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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 
2015 年第 116期（高教信息总 867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6年 1月 4日 

 

【本期特稿】 

法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及实践 

——以巴黎—萨克雷大学为例 

一、发展战略 

（一）巴黎—萨克雷大学的战略目标 

巴黎—萨克雷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是通过雄心勃勃的科学计

划，联合地方科技产业与基础设施融资机构，构建基于“未来投资计划”与“校

园计划”建设之上的，囊括综合大学、高等专科学院以及科学研究机构的具备极

强创新能力的研究型大学。新任校长多米尼克·维奈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在十年

之内将巴黎一萨克雷大学打造成欧洲排名前三，世界排名前十的全球顶尖大学。 

（二）巴黎—萨克雷大学的战略方针 

巴黎—萨克雷大学的战略方针是统一协作而灵活尊重。改革重点放在：一是

实现科研、教学、成果转化、国际化以及校园生活等领域中的战略共享；二是管

理并协调各成员间实现共同目标与具体目标时的行动流程与策略；三是构建互惠

互利的科学合作模式；四是在《高等教育与研究法》的基础上结合“巴黎—萨克

雷校园”科学合作基金会的前期治理经验，制定适应于新型大学的综合管理方案。 

（三）巴黎—萨克雷大学的战略规划 

巴黎—萨克雷大学的总体战略规划分两个阶段进行。2015—2019 年为第一

阶段，2020—2024 年为第二阶段。在部门整合方面，除对现有研究机构和部门

进行重组与改造外，还将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机

构。在院校合并方面，计划分别于 2016 年、2017 年合并巴黎高等先进科技学院、

巴黎中央理工学院，2018 年合并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巴黎高等电信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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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等四个学校，2019 年合并巴黎第十一大学药学院。在校园硬件建设方面，

到 2019 年、2020 年为在校学生建造能够容纳 5000 人的公寓和 10 个大学食堂。 

二、战略实践 

（一）基于“卓越大学计划”模式的治理结构 

巴黎—萨克雷大学构建了由 3 个校内机构（董事会、成员会和学术委员会）

以及由校外专家组成的科学与创新战略委员会构成的治理结构。①作为“大学与

研究机构共同体”，巴黎—萨克雷大学及其成员机构有权参与并决定本校的大学

章程。②校董事会、学术委员会、校外专家以及校长均由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董

事会同时接受学术评议委员会与“巴黎—萨克雷校园”科学合作基金会的管理，

但其双方的管理依据各不相同，如图 1 所示。 

 

（二）多学科跨机构的开放型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培养体系的目标是力争在 2015 年 9 月前实现硕士教育层次的比例不低

于 30%；为博士研究生院招募 80%的巴黎—萨克雷地区的博士生；强化专业应

用型人才和工程师的培养；构建基于创新教学模式的多学科协作的“本科行动计

划”。人才培养的两个基本点是：一切教学活动及人才培养过程以学生为中心；

打造从学士到博士的完整、连贯而可比的科学化人才培养体系。 

（三）“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平台 

在实施全校规模跨学科与跨机构科研协作发展方面，巴黎一萨克雷大学的科

研团队将主要围绕 6 个领域的动态发展平台相互协作，形成由众多团队与机构协

作交织而成的科学合作模式。在联合地方科技创新产业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与研发

方面，巴黎—萨雷大学凭借其坐落于欧洲经济与科技中心“萨克雷科技谷”的独

特地理优势，承担着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角色。 

（摘编自 2015年第 6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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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动态】 

中山大学召开院系“十二五”规划总结评估专家评审会 

12 月 21 日，中山大学召开了院系“十二五”规划总结评估专家评审会。评

审会按人文社科组、理工科组、医科组三组进行分组评估，各组评审专家认真听

取了院系负责人关于院系“十二五”总结及院系 2015 年年度工作完成情况的汇

报，细致评阅了院系“十二五”规划总结评估材料，填写了评估意见，并针对各

院系的发展情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下一阶段，发展规划办公室督查

评估处将汇总专家意见、院系代表意见、分管校领导意见及院系定量指标，并形

成学校“十二五”规划分析报告，为编制和实施“十三五”规划奠定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 2015 年 12 月 30 日中山大学新闻网） 

浙江大学新一轮一流学科建设支持计划启动 

12 月 28 日，浙江大学召开一流学科建设启动会，“高峰学科建设支持计划”

正式启动。“高峰计划”提出，浙大将在 2016—2020 年重点支持 20 个学科的发

展，作为“双一流”建设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催生重点方向、重点人物、重点

成果、重大项目，打造一批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在国际上具有卓越影响力，能

够发挥引领作用的品牌学科。2014 年 6 月以来，浙江大学筹集资金启动实施了

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计划，最终，社科、工学、信息、农学、医学领域等

20 个学科被确定为候选学科。启动会上，吴朝晖与入选高峰学科的 20 个学科负

责人一一签订了学科建设任务书。 

（摘编自 2015 年 12 月 28 日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 

【高等教育评估】 

国内高校获社会捐赠排行：清华获 100 亿居榜首 

12月 30日，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正式发布的《2016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

显示，清华大学累计接收国内外社会捐赠 101.82 亿元，雄居全国高校首位；北

京大学 67.65 亿，列第二；汕头大学 49.61 亿，居第三。报告显示，1980 年至今，

全国高校累计接收国内外社会捐赠总额高达 750 多亿，其中，100 亿以上的有 1

所，50 亿以上的有 2 所，10 亿以上的有 17 所。中国大学接受社会捐赠的多少与

其综合办学实力、教育教学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国际影响、地域优势等有直接

的关系。同济大学 40.76 亿，名列第五。 

（摘编自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广播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