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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6年 1月 15日 

 

【本期特稿】 

高等教育免费的挪威如何提升高校科研能力 

一、设立背景和发展现状 

挪威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9%被用于各层次的教

育，96%的大学运营经费来自国家财政，实行高等教育免费制度。挪威卓越研究

中心的设立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改革。挪威于 2003 年、2007

年和 2013 年分别设立了 13 所、8 所和 13 所卓越研究中心。 

二、遴选原则和程序 

挪威科研委员会是具体负责卓越中心遴选工作的部门，成立于 1993 年，设

立卓越中心是其提升国家科研能力的最主要方式。获得卓越中心称号的中心可得

到委员会最长 10 年的经费资助，用以重组研究团队，建立新的国内外合作关系，

从而提升挪威科研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卓越中心有单一组织型、多组织型以及虚拟组织型三种形式，申请者通常是

高校或研究所内部的一个组织，一般通过其所在院校或研究所（即主申请者）提

出申请。主申请者可以和一个或多个院校、研究所、组织及企业合作，共同搭建、

运行和管理卓越中心。这种合作形式即卓越中心组，参与院校就是组员单位。 

卓越中心申请者所准备和提交的材料必须明确 5 年内分别要实现的首要目

标、次要目标及各阶段性目标。遴选的重要依据不仅看主要科研人员已取得的成

果，更注重考察其成员进行创新性研究的科研潜力。评选第三批卓越中心时，还

考虑了如以往卓越中心创造的价值、与国内外研究者的合作情况等因素。卓越中

心遴选的程序主要包括两个环节。首先由挪威科研委员会向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

发出邀请，申请者进行非正式的申请，进入第二个评选环节的研究组准备申请材

料并提出正式申请，整个过程一般历时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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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卓越中心评估工作 

挪威科研委员会在发出申请邀请时就明确了评估时间和评估目的。评估时间

一般为中心设立后 3 年半，评估结果将直接影响和决定该中心受资助年限为一期

（5 年）还是两期（10 年）。 

评估委员会由跨学科国际专家组成，需要评估各中心的研究成果、组织管理、

第 2个 5年规划这三方面。研究成果方面，委员会重点评估其研究成果的前沿性、

原创性和质量；与国内外的合作是否增强了中心的研究能力；是否培养出一定数

量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者；是否吸引到国外优秀研究者、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

成果是否具有潜在的企业和社会效益；是否与原计划有异及其所作调整是否更有

益于研究发展；组织管理方面，评估委员注重评估该中心的管理和组织是否有助

于提升研究效率和水平；评估该中心与所在大学及其他成员间的合作关系是否融

洽，并有益于改善彼此的研究环境；中心主任是否较好地履行了研究者和管理者

的职责；中心场地和设备状况等；对于第 2 个 5 年计划的评估，评估委员会主要

分析其各个目标的原创性，研究抱负及可行性，拟采用研究方法和设备的适切性

及必要性，未来研究能否产生创新性研究成果，中心能否在该领域继续担任领跑

者，培养出来的研究人员在质和量上是否合适，中心是否采取了选聘青年研究者

的措施，人员招聘中是否使性别平等制度化，所提出的国际合作在质和量上是否

合宜，中心是否具有吸引国外杰出研究人才的魅力，中心的组织管理能否确保研

究的高效开展和成员间的良好合作关系。 

四、已有效果和影响 

截至目前，挪威已设立了三批卓越中心。委员会通过文献法、问卷调查和电

话访谈法对前两批卓越中心设立效果和产生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卓越中心的效果

和影响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卓越中心组织内部的影响，卓越中心的称号和经

费支持的确提升了该中心的知名度和声望，加强了与本校其他研究团队的联系，

大部分卓越中心对博士教育的参与度也更高，这些中心不仅扩展了与国际同行的

合作，而且新聘许多国际学者，大大提升挪威科研国际合作度和知名度；另一方

面是对组织外部研究环境的影响。增加了挪威全国科研氛围，有助于增强高校的

竞争力，实现不同任务的分配，此外，卓越中心扩展了研究方向，并建立了跨学

科研究，推动了大学和企业合作关系的建立。  

（摘编自《世界教育信息》2016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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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动态】 

天津大学首邀国际学科同行评议 

学科国际同行评议是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1 月 6

日至 7 日，天津大学首次开展了学科国际同行评议。此次评议共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学科自我评议，并初步自查不足之处；二是专家现场评议，对学科的队伍建

设、学生培养、科研水平、管理机制、支撑条件等进行调研并形成口头评议结论；

三是专家综合评议，即由专家结合学科自我评议报告及现场评议情况，对学科进

行整体评议，提出存在问题和改进建议；四是学科后续改进，即学科参照国际同

行评议结果，调整学科规划、凝练发展方向、突出建设重点，打造学科高峰。 

（摘编自 2016 年 1 月 14 日中国科学报） 

【高等教育评估】 

最好大学网发布 2016 中国高校校企合作论文排名 

根据 Scopus 提供的数据，最好大学网于 13 日公布了“2016 中国高校企业

合作论文排名”，上榜高校共 211 所，发表校企合作论文 24414 篇，较去年增长

1884 篇。该榜单中有 10 所高校校企合作论文数超过 500 篇，比去年多了 4 所。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总共发文 1459 篇，位居榜首，清华大学以 1187 篇位居第

二，上海交通大学以 909 篇位居第三，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浙江大学分别以

855 篇、833 篇位居四至五位，同济大学以 433 篇位居第十五名。校企合作论文

超过百篇的高校共有 55 所，非 211 高校共 8 所。  

（摘编自 2016 年 1 月 13 日最好大学网） 

【国外高等教育动态】 

新加坡为科学家投入大笔资金 

1 月 8 日，新加坡政府宣布，2016 年到 2020 年将在研发领域投资 132 亿美

元。这使该国的“研究创新创业 2020 计划”（RIE2020）在过去 5 年的基础上增

加了 18%。这笔开支预算中 21%的经费将会用于支持健康和生物医学研究。它

将有助于解决新加坡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另

一个优先考虑的大规模预算开支领域是制造业科技，因为新加坡试图在与中国和

印度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其侧重点将会放在提高航空、电子、化学、制药以及海

洋等领域，此外还包括在自动化领域和增材制造领域的跨学科技术研究。 

（摘编自 2016 年 1 月 14 日《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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