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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 
2015 年第 96期（高教信息总 847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5年 11月 16日 

 

【本期特稿】 

德国研究型大学学术职位制度的历史、特点及变革趋势 

一、德国研究型大学学术职位制度的历史发展 

1810 年，洪堡以“教学与研究合一”为办学理念创立的柏林大学，开启了

研究型大学建立的先声。柏林大学创建了讲座制这一学术组织体制，大学的学术

职位通常设置为正教授、副教授、编外讲师三级。目前德国大学教师学术职位主

要分为教授和非教授两个主要层级，正教授是德国大学科研及教学的核心力量，

非教授职务的学术人员作为德国最大的学者群体，其身份则是学术雇员。 

二、德国研究型大学学术职位制度的特点 

（一）政府主导 

一战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协作共同管理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联邦主义”成

为重要的趋势。1969 年，德国修改宪法，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负责高等教育

组织的新设和扩充，相关经费由双方各承担一半。在教育经费上主要依赖政府的

供给，加之大学属于国家公共部门组织范畴的传统使得政府掌控了研究型大学学

术职位制度的话语权，教师的选择、晋升和聘任制度都体现着行政的力量。 

（二）等级分明 

德国研究型大学学术职业的基层结构是“讲座一学部”模式，以讲座教授为

核心的研究所是开展学术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讲座教授是开展学术工作的中心。

在大学内部的具体学科内，讲座教授是“没有上司的实权者”，校长、系主任和

其是平等的同事关系，不能干预教学与研究的核心活动。德国大学的讲座在内部

结构方面表现为学徒模式，即讲座教授同其他学术人员——包括学生、教学和科

研助手等之间的关系犹如行会中的师傅和学徒的关系。故德国研究型大学的职位

结构具有明显的与现代学术发展需求相悖的非民主、非理性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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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连续性 

由于德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外部晋升原则，非教授学术人员不能在同一所大学

晋升到教授，而是必须到其他大学去竞争任何可能的空缺职位，或在其任期届满

后，到另一所大学谋求一个相同的职位。与其他社会发展状况和研究传统类似的

国家相比，德国的大学没有设立明确的学术职业阶梯，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学术

职位设置是断裂的。 

三、德国研究型大学学术职位制度的变革趋势 

（一）职位权力：从集中走向分化 

近年来，德国研究型大学的职位结构发生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大学校长和系主任的地位得到加强，校务会议作用被强化，并共同负责对学术人

员定期评估；在不改变原有职位数量的前提下增设些新职位。同时，废除正教授

职位永久性的资源配置制度，引进校务咨询委员会等。通过这些举措，学术权力

高度集中于正教授的状况逐步得以改变。 

（二）职位设置：从存量变为增量 

学术职位制度过于呆板和僵化以及“人才外流”，大大削弱了德国在世界上

的学术竞争力。为扭转学术发展与创新的不利地位，德国政府主导进行了一系列

改革，以打破传统僵化的教授晋升体制，推动高校教师学术职位的增量改革。2002

年联邦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框架法草案》，启动“青年教授制度”，目的是促

成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能独立承担研究与教学任务，为年轻学者开辟更多的

职业发展空间。 

（三）职位改革：从单独转向综合 

到 20 世纪末，德国政府开始进行综合改革尝试，从改革学术职位制度人手，

辅以工资制度、教师资格制度以及大学竞争的战略，力图提高研究型大学的竞争

力。1998 年德国政府修订《高等教育总纲法》，2000 年联邦教育部颁布《21 世

纪德国高等学校服务法》，2005 年联邦教育和研究部、科学基金会发起了“卓

越计划”。2006 年，联邦与各州签订《2020 高等学校协定》，明确各自权限和

责任，实施“合作式联邦主义”，增强各州高等教育改革的权限。德国研究型大

学学术职位结构正实现由等级化到多元化，也预示着德国突出和强化研究型大学

的科研优势，踏上了谋求重返世界高等教育引领者地位的历史征程。 

（摘编自 2015年第 10期《外国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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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评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2015 年科学报告 中国研发支出升至全球第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0 日发布的报告指出，过去几年，全球研发支出整体保

持增长趋势。大多数国家，无论收入水平高低，都已认识到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可

持续增长和国家长期发展的重要性。研发投入的地理分布来看，美国占全球研发

支出总额的 28%；中国以 20%位居第二；欧盟和日本分别以 19%和 10%位列其

后。而其余 23%的研发支出来自约占全球人口总数 67%的其他国家。中国研发

支出的 75%以上来自企业研发支出。欧盟的科研人员数量占全球最大份额，约

22.2%。中国科研人员数量自 2011 年起便取代美国升至第二位，约占全球科研人

员总数的 19%。 

（摘编自 2015年 11月 11日经济日报） 

【国内高校动态】 

中航工业与中国科大共建量子技术研发中心 

中航工业与中国科技大学于 11 月 13 日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宣布将在合肥共建中航科量子技术联合研发中心。根据协议，双方将在量子技术、

微电子机械系统技术、航空大数据应用技术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入的产学研

创新合作。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发言：目前中航工业已经与 15 所院校签署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实施产学研合作创新工程，建立更加开放、高效、灵活的研

发体系，推进航空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摘编自 2015年 11 月 14日中国青年报） 

【国际战略与政策】 

荷兰高等教育国际化现况 

根据荷兰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公布的最新高等教育国际化报告显示，

2014-2015 学年，外国学生在荷兰研究型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的人数达到 62653

名，占全荷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 9%，成长显著；其中德国学生人数高居榜首，

英国学生人数增长速度最快。该协会表示，外国学生增加可归因于大量的英语学

位课程和荷兰的高品质教育，此外学费低也是吸引力之一。但是目前赴海外大学

留学的荷兰学生仅约 22800 名，荷兰未来要加强的项目是鼓励荷兰学生把握机会

赴海外研究或实习，荷兰政府并将提供多项奖学金机会。 

（摘编自 2015年《德国教育动态信息》第 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