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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 
2015 年第 95期（高教信息总 846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5年 11月 13日 

 

【本期特稿】 

慕尼黑工大创业教育实践与启示 

创业教育的蓬勃发展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变革。但当前我国高校的创

业教育依旧面临着诸多转型困难与挑战。总体来看，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水平和

层次参差不齐，缺乏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和完善的创业教育治理体系支撑。 

一、TUM 基本情况和治理结构 

TUM 是欧洲顶尖的大学之一，最早作为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学习中心，致力

于自然科学。现有 13 个学部，35000 名学生，500 多名教授。TUM 以创业型大

学为学校发展的“首要战略”，并获得首批“未来概念大学”的资助。其管理和

监督结构是垂直的， UM 的 13 个学科是水平结构，并辅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中

心。还设立了些企业研究中心在高度专业领域开展前沿工作，中心直接向 TUM

管理委员会汇报。学校主要通过 TUM entrepreneurship 综合行动计划，来不断激

励师生及校友，并唤醒他们的创业精神。 

二、TUM 创业教育的特征：独特、集成 

TUM 创业教育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独特的，集成的教导，以识别这个时代所

面临的挑战，并开发能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以激励下一代的

企业家。创业教育主要是通过管理学院和 TUM 企业家（Unternehmer）以及 TUM

众多的学科组织提供。TUM 创业教育的独特之处在于班级规模小但生源多样，

学科分布广，保证了知识可以跨国籍、跨学科边界流动。 

三、TUM 的创业教育体系：TUM entrepreneurship 

2011 年，TUM 启动“TUM entrepreneurship”计划来鼓励学校师生进行创业。

该计划重点突出，主要支持四个“未来技术”领域：信息和通信技术、医疗技术、

清洁技术和生命科学。该计划主要有四大战略要素：广泛的创业网络、与产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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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紧密的创业实践、高效衍生流程：设立专业的创业办公室、稳步推动的创业文

化。TUM 还设立专门的创业管理委员会来管理计划，委员会由 TUM 校长、分

管资源和组织的副校长、分管创业和知识产权的副校长以及 Unternehmer TUM

的 CEO 四人组成。委员会的每一层级和四个具体的战略要素均有明确的教授或

主管部门来负责。 

四、TUM 创业教育的实施环节 

1．满足不同类别学生的多样需求。 

TUM 的创业教育涵盖建立一个企业的各个阶段（STARTUM．见表 1），确

保他们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是以实践为导向，以需求为基础的。 

 

 

 

 

 

 

2．实现生源与专业的最佳匹配。 

1998 年，TUM 引入一种入学倾向性测验，目的是基于候选人的兴趣和禀赋

而确定哪些申请者最适合特定学习计划的学习。除此之外，近年来还给大一学生

开设专业概论性课程，对职业发展和专业领域前沿进行疏导。  

3．推动创业教育运行机制创新发展的长效性设计。 

TUM 的教学计划非常注意及时将最新科技成果、新近信息资料引进课程，

提高信息学在各专业教学中的地位。良好的创业传统和创新的用人机制，高水平

的教学将与高水平的研究受到同样对待，TUM 认为其最大胆的新措施就是教授

终身制，为年轻有为的学者提供和允诺了清晰、长远的职业前景，计划到 2020

年，达到 100 名。这项措施还预留了些职位专门给女性学者。 

4．一流的、跨学科的专业教师支持。 

首先，TUM 注重打造优良的师资队伍结构，学校注重从全世界范围内的大

学、企业或科研院所揽才；其次，建立 4 个跨学科研究中心， TUM 同时鼓励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注重互补和结果导向。 

（摘编自 2015年第 5期《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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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动态】 

全球创新学院首个双学位项目启动 

11 月 9 日，由清华大学携手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微软公司合作创建的全球创

新学院（简称 GIX）首个双学位硕士合作项目正式启动。这是清华大学在美国设

立的第一个实体校区和国际合作教育科研平台，标志着清华大学在国际化办学方

面迈出了重要步伐。项目每门课程都将由两所大学共同设计，并由两校教师共同

授课，双方教学资源深度融合，还将会聚优秀学子，在学生和教师、高科技企业

和大学之间建立直接合作，共同致力于跨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 

（摘编自 2015年 11月 12 日《中国科学报》） 

【高等教育评估】 

THE 发布“2016 工程技术专业百强大学” 亚洲高校地位上升 

泰晤士高等教育报于 11 月 12 日公布“2016 工程技术专业百强大学”， 26

所亚洲高校进入百强名单，同比去年增加了 9 所高校上榜。中国成为亚洲地区上

榜最多的国家，大陆地区共有 6 所高校上榜，北京大学（24 名）、清华大学（26

名）、浙江大学（47 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4 名）、上海交通大学（67 名）、

复旦大学（75 名）。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学院

上榜，分别位列 16 名、34 名、65 名和 70 名。台湾国立大学和清华大学（新竹）

上榜，分列 44 名和 84 名。美国高校仍然遥遥领先，但今年有 3 所高校跌出百强

榜单。德国是欧洲唯一一个不退反进的国家，今年共有 7 所高校进入榜单。 

（摘编自 2015年 11 月 12日最好大学网） 

【国际战略与政策】 

德国联邦教研部启动可持续发展国家教育平台 

9 月 29 日，联邦教研部部长婉卡启动了可持续发展国家教育平台。来自政、

商、科学以及社会各界的高级代表与会，旨在制定到 2017 年的有关可持续发展

国家教育行动计划。目前德国是唯一一个通过打造国家层面教育平台来实施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行动计划的国家。“我们希望从优秀个案的创新措施发展成为

有约束力的政策机制，使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各个领域及层面得以加强。”联邦教

研部将在未来三年内资助六百万欧元促进与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BIBB）的合

作，在双元制职业培训中开展可持续的教学和学习理念研究。 

（摘编自 2015年《德国教育动态信息》第 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