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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科研的现状、

挑战与推进策略

——基于院校章程和质量年报的实证分析

肖纲领 宋静蕾 郝天聪

【摘 要】基于对应用本科、职业本科和高职院校科研特征 的 比 较 分析，职业本科院校应重点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应用

型科研，突出科研的应用性、行业性和地域性特征 。 基于 32所职业本科院校章程的文本分析和 2022年质量年报的实证

研 究结果表 明，职业本科院校在横向项目、技术交易、非 学历培训及授权专利和专利成果转化等应用型科研成果方面均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 理念－规模－结构－效果”维度来看，其应用型科研还存在定位未完全形成、规模较低、发展不够均

衡、应用转化效果不佳等实践上的不足 。 建议完善院校章程与基本制度，加大科研人财物的投入，出 台专项 强化政 策，形

成科研转化机制，完善科研评价考核制度，推动职业本科 院校形成应用型科研定位，实现其规模 拓 展、均衡 发 展、成 果 转

化与教师自觉参与。

【关 键 词】职业本科 院校 应用 型科研 院校章程 质量年报

一 、引言

开展应用型科研是高校尤其应用型高校的典

型特征 。 1 8 1 0 年德国教育家洪堡 基 于 “ 洪 堡 理

念 ” 将科学研究职能引入柏林大 学 ； 2 0 世 纪初 ， 范

海斯借助 “ 威斯康星理念 ” 推动高校科研走向 应用

与社会服务 。 受此影 响，芬兰和德国等欧洲大部

分应用科技大学 [ 1 ] , 以及一 些职业 高校 [ 2 ] , 均开展

了应用型研究 。 而国内学者对职业高等院校的研

究 ， 已基本明确了其应用科研定位 ， 但仍缺乏对其

内涵结构的 学 理 分 析 。 [ 3 ] 服 务 行 业 和 企 业 发 展 是

职业本科院校的本质属性 ， 要求其科研同样走 “ 应

用型 ” 之路 。 尽管有学者指出 ， 职业本科院校的技

术研发要定位于解 决较 复 杂 问题 ， 形 成技 术技 能

特色优势 [ 4 ] , 同时 认 为职业 本 科教育技术学科的

学术定位是应用的学术 ， 研究对象是应用技术 ， 知

识定位为技术 理 论 知 识 [ 5 ] , 但 目 前 只 有 少 数 针对

职业本科院校应 用 型科研特 征 的研 究 ， 相 关 的 实

证研究不足 。 本研究拟对职业本科院校的应用型

科研进行实证探 究，以促进这类高校应用型科研

的规模拓展与质量提升 。

二 、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科研的内涵

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会前主席博耶 于 20世

纪 9 0 年代提出了发现 的 学术 、 整合 的 学术 、 应用

的学术和教学学术四种大学截然不同却相互联系

的学术类型 [ 6 ] , 其中应用的学术是理论与实践的

桥梁，它使学者成为“ 反思的实践者” ，可以从理论

到实践 ， 也可以由实践返回理论 。 [ 7 ] 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O EC D) 的报告指出应用 型研 究是为 了 获

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原创性科学研究，但 主要 指 向

一个具体的、实际的目的或目标 。 [ 8 ] 国 内有学者认

为 ， 应用型科研有别于理论研究 ， 其基本特性可概

括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应用性，产学研协同创新

发展的行业性和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地方

性。 [ 9 , 1 0 ] 可见应用型科研 的 内涵总体较为清晰，应

用性 、 行业性和地域性是其基本特征 。

职业本科 院 校 的 科 研 属 于 应用型科研的范

畴，但有其独特 性 。 别敦 荣认为职业本科是应用

本科的一个亚类，是培养职业高级技术技能人才

的教育 。 [ 1 1 ] 匡 瑛 认 为 就 学 术 属 性 而 言，普 通 本 科

侧重于基于科学规律发展的科学学术，应 用本科

侧重于基于科学应用的应用学术，职业本科 则侧

重于基于技术应用 与研发 的应 用 学 术 。 [ 1 2 ] 为方便

比较，在此对高职院校的科研属性与特征加以 阐

释 。 以 《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 等为代表的

职业教育政策文件，要求 高职院校培养服务区域

发展的高素质技 术技 能 人才，重点服务中小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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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技术研 发和产 品 升 级 。 就 知 识 生产而 言，其

科研重点是生产技术知识和教师实践性知识 。 [ 1 3 ]

由此可见 ， 职业本科院校的科研与应用本科 、
高职院校等应用型高校的科研均属于应用型科研

的范畴 。 但三者应用型科研的学术属性、应用性、

行业性和地 域 性 有 所 差 异，具 体 见 表 1 。 其 中 职

业本科 院校的科研 既有应 用 型特 征 ， 又有 自 身 的

“ 亚类”特性，其学术属性体现为基于企业生产管

理实 践 一线技术 、 工 艺 、 流程等 的应用 学术 ； 应用

性表现为服务职业高级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行业

性表现为与行业中小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解

决企业或行业关键共 性技 术；地域性则表现为通

过助力职业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及与中小企业的

联合技术攻关，服务学校所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

展。

表 1 三类应用型院校应用型科研特征比较分析

院校 应用型科研特征

类型 学术属性 应用性 行业性 地域性

应用

本科

基于科学应用

的应用学术

指向高级

专门人才

的培养

与行业龙头企业

开展联合技术攻

关，解 决 行业 关

键共性技术

通 过 培 养 高 级 专 门 人

才，与行业龙头 企业开

展联合技术攻关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

职业

本科

基于技术应用

与研发的应用

学术

指向职业

高级技术

技能人才

培养

与行业中小企业

开展联合技术攻

关，解 决 企 业 或

行业关键共性技

术

通过培养职业高级技术

技能人才，与 行 业 中 小

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高职

院校

基于企业生产

管理实践一线

技术、工艺、流

程等的应用学

术

指向职业

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

与行业中小微企

业 开 展 技 术 合

作，解 决企 业 技

术难题

通过培养职业技术技能

人才，与 行业 中 小微 企

业开展技术合作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

三 、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科研的现状

本部分基于实证的视角，对 32所职业本科院

校的章程进行文本分析，并对其 2022年的质量年

报进行数据挖掘，从而分析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

科研的现状 。

（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截止 时 间 为 2023 年 2 月 20 日，以

教育部认 定 的 32 所 职 业 本 科 院 校 的 章 程① 及 其

2 0 2 2 年的质量年报 ② 为分析对 象 。 一是 院校 的 章

程文本分析 。 重点分析章程中是否明确了学校开

展应用型科研的定位 。 3 2 所 院校 中 ， 有 8 所 章程

文本缺失 ， 故章程样本为 2 4 份 。 二是院校的质量

年报分析 。 有文献将应用研究 、 新产品开发 、 技术

攻关、技术咨询等四类科研成果操作化为应用型

科研 [ 1 4 ] , 这为本研 究提供 了 参 照 。 本研 究 的 主要

分析 指标包括两个方面 ： ① 院校基本信 息 ， 包括

兼职教师占比 、 “ 双师型 ” 教师占比两个核心指标 ；

② 应 用 型科研情 况，包括横 向 项 目 经 费 到款、横

向项目的经济效益 、 技术交易到款额 、 非学历培训

到 账 经 费、授权专利数和专利 成 果转化到款等 。

32所职业本科院校的质量年报 中，有 6所在这 些

字段上存在缺失，故质量年报样本为 26份。

（二） 应用型科研发展现状分析

1 . 章程对 于 学 校 科 研内容的规定性 。 大 学

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 障

高校运行和内部 治理 的“ 宪法” 。 [ 1 5 ] 目 前有较 多研

究均基于章程文本探究高校相关议题，如 教 师 学

术权利规 范 [ 1 6 ] 、教 育 国 际 化 表 达 [ 1 7 ] 、学 术 机 构 及

其运行模式 [ 1 8 ] 等，可见通过分析 章程对科研的规

定，能了解职业本科院校对应用型科研的重视程

度 。 分析 2 4 份章程文本发现 ， 其对科研的规定可

分为三类 ： 一是未提及科研相关内容 ， 未明确学校

科研的应用型定位；二是将应用型科研与学术型

科研并列 ， 典型论述如 “ 支持鼓励师生员工开展科

学研究、技 术 开 发、社 会 服 务 ”“ 自 主 开 展 科 学 研

究 、应用技术研究、产学研合作和社会服务 ” ；三是

确立了应用型科研的定位 ， 典型论述如 “ 鼓励师生

开展应用研究及产学合作活动 ” “ 自主开展以应用

为主的科学研究 、 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 ， 推动产学

研用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 ” ， 特点是鼓励教师通过

应用型科研服务行业、企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

2 . 各类应 用 型 科 研 发展现状数据 分 析 。 一

是横向项目经费到款及横向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

益情况 。 横向项目经费到款最大值为 51 6 1万元，

最小值为 0 , 平 均 值 为 718. 20 万 元；横 向 项 目 所

产生 的经济 效益最大值为 4 1 4 6 9 . 5 万元 ， 最 小值

为 0 , 平 均 值 为 3137. 59 万 元 。 二 是 技 术 交 易 到

款 。 技术交易到款 最 多 的 院 校 为 17 8 9 . 7 4 万 元，

最小为 0 , 平均值为 1 6 7 . 0 5 万元 。 三 是非 学历培

训到账 经 费 。 非学历 培训到账经费最大 值 为

1573.86 万 元，最 小 值 为 2. 4 万 元，平 均 值 为

5 4 6 . 2 万元 。 四是授权专利及专利 成 果转 化 到 款

情况 。 授权专利数最大值为 9 6 8 项，最 小 值 为 7

项，平均值为 1 0 7 . 3 8 项；专利成 果转化 到款 经 费

最大值为 6 1 . 4 5 万元，最 小值为 0 , 平均值为 9 . 7

万元 。 具体情况见表 2 。

表 2 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科研发展现状数据

项 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方差

横向项目经费到款（万元） 0 5161 718.20 1432320.24
横向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万元） 0 41469.50 3137.59 81595978.73

技术交易到款额（万元） 0 1789.74 167.05 171121.55
非学历培训到账经费（万元） 2.4 1573.86 546.20 194130.32

授权专利数量（项） 7 968 107.38 40908.46
专利成果转化到款（万元） 0 61.45 9.70 357.84

3. 兼职、 “双师型”教师 占 比与应用 型科研数

量的相 关 性 。 本 部 分 尝 试 探 究 职 业 本 科 院 校 的

“ 兼职教师占比”和“‘ 双师型’教师占比”两个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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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变量与其应用型科研的关系 。 一是兼职教师

占比与应用型科研成果的相关性 。 兼职教师能够

将行业企业的科研 需 求 带给 教 师 ， 并 为 教 师开 展

面向行业企业的科研提供支 持，因而职业本科院

校的兼职教师占 比越 高，越可能 与行业企业联合

开展应用型科研 。 基 于 分 析，兼职教师占比与横

向项 目 到款 、 横 向项 目经济 效益 、 授权专利数 、 技

术 交易到 款均为中等程度正相关，相 关 系 数 在

0. 3 9 ~ 0 . 4 8之 间， P值均 小 于 0. 0 5 , 与 非 学 历 培

训到账 经费 和专 利成果转化到款不相关 。 二 是

“ 双师型 ” 教师 占比与应用型科研成果的相关性 。

高 校 的 “ 双 师 型 ” 教 师 往 往 了 解 行 业 企 业 需 求 ， 也

能与行业企业开 展联合科研攻 关，因而职业本科

院校的 “ 双师型 ” 教 师 占 比越 高 ， 其应用型科研成

果可能越多 。 基于 分 析， “双 师 型”教 师 占 比 与横

向项 目 到款 、 横 向项 目经济 效益 、 授权专利数 、 技

术交易到款和专利成果转化到款均为高程度正相

关，相 关 系 数 在 0. 58~0. 74 之 间，P 值 均 小 于

0. 05 , 与非学历培训到账经费不相关 。 由此可见，

除非学历培训 到账经 费和专利 成果转化到款外，

兼职教师和“ 双师型”教师与职业本科院校的应用

型科研具有相关 性，推进职业本科院校的应用型

科研可以从这两个维度入手 。

四 、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科研发展面临 的挑

战

从理论上来说，职业本科 院校应确立应用 型

科研发展定位 ， 并大力开展应 用 型科研 工作 。 而

从实证分析来看，当前职业本科 院校在应用型科

研发展方 面 还 存 在 一 定 的 不 足，存 在“ 理 念— 规

模 — 结构 — 效果 ” 四维挑战 ， 滞后于相关政策的要

求和学术研究的理论建构 。

（ 一 ） 理念维度 ： 应用型科研未受到章程制度

的重视

从新制 度 主 义 社 会 学 强 意 义 的“ 合 法 性”来

看 ，制度制约了人 ， 制度影响了组织行为 [ 1 9 ] , 职业

本科院校章程对应 用 型科研 的规 定 ， 体 现 了对应

用型科研的重视度，有利于从学校层面确立开展

应用型科研 的“ 合 法 性”。 实 证 研 究 发 现，共 有 8

所院校的章程未提及科研 ， 未规定学校科研的 “ 应

用型”定位，占 3 3 . 3 3 % , 科研 成 为章程中被疏略

的内容，将 导 致 教 师 不够 重 视 科 研 工 作 。 共 有 5

所院 校 将 应 用 型 科 研 与 学 术 型 科 研 并 列 ，占

2 0 . 8 4 % 。 这种“ 并列式”规定，容易导致职业本科

院校的教师产生迷 惑，在理论型科研和应用型科

研之间摇摆，缺 乏地位竞争优势 理论所论述的竞

争优势，出现“ 学术漂移”。 [ 2 0 ] 只有 11 所 院校 明确

了“ 应用型科研”的定位，占 4 5 . 8 3 % , 为 学校教师

开展应用型科研提供了清晰的导向，但 目 前有这

种规定的高校还偏少 。 由此 可 见 ， 当 前 只有 不 到

一半的院校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应用型科研的定

位，这不利于教师形成开展应用型科研的意识 。

（ 二 ） 规模维度 ： 应用型科研 的发展量级还较

低

数据分析表 明 ， 当 前职业本科 院校 的 应 用 型

科研发展量级较低 ，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横

向项目经费到款 、 横向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 、 技术

交易到款 额 和 专 利 成 果 转 化 到 款 的 最 小 值 均 为

0 , 说明部分职业本科院校未开展应用型科研；二

是职业本科院校 的应用型科研规模较长三角“ 双

高（ 计划） ”高职 院校要 小 。 有学者分析了长三角

地区 40 所“ 双 高 ”高 职 院 校 的 科 技 社 会 服 务 情

况 [ 2 1 ] , 本研究 进 行 了 职 业 本 科 院 校 与 长 三 角“ 双

高 ” 高职院校科研发展指标平均值的比较分析 ， 结

果见图 1 。 统计结果表明，在 纵 向 项 目经 费 到款、

横向项目经费到款 、 横向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 、 技

术交易到款额、非学历培训到账经费等五项科研

内容的平均值上 ， 职业本科院校均低于长三角 “ 双

高”高职院校 。 可见当前职业本科院校的科研 发

展规模还偏小，部分院校甚至未开展应用型科研，
在应用型科研发展方面较之高水平高职院校还有

差距 。

（ 三 ） 结构维度 ： 各类应用 型科研发展不够均

衡

当前 ， 继续推进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 ， 尤其是

质 量的均 衡 成 为 未来 高等教育发展的重 点 内

容。 [ 2 2 ] 计算应 用 型 科 研 成 果 的 倍 数 的 结 果 表 明，

职业本科院校间在横向项目经费到款 、 横 向 项 目

产生的经济效益 、 技术交易到款 、 非学历培训到账

经费和专利等内容差距较大 。 在横向项目经费到

款上 ， 有 6 9 % 的 院 校到款低于平均值 ； 在 技 术 交

易到款上 ， 超过平均值的院校仅有 5 所 ， 低于平均

值的院校占 80 % ; 在 非学历培训到账经费上，低

于平均值的 院 校 占 53 . 8% ; 在 授 权 专 利 数 量 上，

低于平均值的院校占 7 7 % 。 此 外，这 几项应用 型

科研数据的方差均较大 。 这表明在应用型科研方

面 ， 职业本科院校间存在较大的院校差异 ， 发展并

不均衡 ， 少数院校的应用型科研发展现状较好 ， 大

部分院校的应用型科研发展现状仍然不容乐观，

相对滞后于高等教育总体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 。

（ 四 ） 效果维度 ： 应用型科研成果 的转化成效

不佳

在高校知识生产新模式出现、第 四 次 工业革

命兴起 、 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背景下 ， 高校的科研转

化力水平关系着高校融入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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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职业本科院校与长三角 “ 双高计划 ” 高职院校科研发展现状

展的能力 。 [ 2 3 ] 《 关 于 加 强 高 等 学 校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工作的若干 意 见》（教 技〔2016 〕3 号）也 从 认

识 、 工 作 机 制 、 能 力 建 设 等 方 面 对 高 校 科 研 成 果 转

化提出了要求 。 而目前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科研

成果的转化 率较低 。 一方面，职业本科院校应用

型科研 成果 产生 转化的院校数量占比不高 。 有

7 6 . 9 % 的院校有横向项目经 费 到账 ， 但 只有 3 5 %

的院校产生 了 经济 效 益 。 另 外 ， 各院校均拥有授

权专利，但只 有 34 %的院 校 拥有专利转化到款，

有 57.6%的 院 校 拥 有 授 权专 利但专利转化到款

为 0 , 说明多数院校专利成果应用性不 强 ， 未 能和

市场有效衔接 ， 实现成果转化 。 另一方面 ， 通过数

据比较发现 ， 长三角 “ 双 高 ” 高职 院校横向项目产

生的经济效益约为职业本科院校的 3.5倍 。 说明

职业本科院校重视横 向 项 目 的 数量 ， 但 忽 略 了横

向项目社会效益 的转化，或者横 向项目的转化能

力 不 高 ， 导 致 横 向 科 研 成 果 的 转 化 率 较 低 ， 未 取 得

理想的经济社会效益 。

五 、推动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科研发展 的对

策建议

为推进职业本科 院校应 用 型科研 的 发 展 ， 建

议从理念 、规模、 结构、效果维度入手，完善学校章

程与各类制度 ， 加大应用型科研投入 ， 出台专项强

化政策 ， 形成科研转化机制 ， 完善科研评价考 核制

度 ， 推动学校形成应用型科研的定位 ， 实现其在规

模 、 均衡发展 、 成果转化与教师自觉参与等方面的

良好成效 。

（ 一 ） 完善院校章程与基本制度 ， 突 出应用 型

科研的定位

职业本科院校章程未明确应用型科研定位的

现状需得以改善 。 由于高校制度体系可分为根本

制度、基本 制 度 和 具 体 制 度 三 个 层 面 [ 2 4 ] , 促 进 职

业本科院校应用型科研发展的制度体系也可以从

三 个 方 面 入 手 ： 一 是 修 订 完 善 学 校 章 程 ， 明 确 学 校

应用型科研的定位 。 作为职业本科院校根本制度

的章程，大 多 于 20 1 9 年 以后制 定，存在模 仿其他

类型高校的痕迹。 《教育 部关于进 一 步加强高等

学校法治工作的 意 见》（教政 法〔2020 〕8 号）明 确

要求“ 积 极 主 动 利 用 章 程 修 订 完 善 推 进 制 度 创

新” ，未来章程修订将是高校章程建设的新常态 。
职业本科院校应在章程修订时确立学校应用型科

研的定位 。 二是学校基本制度文件对于应用型科

研的强调 。 高校内部的制度与章程共同组成了一

套完整的制度体系 。 职业本科院校应在修订章程

的 基 础 上 ， 同 步 推 进 学 校 发 展 规 划 、 党 政 工 作 要 点

等基本制度文件的制定与修订工作，凸 显 学校应

用型科研的定位 。 三是学校科研管理制度强化对

应用型科研的重视 。 职业本科院校的科研管理制

度是学校内部治理的具体制度，对其科研导向和

激励等具有直接的规制作用 。 职业本科院校应形

成完整的科研管 理制度体 系，不断修订完善科研

成 果 认 定 、 科 研 业 绩 奖 励 、 教 师 职 称 评 定 等 科 研 管

理制度，确保各项科研管理制度均对应用型科研

的定位有所强调 。

（ 二 ） 加大科研人财物投入 ， 推动应用 型科研

规模拓展

目前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科研规模还 偏低，

因而应强化科研 投入 的基础作 用 。 一方面 ， 强化

学校应用型科研平台建设与资源投入 。 应用型科

研主要依 靠 协 同 和 产 业 化 进 行 应 用 型 成 果 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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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2 5 ] , 较 为 依 赖 场 地、实 验 设 备 等 硬 件 条 件 。 职

业本科院校推进应 用 型科研，应通过对学校实验

室 、 研究所 、 智库机构等科研平台进行场地 、 实验

器材与设备等的 资源 投入，为教 师开展应用型科

研提供条件 。 二是加强兼职教师和 “ 双师型 ” 教师

队伍建设 。 兼职教 师、 “ 双 师 型 ”教师与应用型科

研具有正相关性，是扩大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科

研规模的重要力量 。 社会互赖理论认为个体间在

合作性和竞争性 社会情境 中，可 能分别产生促进

性互 动 、 反 向 互 动 和 无 互 动 ， 从而导致相应的结

果 。 [ 2 6 ] 基于该 理 论 ， 职 业本 科院校要通过良好的

制度设计 ， 推进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 同时积极与中

小型企业共建 “ 双 师 型 ” 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 强化

教 师 的 企 业 实 践 ；要 加 大 资 源 投 入 ，提 供 经 费 支

持 。 以此推进兼职教师、 “双师型”教师与学校、行

业企业的促进性互动 。 三是针对教师的应用型科

研 ， 要在配套经费 、 科研奖励上予以支持 。 职业本

科院校要重视科研资金投入对应用型科研成果的

支撑 作 用 ， 加 大 科 研 投 入 力 度 ， 对于取得标志性

的 、 高质量的应用型科研成果的教师 ， 要予以必要

的配套支持和奖励，为教师开展应用型科研提供

充足的资金保障和激励 。

（ 三 ） 政府出台专项强化政策 ， 推动应用 型科

研均衡发展

当前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科研存在院校间不

均衡的现象，反 映出职业本科院校发展与服务行

业企业和地方 经济 社会 发 展 能 力 的 差 异 。 因而，
各省市职业本科院校应在保持差异和特色性的基

础上 ， 尽力实现一定的均衡 。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

产业结构水平 、 人力资本水平 、 政府支持力度是高

等教育时空演变 的主要动 因 [ 2 7 ] , 在推进职业本科

院校应用型科研 的均衡发 展 时，各级政府部门创

设宏观制度环境 的作 用 尤 为 关键 ， 应 以 与地方 经

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相关

的政策，为不同地域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科研的

均衡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 中央政府部门可以设立

面向职业本科院校 的专 项财政转移支付，规 定其

中用于应用型科研 的 比例，为推动这类高校应用

型科研的均衡发展提供经费保障 。 对于那些过去

高等职业教育财政 资 金 投入 不 足 、 发 展 水平偏低

的省份，省 级政府应在地方发展规划、产业布局、

支持高校应用型科研等方面下功夫，以政策文件、

财税 、 金融等政策工具 ， 推进职业本科院校与行业

企业深度融合，引导本地职业本科院校开展高水

平的应用型科研 。

（ 四 ） 形成成果转化体系 ， 推动应用型科研成

果的转化

职业本科院校要推动应用型科研的成果转化

工作，必须强化宏观和院校层面的科技成果转化

体系建设 。 一是探索科研成果转化的模式 。 首要

的是探索较为适合职业本科院校实际的科研成果

转化模式，可借 鉴诸 如“ 研 究 院— 孵 化 器— 园 区 ”

的科研 成 果 转 化 模 式 [ 2 8 ] , 同 时 要 探 索 其 他 可 行

的 、 高效的科研 成 果转化模 式 。 二是强化科研成

果转化平台建设 。 知识生产模式 Ⅲ下的科研合作

交流机制是基于各螺旋主体间多层次的网络合作

态势 ， 利用资源的集聚优势 ， 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

成果转化的实力 。 [ 2 9 ] 可借鉴 国 内 外各类应用型高

校的经验 ， 强化科研成 果转化平 台 、 机构建 设 ， 并

实现科研成果转化机构的专业化和市场化，推进

学校科研成果转化职能的制度化建设 。 三是打造

专门的科研成果转化队伍 。 职业本科院校应通过

招聘具有相关学历 、 科研背景和法律 、 商业等知识

的复合能力的人才 ， 加强对他们的培训 ， 建立专家

兼职制度等举措，逐步形成专业化的科研成 果转

化和技术经纪队伍 。 四是完善高校科研成果转化

激励与收益政策 。 积极促进专职科研成果转移转

化人员的职称晋升和职业发展，激励他们开展科

研成果转化工作 的积 极 性；对于教师开展的应用

型科研转化实践 ， 可建立股权激励 、 分红等利益分

配模式，激励教师开展科研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 。

（ 五 ） 完善科研评价考核制度 ， 引 导教师 自觉

开展应用型科研

中共中央、国务 院 于 20 2 0年 印 发 的《深 化 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 案》 ，要 求“ 突 出质量 导

向 ， 重点评价学术贡献 、 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

养情况 ， 不得将论文数 、 项 目数 、 课题经 费等科研

量化指标与绩效 工 资 分配 、 奖励挂钩 ” ， 这 为职业

本科院校 开 展 应 用 型 科 研 评 价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导

向 。 同 时，知识生产模 式 Ⅲ背 景 下 的 高校科技转

化的考核评价机制，需根据主体的不同特点以及

各个环 节 的 重 要 性 制 定 不 同 的 评 价 标 准 。 [ 3 0 ] 由

此，职业本科院校应在教育评价改革的新理念下，

强化应用型科研评价制度 建 设 。 一方面 ， 将 多 元

的应用型科研成果纳入学校科研成果认定体系，

避免只考虑纵向项目 、 论文等学术成果 ， 以及单一

的横向项目这一应用成果的情况，综合考虑 学 术

成果与应用成果对于学校科研的价值，充 分将 各

类应用型成果纳入学校制度体系，鼓励 教 师开展

多类型的应用科研 。 另 一方面，推动学校教师职

称评聘改革 。 教师职称评聘改革是高校的关键工

作 ， 也具有较 强 的制度变革特 征 。 职业本科 院校

应将职称评聘改革与教师应用型科研的发展联系

起来 ， 结合 不 同 学科 、 岗位特 点 ， 有针对性地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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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科研成果与 教 师职称评聘相 结合 ， 规 定对 于

工科类专业 ， 教师职称评聘应有应用性科研成果 ，

对于人文社科类专业 ， 也要鼓励教师为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等提供 智 力支 持 ， 以此 引导教师自觉开

展应用型科研 。

注 释

① 职业本科院校 的章程，见于教 育部 网站－公示－教 育部文件栏

目：http: ∥www. moe. gov. cn/was5/web/search? channelid

=239993 。

② 职业本科院校的质量年报，见 于“现代 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 网”：

https: ∥www.tech.net.cn/column rcpy/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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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Status , Problems , andPromotionStrategiesof
AppliedScientificResearchinVocationalUndergraduateColleges

— EmpiricalAnaly sisBasedontheStatuteandAnnualQualityReportofColleges

XiaoGangling , SongJinglei , HaoTiancong

Abstract : Basedon comparingthecharacteristicsofscientificresearchinappliedundergraduate colle-
ges , vocationalundergraduatecolleges , andhighervocationalcolleges , vocationalundergraduatecol-
legesshouldfocusonappliedscientificresearchthatreflects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 highlightingthe
application , industrialandregionalcharacteristicsofscientificresearch. Theempiricalresearchbased
onthetextanaly sisofstatutesandannual qualit y reportsofin202232vocational （下转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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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leforthe managementandevaluationofstudents’ practice , providinginstitutionaland material
guaranteeforstudents’ practice , clarifyingstudents’ responsibilitiesandobligationsduringintern-

ship , andensuringtherealandeffectivepractice. Thestudyputsforwardseveralsuggestions: to es-
tablishawhole-processengineeringpracticeteachingsystem , toenhancetheeffectivenessof students ’

engineeringpractice , todeepenthecooperationbetweenschoolsandenterprisestoprovidearealenvi-
ronmentforstudents’practice , andtoformulateaspecificandfeasiblesy stemtoprovideconditionsto

support students ’ practice.

Keywords: NationalUniversity ofSingapore ; engineeringpracticesystems ; experienceinspiration
（ 责任编辑 骆四铭 ）

（上接第 149页） undergraduatecollegesshowsthatvocationalundergraduatecollegeshavemadeap-
pliedscientificresearchachievementsinhorizontalprojects , technologytrading , non-academic train-
ing , authorizedpatents , andthetransformationofpatents , etc. However , fromthe “ concept-scale-

structure-effect” dimension , itsappliedscientificresearchstillhasshortcomingsinpractice , such as
incompletepositioning , lowscale , unbalanceddevelopment , andpoorapplicationandtransformation
effect. Itsuggestsimprovingtheconstitutionandbasicsy stemofcolleges , increasingtheinvestment

ofscientificresearchpersonnelandproperty , introducingspecialstrengtheningpolicies , forming the

mechanismofscientificresearchtransformation , improvingthesy stem ofscientificresearch evalua-

tion , topromotetheorientation , scaleexpansion , balanceddevelopment , achievement transforma-
tion , andteachers’ consciousparticipationofappliedscientificresearchinvocationalundergraduate
colleges.

Keywords: vocationalundergraduatecolleges ; appliedscientificresearch ; university statute ; annual
quality report （责任编辑 任令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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