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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大学科研管理机制研究及启示

杨红斌，１　荆秀艳２　王鹏飞３

（１．长安大学科技处，西安 ７１００６４；２．西安科技大学地质与环境学院，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３．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部，埃德蒙顿 ６Ｇ２Ｒ３）

摘　要：加拿大大学在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从科研管理体系、经费管理

模式、国际合作交流、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及成果转化等五方面对其科研管理体制进行梳理及分析，

并立足我国高校科研管理现状，从科研管理运行体系、科研管理服务团队、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科研

国际化等四个方面进行思考分析，建议我国高校在科研管理改革实践中应该以学院为中心，构建以

“学院科研团队研究机构”三位一体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系；通过多种途径加强管理团队服务意

识和服务能力建设，提高科研活动服务水平和质量；逐步完善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导向的科研成果

管理体系，建设专业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服务机构，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撑与服务体系，推动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创新国际合作模式，多形式引进高水平的国际智力，开展国际重大项目合作攻关，

提升我国高校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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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作为人才的汇集之地，承担着科学研究

与社会服务的重要任务。随着“双一流”建设战

略的不断推进，科研作为高等学校重要职能之一，

成为了我国高校在改革创新中关注的核心和焦

点。科研管理作为科研活动的保障机制，其优越

性决定了高校在科研成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只

有加强科研管理，建立行而有效的科研管理机制，

才能有效激发各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取得更加

丰硕的科研成果，更好地促进高校科研发展。加

拿大十分重视在科研领域的发展，特别是高校的

科学研究。加拿大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经历了长

时间的改革与发展，在管理模式、经费保障、合作

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以加拿大大

学在科研管理机制上的先进案例为依据，从科研

管理体系、经费管理模式、国际合作与交流、科研

人才队伍建设及成果转化等五个方面对加拿大大

学科研管理进行梳理及分析，进而对我国高校科

研机制给出相应建议，以期对我国高校科研机制

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　加拿大大学的科研管理机制

加拿大的高校主要分为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９８

所）、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１５０多所）、社区学院（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２００多所）三类［１］，各有严格的定位，

只能培养与自身学校类型相匹配的学生。其中，

大学同时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可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学院只能招收本科

生，授予学士学位；社区学院则主要提供职业培



２０２０年８月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科技创新案例

ｗｗｗ．ｇｌｏｂｅｓｃｉ．ｃｏｍ 第４７３　　 页

训，为成人和职业中学毕业生提供继续教育，只能

提供文凭类证书，不能授予学位。虽然三类高校

都可以通过联合培养、学分互认等方式为学生提

供多样选择和进入综合性大学深造的机会，但学

院和社区学院本身主要承担职业教育的职能，几

乎没有科研功能［２］，而大学则兼顾教育和科研。

成立于１９０５年的加拿大麦克林杂志多年来

根据学校类别、科研资金级别、学科多样性以及研

究生教育与教育专业设置的广度与深度，将加拿

大大学分为医博类大学（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ｉｅｓ）、综合类大学（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和基

础类大学（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三类。其中，

医博类和综合类大学都是以培养高级科研人才、

承担各种科研活动为主的研究型大学，相比医博

类大学，综合类大学通常历史较短，硕士和博士学

科专业开设并不全面；而基础类大学大都从事本

科生教学，是兼顾少量科研的教学型大学，研究生

教育不作重点［３］。

加拿大医博类和综合类大学科研管理体制在

管理体系、科研项目和经费、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

转化等方面的管理经历了经过多次变革，已经形

成了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而基础类大学的科研

仅仅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并未形成独立的有特

色的科研管理体制，因此在本文中就不做赘述。

１．１　科研管理体系

加拿大联邦政府除了给予大学巨额科研经费

资助之外，几乎不参与大学的科研运行与各项管

理工作，大学的科研管理由各校自主实施。在科

研管理体系上，加拿大大学科研管理由校级和学

院（研究机构）两个层面组成，校级层面侧重规划

与顶层设计，一般由一名副校长整体统筹管理学

校科研工作，下设助理、科研管理相关办公室；学

院是各项管理权限的重心，由负责科研工作的副

院长、科研秘书、各系室主任管理。副校长助理及

科研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责是帮助研究人员争取项

目和资金，协助科研活动全过程管理，包括帮助科

研人员开展合作，审核并提交项目申请书和建议

书，应用并再开发科研系统、流程及各种服务，改

进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以及确保各

方的责任义务等；学院（研究机构）负责科研活动

中的各项具体管理工作［４］。

图１　加拿大医博类大学科研管理体系

医博类大学学科门类齐全（一般都设有医学

院），可以授予绝大数学科的博士学位，科研能力

很强，大多数都世界闻名，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麦吉尔大学、阿尔伯塔大学都具有很
$

的科学研

究水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承担了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６０％的科研项目。医博类大学的

科研由副校长整体负责（图１），根据不同专业和

学科设置了分管协理副校长［５］，协助科研副校长

进行科研规划与政策的决策；科研副校长领导下

的科研副校长办公室是校内最高的科研管理和决

策部门，统管全校科研活动、政策制定，同时直接

管理科研合作、学术道德以及跨学科的重点科研

机构；科研副校长办公室下设科研服务办公室，是

全校科研活动的核心管理部门［６］，办公室下设科

研合同、科研项目、科研成果、法律服务、财务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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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等业务管理部门以及科研奖励办公室和技

术转移中心。同时，还设置了各学科的综合机构

（如各学科办公室），协调学校和学院（研究机构）

层面的科研业务对接；在有的大学，各个学院还设

有提供科研促进服务的科研促进员（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ａ

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是学校上级管理机构与具体科研人员

有效沟通的纽带，负责落实主动服务科研人员的

各项有效措施。

图２　加拿大综合类大学科研管理体系

综合类大学具有突出的学科研究特色，专业

集中，也拥有大量研究项目，如西蒙菲沙大学、维

多利亚大学、滑铁卢大学、温莎大学、约克大学等

都各具特色。综合类大学的科研副校长是决策

者，下设的各业务管理部门主要从政府管理、社会

各界等方面为教师开展科研活动提供帮助与服

务［７］；科研管理体系也是由一位分管科研工作的

副校长整体负责，副校长办公室下设对接政府、媒

体及科研服务３个办公室；与政府、媒体对接的办

公室主要协助教师争取科研项目与经费、参加学

术活动以及发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科研服务办

公室下设人文和理工学科办公室，主要是为教师

开展科研活动提供各类服务以及与学校其他部门

之间协调。学院（研究者中心）层面，由科研副院

长或者研究中心负责人整体协调，设有科研副院

长办公室或者研究中心科研管理专职岗位，为科

研活动的开展提供全过程服务。

１．２　经费管理模式

加拿大大学的科研经费大部分来自联邦政

府，主要通过健康研究基金（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ＩＨＲＦｕｎｄｉｎｇ）、自然科学和工程

研究基金（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Ｆｕｎｄｉｎｇ，ＮＳＥＲＣＦｕｎ

ｄｉｎｇ）、社会科学及人文研究基金（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Ｆｕｎ

ｄｉｎｇ，ＳＳＨＲＣＦｕｎｄｉｎｇ）［８］（下称“三大基金”）提供

经费，以支持各自领域的科学研究［９］。除此之

外，政府还设置了加拿大联邦政府科研支持基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ｕｎｄ，ＲＳＦ），用于支付大学及

其附属科研机构在科研过程中产生的设施维护、

科研管理、信息运营、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费用等

间接成本。ＲＳＦ保证了加拿大政府对重大研究投

资的效率，为加拿大大学和科研院所研究项目的

顺利实施提供了物质和后勤保障。同时，大学的

科研经费既有政府拨款也能够得到企业的支持，

但是出于独立性考虑，大学教师并不愿意承担来

自于企业的横向项目，以免导致自己的研究成果

的公正性受到质疑或影响。

加拿大大学的科研经费实行自主管理，由学

校根据自身体制结构特点实行校级、院级、系级分

权的财务管理体制。其中又以院级财务管理为

主，经费被分配至各学院后，由所属学院自主安排

和使用，院级经费的７０％用于科研人员和专业技

术人员的薪酬支出，项目开销由学院自行审核，保

证了较强的科研经费配置主导权，发挥了学院及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保障了经费的“专款专

用”［１０］；校级经费（平均占比４５％）主要用于学校

科研基础设施的购买、维修、维护，以及学校为科

研工作人员提供的各种服务，如数据库购买、正版

软件购置、知识产权转化等；占比约１０％的系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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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用于科研日常管理、服务支出，如仪器设备的

维修与保养等。

１．３　国际合作与交流

加拿大大学基本形成“整体规划，主管部门

重视，专人具体实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机

制。研究型大学都会制定单独全面的国际合作交

流战略计划［１０］，计划内容一般包括留学生教育与

培训、国际推广、国际校友关系、国际科研合作、国

际资助等方面。阿尔伯塔大学参与了６００余份国

家合作协议，涉及８０多个国家的院校［１１］，包含科

研服务协议、留学生项目、合作交流项目、奖学金

项目等方面。滑铁卢大学在２０１７／１９这２个财年

获得的国际科研资金总量达到３９６０万加币，其主

要来源是该校科研人员在国外获得的科研资助以

及多年资助项目中落实到２０１７／１９这２个财年的

数额，其主要国际资金来源国为美国，占总额的

６９．４４％［１２］（图３）。２０１８／１９年，滑铁卢大学外派

学生总数达到１２３５人，是２０１３／１４年的近４倍。

该数字涵盖了除海外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项目

以外的本硕博阶段学生赴海外参加的各种项目，

涉及大约６３个国家和地区［１３］。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ＵＢＣ）与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欧盟等多

国或组织均有合作交流项目［１４］。此外，ＵＢＣ还依

托国际交流项目在海外融资用于科学研究并积极

吸纳海外优秀留学生，扩大自身影响。基于此，在

整个北美洲基于科研成果而成立的公司数量，

ＵＢＣ名列第三［１５］。

加拿大大学普遍重视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管

理体系相对独立，一般由主管副校长统管，副校长

办公室整体协调，下设的国际部或国际项目办公

室负责具体实施，为各类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提供

服务；大学一般还设置了统筹和评估国际化发展

的专门部门，对国际交流合作的方向、经费支持、

图３　滑铁卢大学国际研究资金来源

Ｆｉｇ．３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Ｆｕ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ｌｏｏ
活动影响以及项目可行性等事项进行评估把关。

如滑铁卢大学成立了“国际关系顾问委员会（Ａｄ

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ｏｎｓ）”［１６］，定期向校长理事会和董事会提出学校

国际化发展方面的建议；曼尼托巴大学设立了由

各学院院长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Ｔｈｅ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ｕｎｃｉｌ）”，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学

校国际交流项目的可行性。

加拿大大学积极搭建国际合作交流服务平

台。大部分研究型大学都建立了具有完备数据库

的国际化信息系统和成熟国际化网站，并有专职

人员及时更新国际合作交流方面的信息，为科研

人员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１７］。

同时，各个大学都有相关规章制度和管理程序来

考核学校研究人员的国际研究活动参与情况，在

教师聘用和年度考核制度中都设置了国际化指

标，包括国际学术交流参与情况、国际合作项目与

经费、国际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国际学术与科研

奖励、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

加拿大大学注重与其他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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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美国、英国、日本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

家是加拿大大学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理想之选。

此外，近些年加拿大大学在卫生、水资源及能源领

域还与非洲等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科研合

作。阿尔伯塔大学确定了以中国、德国、印度、巴

西、墨西哥、美国五个国家作为国际科研合作的重

点对象，建立了以一个优势学科为引领，启动国际

合作后再挖掘和拓展其他学科领域的后续合作研

究［１８］。如，阿尔伯塔大学与清华大学在北京建立

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当首期能源环境合作项

目顺利完成后，以此为基础延伸出油砂水管理等

六个不同方向的后续合作研究。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魁北克大学、皇后大学先后在香港、巴黎和上

海复旦大学建立了办事处，负责与这些地区的相

关部门联络，进而建立战略研究伙伴关系，同时也

加强了与该地区学术部门、政府部门以及私营企

业之间的对接交流。

１．４　科研人才队伍建设

加拿大政府和大学都非常重视科研人才特别

是高水平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在政府层面，为保

证加拿大在科研领域始终处于世界一流的地位，

加拿大政府先后设立了“首席科学家计划”、加拿

大优秀首席研究员计划、凡尼尔加拿大研究生奖

学金计划、班廷博士后奖学金［１９］等人才计划项

目，依靠丰厚的待遇条件吸引全世界在科研各领

域有成就、有前途的人才前来加拿大进行科学研

究，帮助加拿大大学及其附属科研机构成为世界

一流的研究中心并取得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在学校层面，主要采取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

方式建设有利于本校学科占据世界高水平行列的

人才队伍。人才引进一般由学院院长综合考虑各

系的学科声誉及学院发展提出引进人才设想，并

组建由副院长、系主任、教授代表组成的遴选委员

会；该委员会研究通过后，将引进计划提交校人力

资源部，由其在全球有影响力的科研媒体上发布

引进招聘公告；接收到应聘材料后，由系主任按照

大约１０％的比例初选，再由遴选委员会按照５０％

左右的比例确定面试人员。面试一般安排两天时

间，内容包括讲述自己科研方向与研究设想、与所

有遴选委员见面交流，在这期间，有的学校还要进

行同行评议，并听取系内其他科研人员意见，综合

考虑后由遴选委员研究确定拟引进人选提交院

长，最后，由院长确定聘任人员及其工资、福利待

遇。人才培养方面，各个大学都根据自己学校的

学科特色制定了不同的培养方案与做法，大多数

会把承担重点重大科研项目作为培养人才尤其是

创新型人才的最有效手段［２０］。最具普遍性的培

养方式是政府、企业、高校共同参与的产教研融合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加

拿大数字媒体中心合作项目”及“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合作项目。前者是由企业、政府和加拿大

加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艾米丽卡

尔艺术与设计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理工学院四

所高校共同组建的产教研融合平台，可以向教科

研人员及部分具有巨大科研潜力的学生提供优质

科研项目及实践学习机会；后者是加拿大大学普

遍实行的科研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指学生和青年

教师可以通过学校申请进入加拿大的相关企业进

行实践锻炼［２１］，为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提供将

学习与实践融合的平台，促进产学研相互结合，保

证大学师资有高水平的后备力量。另外，加拿大

大学实行学术休假制度，以便让教师有充足的时

间用于提高学术水平。在此期间，教师通常会进

行学术研究与访问以提高他们的技能和实践水

平。同时，学校也为教师提供在假期到世界各地

高校进行交流、科研活动的机会，为提高教师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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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科研水平创造有力条件。

１．５　成果转化模式

在加拿大大学中，只有研究型大学开展成果

转化工作，且都非常注重自身的知识产权和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各校针对联邦政府“促进经济发

展”的号召，均设有技术转让办公室或者类似部

门，专门收集最新科技成果，和企业界、社会集团、

行业资助人等联系，鼓励多方参与，申请专利并尽

最大可能转化。

同时，大学和政府合作成立科技成果转化与

企业孵化中心等平台，大学教师可通过这些平台

转让技术、开发产品，也可根据企业需求设立学生

毕业设计（论文）课题，使得教学内容实用化，更

具有针对性。政府对这一类协同创新平台的管理

制度已趋于成熟，在国家、省、市三个层面均有相

关的管理条例。如，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ｂｅｒｔａ与埃德蒙

顿市政府合作共建了成果转化与企业孵化中心

（ＴＥＣＥｄｍｏｎｔｏｎ）［２２］，依托政府资源条件，将大学

科研成果成功转化为具有实际社会效益的创新企

业。据２０１８年 ＴＥＣ年度报告显示，在过去７年

中，ＴＥＣ共孵化３７３家企业机构，创收１０亿多加

元，年度机构存活率高达 ９７％；其中仅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就孵化出１１１家机构，总创收１．０９亿加

元，一年后机构存活率同样高达９７％ ［２３］。

另外，为促进企业和高校科研人员之间增强

了解，实现知识产权交易，各校积极搭建科技信息

交流平台。如哥伦比亚大学于２００３年创立Ｆｌｉｎｔ

ｂｏｘ信息平台，吸引了众多高校参与。截至２０１８

年底，Ｆｌｉｎｔｂｏｘ信息平台的注册用户已有１７０００余

人，近３００００余项科研成果通过该平台得以转化。

根据国际较为权威的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全

球创新指数》《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创新报告》

《世界知识产权指标》《国际知识产权指数》［２４，２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报告来，加拿大的创新能力一直排

在前２０位［２６，２７］（表１），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较

强；而根据加拿大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大

学的科研活动近年来平均占全国的３６％以上，而

且承担了国家的大部分基础研究；科研项目的国

际化程度不断提升，大学的国际研发活动比例由

２０００年的８４％上升到了２０１８年９５％以上；教师、

研究生甚至本科生的科研参与率逐年提高，“首

席科学家计划”中７０％以上的教授和研究员来自

加拿大大学；科研成果管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

就，特别加拿大排名前十的大学，其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大部分来自发明创造和专利［２６］。由此，加拿

大大学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有效地激发了大学的

创新活力，使得加拿大大学的科研创新得到了快

速发展，为加拿大国家研发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

表１　加拿大在国际较为权威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中

的排名

报告名称 发布单位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全球创新指数

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美国康奈尔大
学、英士国际商
学院

１８ １８ １７

全球竞争力
报告

世界经济组织 １２ １２ １２

世界知识产权
指标

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

９ ９ ９

国际知识产权
指数

美国商会全球知
识产权中心

１９ １９ １９

２　思考与启示

加拿大大学的科研管理体制是基于以科研为

核心的数次科技、人才和教育改革形成的，与我国

高校的科研管理有诸多相似之处。医博类和综合

类大学的科研管理体系都体现了加拿大大学在科

研管理体系上的全面化、科学化、层次化，这超越

了国内高校科研处（或科研院）以项目、成果、基

地等为重心的结构特点，显得更加有力，正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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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全方位多层次的管理组织结构下，加拿大科研

服务部门才能够为全校科研工作者提供更为深入

细致的支持性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以“放管服”为核心围绕

科研项目、经费、行为、平台管理、科研人员以及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各高校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积极开展科研管理体

制机制改革，加拿大大学的科研管理实践和成熟

的经验可为我国高校科研管理改革实践提供思路

启迪。

１）突出学院中心地位，完善科研管理运行

体系

我国高校和加拿大大学相似，科研管理体系

也是校、院二级管理。加拿大大学的科研管理在

学校层面只负责宏观规划与顶层设计，科研活动

的各项管理权限基本都在学院（研究中心），而且

教师可通过各种专业委员会和董事会参与学校的

日常管理决策，学生成员在董事会中占到将近

３０％，这样的管理体系更有利于调动学院和教师

的积极性。

我国大多数高校学校层面是由科技处（科研

院）统一负责实施，学院和研究机构按照科技处

（科研院）的安排完成各项管理任务，没有自主决

策权限，这种管理体系虽然决策程序民主集中，便

于快速布局与反应，但相应地会带来积极性不高、

办事效率低等问题。对此，我国高校科研体制改

革的过程中，应逐步构建以“学院科研团队研究

机构”三位一体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系，最大限

度地向学院和研究机构下放各项决策权限，特别

是经费和绩效考核权限，而不只是下达任务和指

标；在学院和研究机构设置专职科研管理岗位

（目前，很多高校的科研副学长还分管其他工作，

科研秘书多为兼职），促进形成校、院（研究机构）

两级科研管理服务队伍的联动机制；同时，在进行

各项政策制定的时候，要广泛听取一线科研人员

的意见和建议，充分了解其诉求、调动其积极性。

２）强化管理服务团队建设，提高科研活动服

务水平和质量

加拿大大学科研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就是为

科研活动提供服务，从而让研究人员将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投入研究。大学会设立各级各类科研管

理服务专门机构，在科研全周期为教师提供相应

的咨询和服务。

过去一段时期，我国高校科研管理受行政化

思维主导［２７］，存在着“重管理，轻服务”的弊端。

对此，我们应强化科研管理服务团队建设，构建一

支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了解学校科研领域、熟悉

高校科研规律、充满活力的管理服务团队，以便为

科研人员开展各类科研活动提供法律咨询以及财

务、信息、社会协调沟通等方面的高质量服务。同

时，高校应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从制度和规范管理

入手，通过教育引导、定期外派学习先进管理经

验、专题培训、服务效能考核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

方式，强化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加强科研管理信

息化建设，利用“一站式”服务平台等方式来实现

高校各部门间科研资源与信息的传递与共享［２８］，

使得各类科研业务实现“网上办”“马上办”。

３）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成果管理模式，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加拿大研究型大学一般都设有技术转移办公

室或者类似部门，在研究人员和企业之间建立通

畅的沟通渠道；在专利申请方面，这些机构联合社

会专业机构和企业对拟申请专利的成果进行审核

评估，只有被评估认定为有较好市场前景的成果

才资助成果完成人申请专利，因此，加拿大大学的

科技成果转化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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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通过调整政策和收益分成等激励措

施来鼓励科研人员做好成果转化的做法，显然是

不够的。对此，我国高校应从科研成果管理的源

头抓起，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科研

计划和方向，围绕市场需求做好成果培育，建设集

研发、中试、转化、众创为一体的创新平台，打通基

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与产业化链条；成立

专业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服务机构，完善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支撑与服务体系，由专业人员协助教师

做好成果转化，围绕市场需求和社会需要遴选成

果，最大限度发挥科研潜力，真正推动行业与社会

经济发展。

４）创新国际合作交流模式，提升高校科研国

际化能力

目前，我国高校开展科研“走出去”，主动参

与国际科研项目、参加国际合作交流的力度仍然

不足［２９］。加拿大大学一般都在其它国家或地区

的研究机构建立学校层面上的办事处，帮助本校

研究人员与当地相关部门进行产学研对接和联

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主动为广大科研成员开展

国际合作交流寻求机会。

我国正在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各

高校应该抢抓国际化建设的历史机遇，创新国际

合作模式，多形式引进高水平的国际智力，与世界

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共建跨学科研究中心以及人

才培养基地，实现人员、资源和信息国际交融，开

展国际重大项目合作攻关；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

术会议，不断提升优势特色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借

助国际教育资源，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

创新人才；同时，要主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研究与

合作、建立海外研究中心，立足本校科研特色寻求

优质的合作伙伴，大力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国际前

沿性的合作研究，使科研人员有机会与世界顶尖

高校和科研机构共享创新成果和研究经验，创造

具有国际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提升我国高校的国

际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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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Ｄｅｇｒｅｅｇｒａｎｔ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００

ｔｏ２０１８，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ａｎａｄａＷｅｂｓｉｔｅ［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１２４）［２０１９１２２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１５０．

ｓｔａｔｃａｎ．ｇｃ．ｃａ／ｔ１／ｔｂｌ１／ｅｎ／ｔｖ．ａｃｔｉｏｎ？ｐｉｄ＝３７１００

０２７０１：Ｄｅｃ１２，２０１９．

［３］ＷＡＬＫＥＲＪ．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Ｃａｎａｄｉ

ａ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８

（１８６）：２３２６．

［４］ＣＲＥＳＯ．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

ｉｃｙ，２０１０（３）：３３３３５７．

［５］Ａｎｏｎ．ＭａｒｉｏｎＨａｇｇａｒｔｙＦｒａ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１０１

［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８２０）［２０１９１０１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ｕａｌｂｅｒｔａ．ｃａ／ＬｅａｒｎＡｂｏｕｔＧｏｖｅｒ

ｎａ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１０１．ａｓｐｘ．

［６］ＪＯＮＥＳＧＡ，ＳＨＡＮＡＨＡＮＴ，ＧＯＹＡＮ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１，７（２）：

１３５１４８．

［７］ＢＲＵＣＥ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Ｅ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Ｆｅｄｅ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Ｔｏｒｏｎ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ｒｏｎ

ｔ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８］ＡＵＣＣ．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ｎ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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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８０　　 页 ｗｗｗ．ｇｌｏｂｅｓｃｉ．ｃｏｍ

ｎａｄ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ｍｉ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Ｏｔｔａｗａ：ＥＲＩＣ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５．

［９］Ａｎ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ｂｅｒｔａ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８２９）［２０１９１０１３］．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ｕａｌｂｅｒｔａ．ｃａ／ｗｈｙｕａｌｂｅｒｔ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ｂｏｕｔｕａｉ／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０］叶子．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分析及启示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４２０）［２０１９１０１３］．ｈｔｔｐｓ：／／

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ｃ８７６１８９ｃ０８１２ａ２１６１４

７９１７１１ｃｃ７９３１ｂ７６５ｃｅ７ｂｅ５．ｈｔｍｌ．

［１１］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ＥＢ／ＯＬ］．

（２０１０６２５）［２０１９１０１３］．ｈｔｔｐ：／／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ｕ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ｃａ／２０１０／０６／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ｕｐｄａｔｅ／．

［１２］ＤＡＶＩＤＭ．ＣＡＭＥＲ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Ｃａ

ｎａｄｉ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４５（２）：１４５

１７４．

［１３］Ａｎｏｎ．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ＰａｎｅｌｏｎＣａｎａｄ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ｋｅｙＤｒｉｖｅｒ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ｓ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７２１）［２０１９１０

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１．ｇｃ．ｃａ／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１４］Ａｎ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８１９：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６４）

［２０１９１０１３］．ｈｔｔｐｓ：／／ｕ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ｃ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８／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２０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ｓｎｅｘｔ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２０１８１９ｉｎｔｅｒｉｍ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ｏ

ｍｉｎ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ｉｎｇ．Ｄｅｃ．１２，２０１９．

［１５］Ａｎ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Ｇｌｏｂ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８１９：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６４）［２０１９１０１３］．ｈｔｔｐｓ：／／ｕｗａｔｅｒ

ｌｏｏ．ｃ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８／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２０ｗａ

ｔｅｒｌｏｏｓｎｅｘ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２０１８１９ｉｎｔｅｒｉｍ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Ｄｅｃ．１２，２０１９．

［１６］ＢＩＧＧＳＭ，ＰＡＲＩＳＲ．Ｇｌｏｂ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ａｎａ

ｄｉａｎｓＥｑｕｉｐｐｉｎｇＹｏｕｎｇ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ｓｔｏＳｕｃｃｅｅｄａｔ

Ｈｏｍｅ＆Ａｂｒｏａｄ［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４１２］．

ｈｔｔｐ：／／ｇｏ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ｎａｄａ．ｃａ／．

［１７］ＫＮＯＢＥＬＭ，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Ｊ］．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３８（３）：４０５４２４．

［１８］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ＥＢ／ＯＬ］．

（２０１０６２５）［２０１９１０１３］．ｈｔｔｐ：／／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ｕ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ｃａ／２０１０／０６／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ｕｐｄａｔｅ／．

［１９］乌云其其格．２１世纪加拿大人才开发战略与政

策措施［Ｊ］．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２０１２，３４

（５）：８７０８７４．

［２０］蔡固顺．访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科研综改的

思考与借鉴［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３１０）［２０１９１０

１３］．ｈｔｔｐｓ：／／ｉｎｆｏ．ｘｉｄｉａｎ．ｅｄｕ．ｃｎ／ｉｎｆｏ／１０１０／

８８０６．ｈｔｍ．

［２１］Ａｎｏｎ．ＴｈｅＣａｎａｄ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ａｉｒ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Ｂ／

ＯＬ］．（２０１９０８０１）［２０１９１０１３］．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ｃｈａｉｒｓｃｈａｉｒｅｓ．ｇｃ．ｃａ／ａｂｏｕｔ＿ｕｓａ＿ｎｏｔｒｅ＿ｓｕ

ｊｅｔ／ｉｎｄｅｘｅｎｇ．ａｓｐｘ．

［２２］ＴＩＥＳＳＥＮ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ｎＰｏｓ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１８，７（３）：１１０．

［２３］Ａｎｏｎ．ＴＥＣＥｄｍｏｎｔｏｎ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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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ｇｌｏｂｅｓｃｉ．ｃｏｍ 第４８１　　 页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３１０）［２０１９１０１３］．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ｔｅｃｅｄｍｏｎｔｏｎ．ｃｏｍ／ａｂｏｕｔｕ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ｔｅｃｅｄｍｏｎｔｏｎ．ｃｏｍ／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８／１１／

Ｔ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ＦＩＮＡＬＳＰＲＥＡＤＳｉｌｏｖｅ

ｐｄ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ｐｄｆ．

［２４］漆苏，刘立春．基于全球典型创新指数的中国

创新能力分析［Ｊ］．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２０１８，４０（１）：７１８４．

［２５］许海云，张娴，张志强，等．从全球创新指数

（ＧＩＩ）报告看中国创新崛起态势［Ｊ］．世界科技

研究与发展，２０１７，３９（５）：３９１４００．

［２６］张玉霞．加拿大高校科研管理变革研究———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Ｄ］．天津：天津师范大

学，２０１８．

［２７］杨舒然，杨洋，包崇许．加拿大产教融合的创新

人才培养研究［Ｊ］．现代教育技术，２０１９，２９

（０１）：１２０１２６．

［２８］韩仁瑞，范君君．信息化背景下高校科研管理

“一站式”服务平台构建和服务策略研究［Ｊ］．

科技与创新，２０１９（１４）：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３．

［２９］程莹，张美云，俎媛媛．中国重点高校国际化发

展状况的数据调查与统计分析［Ｊ］．高等教育

研究，２０１４，３５（０８）：４６５４．

作者的贡献说明

杨红斌：整体架构论文与撰写；

荆秀艳：查阅相关文献，研究我国高校科研管理的现

状，论文修改；

王鹏飞：为论文的撰写查阅资料，提供相关统计数

据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

针对 ＤＮＡ合成的生物安全活动建议

从２００２年科学家展示了创建完整病毒基因组的方法以来，ＤＮＡ合成技术已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其应
用也日渐广泛。ＤＮＡ编辑和合成的新方法使操作生物制剂和系统变得更加容易，发生灾难性意外事件或蓄
意发生生物事件的风险增加。防止恶意行为者有意或其他用户无意中滥用 ＤＮＡ合成技术来制造病原体或
毒素ＤＮＡ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核威胁倡议协会（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ｈｒｅａ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ＮＴＩ）和世界经济论坛（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ｕｍ，ＷＥ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发布《生物安全创新和减少风险：可获取、安全和可靠的 ＤＮＡ合
成全球框架》报告，收集了一系列全球公共和私营部门专家的意见，提出了标准化的筛查方法以应对相关威

胁。

报告建议同时开展两项活动：由多方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技术联盟应尽快开发 ＤＮＡ序列筛选的通用机
制；同时，应成立一个新的全球实体来监督联盟，并帮助其将ＤＮＡ序列筛选建立为全球规范，这既可以作为
现有国际实体的新任务，也可以通过创建一个新组织来承担此任务。ＮＴＩ和世界经济论坛将召集政府、公司
和国际组织的高级领导人，以探讨该组织的选择。一旦建立，该国际实体将在技术联盟的支持下，与各方合

作来支持ＤＮＡ序列筛选通用机制的认可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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