措 进 行 探 索。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欧洲出现了以英国的华威大学（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ｒｗｉｃｋ）、荷兰的特文特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ｅｎｔｅ）、英 国 的 斯 特 拉 斯 克 莱 德 大 学（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ｈｃｌｙｄｅ）、瑞 典 的 恰 尔 莫 斯 科 技 大

学（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以 及 芬

兰的约恩 苏 大 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Ｊｏｅｎｓｕｕ）为 典 型

代表的成功转型为创业型大学的高校，这些大学

面对发展困境，积极寻找摆脱政府控制的组织，试
图以一种冒险精神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地位。美

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认为，这五所

大学的转型都通过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拓宽的发

展外 围、多 元 化 的 资 助 基 地、激 活 的 学 术 心 脏 地

带、整合的创业文化五个发展途径来实现的，并且

这五个途径是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１］。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亚太 地 区 的 一 些 研

究型大学根据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状况也开始向

创业型 大 学 转 型 探 索。以 新 加 坡 南 洋 理 工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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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南大）向创业型大学转型为代表，其建

校至今仅有２７年的历史，学校总体排名便位居世

界三大著名大学排行榜前列。其中，在英国职业

教育与教育 研 究 公 司（Ｑｕａｃｑｕａｒｅｌｌｉ　Ｓｙｍｏｎｄｓ，简

称ＱＳ）发布的２０１８年全球大学排行榜上，南大位

居世界第十一名，亚洲第一名。在全球顶尖年轻

大学（建校未 满５０年）排 行 榜 上，南 大 第 四 次 蝉

联冠军［２］。与早期成功转型的几所创业型大学类

似，南大成功转型为创业型大学的路径依然遵循

了伯顿·克拉克提出的创业型大学转型的五要素

模型。本文以此模型为基础，详细分析南大如何

成功转型为一所举世闻名的创业型大学。

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成功转型

为创业型大学的路径分析

　 （一）巩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根据伯顿·克拉克的五要素模型，创 业 型 大

学转型的 第 一 个 要 素 就 是 具 备 强 有 力 的 领 导 核

心，其运作形式包括中枢管理集 体 和 学 系［３］。创

业型大学的管理模式近乎企业的管理模式。董事

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可以行使公司的一切

权利，在企业组织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

创业型大学的校董会一般由资深企业家、学者以

及政府代表组成，是学校的管理核心，统领学校各

项事务。自治是创业型大学实现独立自主、取得

市场竞争地位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大学要按照

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发展，避免任何外在组织过

多的干涉，确保大学的办学活力；另一方面，享有

真正办学自主权的大学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认清

社会对其“学术产品”的真正需求。鉴于此，南大

不仅具备创新的管理模式，而且也具有自治的学

系体制，这成为南大成功转型为创业型大学的必

要条件。

１．融创新精神于管理核心。南大把校董会作

为强有力的管理核心。校董会主要由资深学者、
杰出企业家和行业翘楚组成。具体而言，校董会

董事由教育部常任秘书长、《联合早报》总编辑、茅
博励太平洋集团高级执行顾问、新加坡政府投资

公司集团首席执行官、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主席、亚
太区首席执行官、托克有限公司、人民协会董事会

成员等代表组成［４］。面对市场新形 势，他 们 能 够

灵活大胆地尝试新思路、努力探索新途径，制定出

提高南大国际声誉的计划。除校董会外，校长也

是学校治理的关键人物。创业型大学的校长不仅

是决策者、执行者而且是总裁，其自身素质、品质

和对时局把握的能力关系到学校的发展进步。南

大自 建 校 以 来，先 后 有 四 位 校 长 总 揽 学 校 事 务。
第一任校长詹道存教授在其任期内扩充院系、加

强学校科研职能，成功将南大从一所教学型大学

转变为研究型大学。第二任校长徐冠林教授努力

将该校改革为自主大学并成立大学校董会，成功

将南大改造成为一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 大 学［５］。
第三任校长安博迪教授重视跨学科研究，致力于

把南大打 造 成 一 所 卓 越 的 环 球 大 学［６］。自２０１１
年担任校长以来，安博迪使南大在２０１８年ＱＳ世

界大学排名中从２０１０年的第７４名跃升到历史新

高的全 球 第１１名，在 亚 洲 大 学 中 位 列 第１名。

２０１７年７月，国际著名学者苏布拉·苏雷什教授

被委任为南大的第四任校长，并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
日任职。苏布拉·苏雷什教授在加入南大之前，
担任了四年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不仅使卡内基

梅隆大学取得卓越成绩，而且带动了匹兹堡市经

济、科技、服务、医疗的发展。作为南大第 四 任 校

长，他的委 任 受 到 了 校 董 事 会 及 政 府 的 首 肯［７］。
南大的前三任校长在关键时刻做出灵活的调整和

变化，制定出适应国际局势的创新战略，使学校位

居世界一流大学之列。第四任校长以其强有力的

学术背景和管理能力，将带领南大在国际舞台上

走向下一个里程碑。

２．自治的学 系 体 制。伯 顿·克 拉 克 指 出，强

有力的 领 导 核 心 必 须 包 括 学 系［８］。南 大 涵 盖 商

学、工学、文学、理学、医学、教育学等学科门类，其
所属学院和学系的教授具有较大的权力。就商学

院（Ｎａｎｙａ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工程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和 文 学 院（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
ｔｉｅｓ，Ａｒｔｓ，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而 言，其 教 授 和

副教授兼任院长、副院长或主席、副主席等行政职

位，共同参与学术领导和管理工作，充分体现了教

授 治 校 的 特 点。除 此 之 外，理 学 院（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行政人员主要由经理以及分管各部门

的经理助理构成，形成了一种类似企业化的管理

模式，实现了管理模式的创新。而南大的李光前

医学院（Ｌｅｅ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是

与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联办的医科院校，旨在成为

创新医 学 教 育 的 未 来 典 范。其 理 事 会 主 要 由 主

席、教务长兼副校长、国家卫生保健集团首席执行

官、南大医学高级顾问、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医学系

副主任 等 成 员 构 成［９］。国 立 教 育 学 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是 南 大 的 自 主 学 院 之 一，
致力于培养以应对教育领域挑战的校长、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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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以及其他管理者［１０］。因此，南大的学系体

制治理集教授治校、企业化管理模式、灵活快速地

调整管理战略于一体，有利于协调新的管理价值

观念与传统学术价值观念的关系，为南大在市场

中生存取得生机，进一步推动了南大向创业型大

学的转型。
面对需求的不断变化，南大做出灵活的反应，

凝聚一切力量使学校的管理体系和学系体制成为

强有力的驾驭核心，确保学校新的管理价值观与

传统的学术价值观相协调，促进学校的管理决策

向民主性、创新性、自主性发展，为取得有保障的

资源和国际竞争地位奠定基础。
（二）建立新型的发展外围

创业型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突破性。与传统研究型大学不同，创业型大

学不仅拓展以知识为核心的发展外围，打破学校

与社会的边界，而且打破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界

线，加强与社会、学科的交流，提升学校的核心竞

争力。南大也不例外，其主要通过开拓校外资源

和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促进多学科领域引领世

界前沿。

１．开拓广泛的校外资源。作为新加坡主要的

科技大学之一，南大通过与行业伙伴密切合作，推
动新加坡在医疗服务、环境与水源、人文艺术领域

的发展。以慈善家李光前命名的李光前医学院的

主要 临 床 合 作 伙 伴———新 加 坡 医 疗 保 健 集 团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Ｇｒｏｕｐ），是 公 认 的 公

共医疗保健领域的领先者，其医疗水平、设施和教

学质量都 得 到 广 泛 认 可［１１］。学 生 毕 业 后 不 仅 可

以获得内外科医学学士学位文凭，而且具有成为

２１世纪新 加 坡 人 保 健 和 福 利 监 护 人 的 资 格［１２］。
南洋环境与水源研究院包括八大研究中心，这些

中心都试图通过合作推动新加坡在环境与水源领

域的发展。例如，新加坡膜技术中心（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
ｐｏｒ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ｅｎｔｒｅ）结合南大的

多学科人才并与政府、其他大学和行业伙伴密切

合作进行 更 深 层 次 的 科 学 研 究［１３］。南 洋 理 工 大

学当代艺术中心是南大的国家研究中心，其通过

讲座、工作坊、开放的工作室、电影放映、展览形式

为观众提供公共服务［１４］，同时满足新加坡及其他

地区来访的研究人员和管理者研究当代艺术的需

要。
能够使多门学科领域屹立世界顶尖 位 置，这

主要归功于南大构建了蓬勃的国际关系网和合作

项目。南大每１０名学生中就有８名学生到海外

的高等学府修读相关科目、参加交流活动或国际

竞赛等［１５］。例如，南 大 与 麻 省 理 工 学 院、斯 坦 福

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北京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早稻田大学、印度理工学院、剑桥大学、
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瑞士联邦高等工业学院等多

个世界优秀合作伙伴建立战略联盟，携手开展国

际合作项目，共同探讨世界最前沿的学术问题和

科研问题［１６］。为了推动与中国的合作交流，南大

在北京中 关 村 和 上 海 张 江 高 科 技 园 区 设 立 办 公

室［１７］，为学生和校友提供开阔视野的学习平台。
除了与新加坡政府、国内外大学和行 业 伙 伴

合作，南大与世界知名企业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网络，这些企业与南大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关系，为南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其中包括劳斯莱

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宝马公司等，并且

南大学生得到了这些知名企业及行业领袖的认可

与支持。

２．重视跨 学 科 领 域 研 究。南 大 把“培 养 跨 学

科博雅人才”作为办学理念之一［１８］。第三任校长

安博迪曾在致辞中提到：“随着全球的问题越发复

杂，越发脱离传统学科框架，我们坚信发掘新知识

的关键在于 跨 学 科 研 究。”［１９］这 一 试 图 解 决 社 会

经济发展实际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是南大办学特色

的核心。跨学科的学术中心与学系处于同一级，
是传统大学组织体系中不具备的体系，也是联系

多门学科的学术组织。南大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是

跨学 科 研 究 生 学 院（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主要集 中 于 可 持 续 发 展、医 疗 保 健 和 新

型媒体三个科学领域的研究。选择跨学科教育的

研究生除了修读主要学科的课程，还必须选修另

一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２０］。南大在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的五年战略规划中明确指出，在“南大２０１５年

战略”的 基 础 上 将 大 学 推 向 卓 越 研 究 的 更 高 峰。
其中，五 个 主 要 的 研 究 高 峰 是：地 球 的 可 持 续 发

展、环 球 亚 洲、安 全 社 区、健 康 社 会 和 未 来 学

习［２１］。这些领域充分发挥大学的优势，尤其是在

工学、商学、教育学方面的优势，其与医疗、科学和

人文等学科的协同作用将启引新突破。
“如果一所大学和外部群体的交往要继续发

展，大学的基础结构必须齐步前进。”［２２］南大正是

为了应对人类在积累物质资料的过程中面临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挑战，选择了传统研究型大

学未曾选择的方式，沟通校内与校外的联系，打破

学科领域之间的界线，解决自身发展与劳动力市

场、技术市场需求不适应的矛盾，推动新加坡甚至

亚洲范围内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寻求多元化的资金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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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政 府 对

高等学校的财政拨款也会发生变化。“根据资源

依赖理论，正是这种政府对高等教育资助模式的

改变和大学对资源路径的依赖，促进了创业型大

学的生成与 发 展。”［２３］这 些 资 金 来 源 主 要 包 括 政

府及其研究基金会、研究委员会、工厂企业和慈善

基金会等渠道。南大除受政府资助外，还通过国

立研究基金会以及知名企业的资金支持获取大量

的办学经费。
自 南 洋 理 工 大 学 物 理 与 数 学 科 学 学 院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５年成立以来，学院的教授和学者们曾多次获

得 国 立 研 究 基 金 会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简称 ＮＲＦ）的 荣 誉 及 资 金 支 持。目

前，南大已有三十多名获得国立研究基金会荣誉

的研究员，几乎占全国总量的一半，成了国立研究

基金会荣 誉 获 得 者 的 家 园［２４］。作 为 一 个 致 力 于

研究与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的国家机构，国立研究

基金会不仅为南大提供了科学研究建设所需的资

金，而且使更多高精尖科技人才发挥潜力，促进学

校在生物医学、环境与水务技术等新兴交叉学科

领域的发展。
除了国立基金会的支持外，全球的一 些 著 名

企业通过与南大的合作也为其提供丰厚的科研经

费。仪器和软件巨头沃特世公司（Ｗａｔｅｒｓ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就是为 南 大 在 医 学 领 域 创 新 发 展 提 供 物 质

资源的典型代表。２００５年，南大成立耗资９００万

元的新加坡表型组研究中心（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
Ｃｅｎｔｒｅ）［２５］，而 沃 特 世 公 司 在 这 一 研 究 平 台 的 建

立中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持。
就创业型大学而言，政府削减资金是 其 产 生

的背景，同时资金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命脉。正

是这种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外部驱动力，使南大

没有依赖政府越来越少的资金支持，而是转向多

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不仅加强了与一些著名企

业的 合 作，而 且 为 学 校 发 展 带 来 了 可 观 的 收 入。
在寻求多元化的资金渠道中前行，这已成为研究

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必然选择。
（四）建立崇尚创新的学术心脏地带

随着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巩固、外围 组 织 的

拓宽以及多元化资助来源的实现，学系单位、教学

中心等学术心脏地带也必须具备创业元素与之相

契合，为建立创业型大学制定新的计划、做新的调

整，这是研究型大学成功转型为创业型大学的关

键因素。
作为南大的学术心脏地带，学院、自主机构以

及研究中心都积极接受创新理念，努力改变传统

的学术价值观，向创业型单位模式转变。例如，南
大理学领域的研究在解决社会利益问题方面具有

重要的影响力，其所属学院把好奇心和冒险精神

视为探索和发现自然必需的基本素质，并且积极

地向学生传达，鼓励学生做出改变，创造更美好的

社会。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秉承好奇心和冒险精神

是企业开发新成果不可或缺的一步，同时也是创

业型大学创新学术研究成果应具备的重要品质。
“原来人们提出大学要对科学的内在发展作出贡

献时，强调的是大学在新知识的发现上所作的贡

献，现在则要求大学在新知识的扩散和应用上也

要作出重要 贡 献。”［２６］南 大 对 理 学 领 域 的 研 究 正

是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出发，探索

造福人类社会的创新之路，同时也为传统的学术

心脏地带转型为创业型单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南大创新创业的主要机构而言，南 洋 科 技

创业中心（Ｎａｎｙａ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ｐｒｅ　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Ｃｅｎｔｒｅ）
最具代表性。它的发展历程见证了其中心主任文

勇刚在致辞中所述，“创业，它的本质不仅仅是建

立公司，而更多的是价值创造、真正地理解人类的

需求和发展创新产品和服务”［２７］。南洋科技创业

中心致力于成为世界上创业和技术创新教育最有

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在创业与创新教育活动中为

学生提供必备的知识与技能，使他们成为２１世纪

成功的企业家或创业者，繁荣新加坡与全球的经

济。
南洋科技 创 业 中 心 具 备 健 全 的 创 业 项 目 体

系，主 要 包 括 本 科 生 创 业 项 目（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研 究 生 创 业 项 目（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创 业 发 展 项 目（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和 创 业 创 新 能 力 发 展 系

列课程等 内 容［２８］。本 科 生 的 辅 修 创 业 项 目 课 程

主要由商业领袖、企业家、知识产权律师和学者讲

授，学生通过这些课程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本的

创业能力，更重要的是形成丰富与开放的思想观

念，使得他们在应对变化的世界更具有挑战性与

弹性。而研究生通过参与创业项目体系，学习有

效地解决创业技术问题和商业决策的方法，以体

验学习、全球沉浸和转换体验培养创业精神并获

得基本的商业知识。除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展

创业教育课程外，南洋科技创业中心通过创业发

展项目和创业创新能力发展系列课程满足企业家

和创业者多样化的需求。其中，创业发展项目为

一些企业家提供定制课程和短期培训，帮助他们

在组织内开展创业活动，提高创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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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型大学的创业教育活动比传统研究型大

学更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它通过改革使创业创新

活动由校内扩展到校外，激活了底层的学术心脏

地带。这也是南大由研究型大学成功转型为创业

型大学的关键因素之一，即学系单位、教学中心不

再建立于传统的学术价值观念基础上，而是随着

改革与创新的步伐变革为创业型组织。
（五）设立整合的创业文化系统

“与任何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一样，大学有其

内在的组织文化。组织文化作为一种象征，在精

神层面反映着组织的社会价值，是联结内部成员

的心灵纽带。”［２９］随着创业课程的开设、创业活动

的开展，创业型大学中创业文化氛围逐步形成，以
一种创业精神激励着组织成员的信念。作为成功

转型为创业型大学的典范，南大秉承着敢想敢做

的企业家精神，实现了办学理念的新突破，使创业

文化深深熔铸在南大的每一位成员之中。
“创业型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系统适应知

识商品化、‘知本主义’、知识经济社会而组织、自

动调适与转型的结果，给出了大学走出象牙塔的

方向，并创造出融学术文化、管理文化与公司文化

于一体的学术创业精神（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ｓｈｉｐ）、学术创业主义（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ｓｍ）。”［３０］学术创 业 精 神 与 学 术 创 业 主 义 是 知 识

经济时代背景下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形

成的特定的组织文化系统，二者的产生表明高等

教育系统对知识商品化的接纳以及对适应知识经

济社会做出的反应。南大校董会参与学校管理、
教师负责教学事务、学生钻研科学研究都散发着

学术创业精神的品质。这是建立在传统学术文化

基础上适应时代需求的心理反应，同时也是创业

型大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如果说

学术创业精神还只是在大学文化的浅层面上可以

感受到的商业文化作为一种内容对大学教育内容

影响的话，那么，学术创业主义可能是大学组织文

化在深层次 上 表 现 出 的 对 商 业 文 化 的 接 纳。”［３１］

那些试图转型为创业型大学的研究型大学将创业

主义同教学、研究、对外合作紧密融合。学 生、企

业逐步成为这些研究型大学的顾客，对它们的学

术产品的质量、功能、价格以及服务态度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南大为了满足不同群体对创业学习的

需要，开设了不同层次的创业项目以符合“顾客”
所需，而且南大的一些研究中心及学院也倾向于

研发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新产品”，由此在全球

性的市场竞争中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例如，南

大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致力于生态、医疗、安全等关

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研究，以满足政府对其需

求。与之相似，南大的理学院把好奇心和企业家

精神视为探索和发现自然所需的基本素质，以解

决社会问题 为 导 向，力 争 在 市 场 中 发 挥 自 身“产

品”的价值。创业型大学除了将创业主义同教学

与研究相融合，也体现在对外合作方面。南大与

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大学和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

的伙伴关系，其商学院与康奈尔酒店管理学院、宾
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共同合作为资深商业领

导者制定管理培训方案、开设培训课程以满足社

会团体所需［３２］。另外，南大一些优秀的学生能够

有机会到知名企业实习，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实现了创业型大学的“新产品”向企业

流通，从而确保企业对创业型大学提供丰富的资

助。
南大在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过程中，将 学 术

创业精神和学术创业主义植根于巩固领导核心、
建立发展外围、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创新学术心脏

地带 这 四 个 途 径 之 中，使 创 业 型 组 织 的 管 理、结

构、资金来源、学术价值观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同

时以一种创业精神激励着组织成员创新与发展。

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成功转型

带给创业型大学的经验及启示

　　 “正如哲 学 家 所 言 的 存 在 即 是 合 理 的，创 业

型大学的存在也是合理的，是高等教育系统应对

复杂社会要求的正常手段，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

标而进行的 正 确 的 组 织 变 革。”［３３］创 业 型 大 学 的

出现解决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不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的问题，使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焕发了创新活力。
虽然我国部分研究型大学正逐步走出象牙塔，在

政府、企业、大学之间建立了以经济发展需求为纽

带的联系，逐步向“三重螺旋”（Ｔｒｉｐｌｅ　Ｈｅｌｉｘ，简称

ＴＨ）的互动模式转变，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

新加坡的创业型大学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南大

作为亚太地区转型为创业型大学的典范，在短短

２７年的时间里成功跃居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值得

向其借鉴转型之成功经验。
（一）构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确保行政管理

的民主性、创新性、自主性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社会需求的变 化 引 发

的问题日趋复杂，大学在困境中继续前进就必须

构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确保行政决策的民主性、
创新性、自主性，从而符合创业型大学的内在发展

逻辑。南大融创新精神于管理核心、建立自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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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体制是摆脱政府高度集中的管制、成功向创

业型大学转型的内在诉求。从南大的历届校长的

管理导向来看，第一任校长詹道存教授重视科学

研究，使南大完成了从以自由教育为核心的传统

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实现了“创业型

大学首先是研究型大学”的第一步［３４］。第二任校

长徐冠林教授提高了管理的民主性，使来自社会

各界的领导高层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避免了行

政决策的专断性，并在短期内把南大打造成为世

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第三任校长安博迪教授和

现任校长苏布拉·苏雷什教授以“打破边界”的创

新理念，实现了跨学科研究和地区社会经济的共

同发展，使南大完成了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初始

阶段与发展阶段。因此，参与创业型大学建设的

管理者要对大学的发展方向有清晰的定位，按照

时局 对 症 下 药；而 且，要 具 备 创 新 意 识 和 创 新 能

力，敢于走“不同寻常”路，这是向创业型大学转型

的内在驱动力。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强

调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是在计划经济体

制的影响下，政府高度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度难以

对大学赋予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使高等教育系统

的发展依附于政治功能，不利于大学发挥自身服

务社会的功能。“缺少了真正的办学自主权的大

学，要么一味地由教育官僚体系维护着大学稳定，
要么在面向市场的过程中完全缺失自主经营权，
看不清真实的社会需求，不改变大学行政主导下

的发展模式，创建中国特色的创业型大学就无从

谈起。”［３５］因而，政 府 要 扩 大 高 校 的 自 主 权，使 政

府与大学关系从传统的“行政管理”转向“公共治

理”，更 多 具 有 法 治、互 动、协 商、多 主 体 参 与、竞

争、选择特征［３６］。确保大学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

发展，使管理更具有活力，更加民主。其 次，南 大

的教授和部分董事会成员享有充分的学术权力参

与学系治理，而我国高校教授的学术权力逐渐被

边缘化，其学术根基日益被侵蚀，阻碍学术创新的

活力，不利于建设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创业型大

学。因此，我国高校要简政放权，扩大教授参与管

理的自主权，处理好治理主体的层级关系，巩固不

同层级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从总体上实现办学的

民主性、创新性、自主性，从而实现研究型大学向

创业型大学的转型。
（二）沟通内外空间联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创业型大学最大的特征在于，它能对国家利

益和国家目标作出最敏锐的反应，并且能够在大

学、工业和政 府 的 ＴＨ 结 构 中 发 挥 独 特 的 作 用。
仅此一条就足以把创业型大学和其他研究型大学

区分开来。”［３７］南大通过与新加坡政府、国内外大

学、世界知名企业和行业伙伴合作加强校内与校

外的联系，实现资源的互惠互通。此外，南大跨学

科研究中心的设立，自觉承担起服务国家和地区

社会发展的重任，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研究型大学

都愿意为之付诸实践。由此可见，南大沟通内外

空间联系发挥的独特作用改变了传统研究型大学

封闭的状态，是向具有服务职能的创业型大学转

变的关键因素。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

断扩大，人才培养质量却逐渐下降，加之我国高校

缺乏与社会各界合作，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培养

出的往往是仅具备基础专业知识而不能够满足社

会需求的学生。因此，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我国

研究型大学要紧跟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趋势，密

切与校外研究中心、科技园、孵化器、科学技术转

移办公室的合作，在提升科技成果研发效率的同

时培养出能够真正适应社会需求的优秀学生。另

外，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科研创新水平不高，服务

当地区域的意识不强。鉴于此，我国研究型大学

向创业型大学转型要以提升国家和地区生产力为

目标，集中力量发展优势学科，挖掘跨学科研究新

领域，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涉及多个领域的复

杂问题而努力，从而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核心力

量。
（三）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实现最大经济效

应

南大不仅把办学经费来源寄希望于政府和国

立研究基金会，而且通过与一些知名企业合作来

获得。南大由此得以“从企业界获得科研赞助在

世界年轻大 学 排 名 第 一”的 声 誉［３８］。然 而，我 国

研究型大 学 获 取 资 金 的 方 式 主 要 依 赖 政 府 的 拨

款，如果政府一旦削减财政拨款，高校办学就会面

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因此，一方面，我国研究型

大学要继续加强科学研究，创新科技成果，生产出

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产品”，确保政府部

门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社会科学基金会提

供更多的科研资助，补给科学研究的经费需要；另
一方面，要与一些校外知名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向其宣传并推销“新产品”，加强高质量创新人

才的流通，通过提升企业的科技竞争力来获得企

业对学校的资金支持。创业型大学区别于非创业

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营”［３９］，要实现向

创业型大学的转型，就要如经营企业一般经营创

业型大学，要创造创业型大学的社会价值，积极地

向社会推销研究型大学的“科技产品”，尽可能通

过多种途径获取任何可以获取的资金，实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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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大学的最大经济效应，为创业型大学的生存提

供物质保障。
（四）立足区域创新与发展，建立创业型学术

组织

在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路径中，研究 型 大 学

传统的学术组织实现向创业型学术组织的转型是

至关重要的。以南大理学院为例，其学术研究不

再局限于发现新知识，而是把新知识运用于解决

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以发挥创业型大学在区域

创新互动中的引领作用。我国高校的组织结构以

条块分割状为主要特征，缺乏组织之间的信息交

流，加之与社会各界缺乏密切的合作，致使对新知

识的敏感度不足，不能及时有效地开发出解决社

会实际问题的“新产品”。因而，要打破学术组织

之间的边界，鼓励跨院系、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加

强同经济社会的合作，突破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难

题，积极投身于区域经济发展。其次，南大建立的

南洋科技创业中心能够满足不同群体对创业教育

的需要，为其获得基本的创业知识和创业能力提

供了有 利 条 件。我 国 部 分 高 校 虽 已 建 立 创 业 组

织，但是存在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不健全、创业教育

活动单一等问题。因此，要健全创业教育课程体

系，根据本科生、研究生、企业家、创业者等不同群

体对创业教育的需求，邀请企业领袖与创业教育

领域专家编写不同层次的创业教育课程教材，明

确创业教育课程属性及学分，引进知名企业骨干

管理人员和学者讲授创业课程，培养学生批判性

思维、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完善创业课程考核

制度，保证学生获得扎实且全面的创业知识。除

学习创业理论知识外，学校要举办创业计划大赛、
创业论坛、创客大赛等丰富多彩的创业教育活动，
建立创业实验室、大学生创业园、企业孵化基地等

创业实践教育平台，增强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实践

能力，为成为未来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奠定理论基

础与实践基础。
（五）培育创业精神与创业文化，挖掘知识的

商业价值

一个组织内部一旦形成了一种精神 文 化，无

论外界环境怎样变化，这种精神文化会深久植根

于组织单位内部而不被浸染。南大以“南洋理工

精神”为核心的学术创业精神与学术创业文化贯

穿在管理学校、发展外围、筹措资金、建立创业型

组织之中。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创业文化不

够浓厚，师生创业意识不强、创业积极性不高。因

此，实 现 研 究 型 大 学 向 创 业 型 大 学 的 转 型，一 方

面，学校管理、教学、研究、对外合作要同创业精神

与创业主义紧密融合，增强师生的创业意识，促使

学术创业由心理反应向行为回应转变；另一方面，
设立创新创业奖学金制度，对创新创业方面有突

出贡献的师生予以肯定，提高师生参与学术创业

的积极性。对于师生而言，创业文化意味着对其

教学与研究活动的评价不仅仅有传统意义上的科

研价值，还可以激励他们挖掘商业价值和创新价

值。他们只有将知识商业价值融入到研究与教学

活动，并努力通过创新实现知识成果的更大价值

时，创业文化才算在大学里形成，大学才能成为一

个具有创业精神的创业型大学［４０］。鉴于此，我国

研究型大学应鼓励师生在发现新知识的基础上挖

掘其商业价值，以换取更多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

益，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培育并形成中国

特色研究型大学真正的学术创业精神与学术创业

文化。

四、结语

作为新事物，高等教育机构新模式的 出 现 必

然会引发争议。我国建设创业型大学或传统研究

型大学转型为创业型大学也不例外，大部分高校

教师对创 业 型 大 学 认 识 不 足 或 固 守 传 统 办 学 模

式，导致创业型大学的建设举步维艰。然而，无论

是打破常规的英国华威大学、持续创新的麻省理

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还是重视跨学科研究的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它们迅速发展并屹立世界一

流大学之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实现了向创业型大

学的转型。近些年来，为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号召，我国越来越多的“双一流”研究型大

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开展，但是并没有明

确提出建设创业型大学的办学目标。创业型大学

作为新经济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新产

物，其改革潮流势不可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欧

美以及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创业型大学的建设取

得显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国的政策制度和社会环

境与之不同，因此，要避免盲目效仿其成功经验，
应当理性区分普适性举措与针对性举措，选取建

设创业型大学普适性的经验借鉴学习。另外，要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每所研究型大学

因为其历史渊源、办学思路、发展特点不同而形成

不同的办学定位，所以，每所研究型大学不一定都

要转型为创业型大学。不可否认的是，英国华威

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快速完成了从研究型

大学向创业型大学的转型，成功跃居世界一流大

学之列。而我国正值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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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时期，加快“双一流”建设，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刻不容缓。因

而，我国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面临着巨

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未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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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ｗ．ａｓｐｘ／．

［２３］刘永芳，龚放．创业型大学的生成机制、价值重构与途 径 选 择

［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２，３３（１０）：９５－１０１．
［２４］［２５］ＮＴＵ．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１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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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ｇｈｔｓ．ａｓｐｘ＃４／．

［２６］李世超，苏 竣．大 学 变 革 的 趋 势———从 研 究 型 大 学 到 创 业 型

大学［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６，２４（４）：５５２－５５８．
［２７］Ｎａｎｙａ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０１－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ｔｃ．ｎｔｕ．ｅｄｕ．ｓｇ／ａｂｏｕｔｕｓ／

Ｐａｇ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ｍｅｓｓａｇｅ．ａｓｐｘ／．
［２８］Ｎａｎｙａ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Ｃｅｎｔｅ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ＥＢ／ＯＬ］．

［２０１８－０１－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ｔｃ．ｎｔｕ．ｅｄｕ．ｓ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Ｐａｇｅｓ／Ｈｏｍｅ．ａｓｐｘ／．
［２９］［３０］［３１］［３５］［３９］［４０］温正胞．大学创业与创业型大学的兴

起［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９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６０，１６３，

１６８．
［３２］Ｎａｎｙａｎｇ　Ｂｕｓ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１

－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ｂｓ．Ｎｔｕ．ｅｄｕ．ｓｇ／ａｂｏｕｔｕｓ／Ｐａｇｅｓ／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ａｓｐｘ／．

［３３］Ｆｕｍｉ　Ｋｉｔａｇａｗａ．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Ｊ］．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
ｃｙ，２００５，１７（３）：５９－８６．

［３４］［３７］王雁，孔寒 冰，王 沛 民．创 业 型 大 学：研 究 型 大 学 的 挑 战

与机遇［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３，２４（５）：５２－５６．
［３６］胡莉芳，黄海军．教 育 治 理 视 域 下 的 政 府 与 大 学 新 型 关 系 构

建［Ｊ］．复旦教育论坛，２０１５，１３（５）：５－１０．
［３８］张韶天．ＮＴＵ校长安博迪：人依然是最核心的资源［Ｊ］．商周

刊，２０１５（１９）：５６－５７．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 学“十 三 五”规 划 国 家 一 般 项 目“研 究 型 大

学引导区域创新 的 协 同 动 力 机 制 与 优 化 路 径 研 究”（项 目 编 号：

ＢＩＡ１７０１７２）。

（责任编辑　沈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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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创业型大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