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经验

秦摇 琳*

一、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建立背景

二战结束后,德国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依靠良好的工业基础和较高的劳动力素质,同时

也在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支持下,德国经济很快复

苏并迅速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超过英、法
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二战前,德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职业教

育和培训体系,持续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术工人,
这也成为德国经济复兴和迅速发展的保障。 但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升级对劳动力

提出了新的要求。 企业和社会迫切需要大批拥有

良好的文化基础、既掌握理论知识又具有实践能

力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 德国原有的大学

(Universit覿t)定位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功能和目

标相对单一,专业设置以基础性学科为主,且学制

较长,获得大学文凭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无法满足

新增的社会需求。 而在大学之外,德国自 19 世纪

开始建立的很多工程师学校(Ingenieurschule)、高
级技术学院(H觟here Technische Lehranstalt)、机械

学院(Maschinenbauschule)等机构则在培养专业工

程技术人员方面有很好的基础。[1] 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产业界对于提升工程技术人员培养层次

的呼声越来越高。 同时,这一时期很多欧共体国

家已经逐步把工程师培养纳入高等教育范畴,这
也成为德国对原有的工程技术类学校进行改革升

级的动因。
从 1967 年开始,巴登—符腾堡、柏林、北莱

茵—威斯特法伦等州先后开始了建立以工程技术

为专业特色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尝试。 1968 年

10 月,联邦德国各州州长达成协定,一致同意将原

有的基础较好的工程技术类学校进行合并或改

革,建立高等专科学校(Fachhochschule),也就是

今天所说的应用技术大学,并通过师资培训、课程

改革、设备更新等使这些学校达到高等教育机构

的水平。 今天,德国所有应用技术大学中有 1 / 3
是在原有的工程技术类学院基础上建立的。

二、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历程

1976 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总纲法》正式明确

了应用技术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学术

版) 2013 年第 9 期 61 法定地位。 之后,应用技术

大学在德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学校数量

不断增加,招生规模不断扩大。 两德统一后,原民

主德国的一些高等工程技术院校也改建为应用技

术大学。 从 1993 ~ 2012 年的 20 年时间里,德国应

用技术大学的数量从 125 所增加到 214 所,远远

高于其他类型高校的数量增长。 其中,私立院校

的数量从 39 所增加到 109 所,今天已经占到所有

应用技术大学的一半。 2013 年,应用技术大学注

册在校生共 82. 8 万人,约占德国高校在校生总数

的 1 / 3。[2]

早期应用技术大学的学科设置以工程技术类

专业为主,但很快拓展到社会工作、商学等应用型

的社会科学领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信息

科学的发展,计算机技术专业在应用技术大学也

开始兴起。 进入 90 年代,为应对新兴的社会需

求,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中跨学科的应用型专业增

多,如工业工程与管理、生物工程、化学工程、应用

化学、经济法学、管理学等。 还有一些新兴的专业

得以发展,特别是非医师类的卫生健康和护理类

专业,如护理学、护理管理、护理教育学、应用健康

学等。[3]从学科大类上看,最近十年,德国应用技

术大学经济、法律和社会类专业的招生规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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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成为在校生最多的专业领域。 其次是工程

技术类专业,在校生规模也有较大增长,具体见图

2-1。 总体来说,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尽管

专业数量和类型有较大变化,但应用性始终是德

国应用技术大学专业设置的基本准则。

摇 摇 在前期发展过程中,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主要

定位于人才培养,通常不涉及科研活动,在各个州

的高等教育法规中,应用技术大学的任务被明确

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科研则被规定为是综合

性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任务。 但 20 世纪 90 年代中

后期以来,很多应用技术大学开始从事应用性科

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多的联邦

州开始将应用性科研作为应用技术大学的一项必

须的或选择性的任务。[5]

在 1998 年之前,德国综合性大学所授第一级

学位为文凭学位(Diplom,主要在自然科学领域)
和文科硕士学位(Magister,主要在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这两个学位在国际比较中通常被视为等同

于其他三级学位体系国家中的硕士文凭。 而应用

技术大学所授毕业学位(Diplom)后须加缀“FH冶,
这通常被视为应用技术大学所授文凭略低于大学

文凭的象征。 1998 年,德国对高等教育学制进行

了改革,德国综合性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都引入

了“本科—硕士冶学位体系,且不同高校类型所授

的本科、硕士学位没有地位差别,只有专业的区

分。 1999 年博洛尼亚改革进程启动之后,本科学

位和硕士学位在德国高校全面推广。 这标志着德

国应用技术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在学制、学位和文

凭认可度上的差别进一步缩小。

摇 摇 三、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人才培养:突
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导向

摇 摇 实践性和应用人才培养是德国应用技术大学

人才培养的突出特色,也是其核心的比较优势,这
体现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实习安排、师资配备

和考核等多个方面。
(一)应用性导向的专业设置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设置集中在农林 /
食品营养、工程学、经济 /经济法、社会服务、行政

管理与司法服务、计算机技术、卫生护理、设计、通
讯传媒等领域,[6] 具有显著的应用性特色和职业

导向。 这样的专业设置与应用技术大学明确的人

才培养目标相一致,并与综合性大学注重基础性

和学术性的专业设置形成良好的互补。 希望学习

基础性知识或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通常选择进入

综合性大学学习,而那些希望从事某类具体专业

性工作的学生则可以选择专业对口的应用技术大

学。 这样一种专业设置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毕

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对于德国人而言,应用技术

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只有学校定位和专业设置的不

同,并不存在地位高下或生源质量的显著差别。
(二)课程设置和授课方式强调实践性

应用技术大学开设大量的实践性课程,即使

是理论性课程的学习也注重联系实践,特别强调

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
应用技术大学很多实践性课程采用项目化教学方

式。 这类课程要求学生在学习期间完成至少一个

项目作业(Projektarbeit)。 所需的时间一般为一学

期,由 5 ~ 8 名学生组成项目小组共同完成。 项目

选题可以由教师指导完成,也可由学生自选,还有

很多时候是由学校的合作企业提出。 企业往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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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种方式来解决生产实践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并会安排专业人员与教师一起指导学生完成此类

项目课题。[7]

(三)实习是必修环节

应用技术大学在培养方案中安排有一至两个

学期的“实习学期冶 (Praxissemester),期间学生需

要进入企业或其他工作单位学习,积累实践经验。
这种实习不是走马观花的简单体验,而是真正深

入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生产和经营实践,参与

实际工作,并且多数学生会在实习过程中明确未

来毕业设计的主题。 为了让企业的实践教学和大

学的理论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学校会与企业负责

培训的人员进行专门的沟通和协调。 很多学校都

设有专门办公室,帮助学生联系实习岗位。 近年

来,部分应用技术大学还开设了“双元制冶专业,在
这些专业中,申请者首先要经过企业的筛选,获得

企业提供的培训合同和资助,方有可能被大学录

取。 双元制专业的理论教学部分在大学完成,实
践教学部分则在企业完成,分别为期 3 个月,轮流

进行。
(四)师资配备注重实际工作经验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对于教师的实践性工作经

验有特殊要求。 除了拥有博士学位,担任应用技

术大学教授还必须拥有相关领域不少于五年的实

践工作经历,并且其中至少有三年是学术性机构

之外的工作。 除了常任的全职教授,德国应用技

术大学还大量聘任来自企业界或其他社会单位的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特聘教师来校兼职授课,在
很多学校,兼职特聘教师的数量甚至远远多于全

职教授的数量。
(五)毕业设计与实践应用密接结合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有 60% ~ 70%的学生选择

在实习企业中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或毕业论

文,[8]选题通常就是该企业中的一项具体工作或

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
在完成毕业设计的过程中,除了得到大学方面相

关教授的指导之外,学生还会得到企业相关领域

专家、技术人员的辅导。 而在毕业设计或毕业论

文的评价过程中,是否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也成

为一项重要的评定标准。

摇 摇 四、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对经济发展的促
进作用

摇 摇 (一)人才培养密切结合区域产业特色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隶属于各个联邦州,主要

由各州政府管理和资助。 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设

置和人才培养也与地方经济密切结合。 例如,在
汽车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如奔驰公司总部所在的

斯图加特地区和大众集团所在的沃尔斯堡,当地

的应用技术大学都以工程制造、电子、汽车专业为

特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直接到这些企业进行实

习,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十分明确。 再如,不莱梅应

用技术大学就充分利用了港口城市的特色和近邻

空中客车生产基地的优势,大力发展航空科技、船
舶制造、航海技术等特色专业。 这些学校在相关

领域的科研实力和毕业生就业优势都十分突出。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也

同样随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进行

调整。 例如,多特蒙德应用技术大学位于德国莱

茵河流域的传统工业区———鲁尔区,依赖天然煤

炭资源优势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这一地区从 19 世

纪工业革命一直到 20 世纪中期一直都是以煤炭、
钢铁等资源型产业为特色的重工业基地。 多特蒙

德应用技术大学的前身就是建立于 1890 年的“皇
家机械工程师学校冶 (K 8 1 3 0 8 B 3 2nigliche Werkmeisters鄄
chule f俟r Maschinenbauer),1971 年改建为应用技

术大学,同样以传统的工程机械专业为特色。 但

是,随着鲁尔区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以煤炭、钢铁为核心的粗放型产业逐渐

被由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引领的资源节约型产

业代替。 特别是信息产业在这一地区有了长足发

展,多特蒙德所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计算机

及信息技术的企业超过了 11 万家,各类电信公司

有 380 多家。 配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人才需求的

变化,多特蒙德应用技术大学 80 年代以来先后开

设了一系列新的专业,目前已经形成了以电子信

息、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专业群。
由于与地方经济结合紧密,应用技术大学毕

业生在本地区的就业比例很高。 德国高校信息系

统 ( Hochschul - Informations - System, 以 下 简 称

HIS)的调查显示,毕业五年之后,应用技术大学工

程和信息科学领域的毕业生中有 57%的人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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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州就业,综合性大学毕业生中这一比例为

46% 。 在经济类专业领域,则有 48% 的应用技术

大学毕业生在本地就业,综合性大学同专业领域

毕业生中在本地就业的比例仅为 34% 。[9]另外,一
项针对巴伐利亚州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也

显示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生在本地区就业的比例更

高。 在工商管理和信息技术两个专业领域,应用

技术大学毕业生留在巴伐利亚州就业的比例分别

高达 73. 4%和 94% ,同样的专业领域综合性大学

毕业生留在本地就业的比例则分别为 62% 和 90.
2% 。[10]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应用技术大学的

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与本地区经济产业结构、劳
动力需求状况的联系更加紧密。

(二)高质量的就业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毕

业生就业率一直略高于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11]

这说明其人才培养结构符合社会和产业需求,人
才培养质量受到雇主的普遍肯定。

HIS 对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

了一系列调查。 结果显示,2005 年大约 3 / 4 的毕

业生在毕业一年之内即找到稳定的正式工作。 只

有大约 6% 的毕业生一年之后是失业状态;[12]

2001 届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生在毕业五年后有

89%都是工作状态;[13]而 1997 年毕业的应用技术

大学毕业生毕业十年之后 91%拥有稳定工作。[14]

这些数据都略高于综合性大学。 另外根据卡塞尔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以下简称 INCHER)
对 2007 届毕业生的一项调查,应用技术大学毕业

生找到第一份工作平均需要 2. 9 个月的时间,综
合性大学毕业生则平均需要 3. 1 个月。 其中应用

技术大学本科毕业生平均需要 2. 7 个月,而综合

性大学本科毕业生则需 3. 2 个月。[15] 这说明应用

技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相对于综合性大学毕业

生略小些。
除了良好的就业形势之外,德国应用技术大

学毕业生还有较好的收入前景。 INCHER 的研究

显示,2007 届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生在毕业一年半

后月净收入平均为 2950 欧元,略高于综合性大学

毕业生的 2850 欧元。 其中,应用技术大学硕士毕

业生的净收入达到 3400 欧元,高于综合性大学硕

士毕 业 生 ( 2950 欧 元 ) 和 传 统 的 大 学 文 凭

(Diplom)获得者(3100 欧元)。 HIS 的调查则显

示,毕业五年之后,2001 届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生年

平均工资达到 43000 欧元,高于大学毕业生的

42300 欧元。[16]

(三)毕业生主要服务于生产经营性部门

INCHER 的调查显示,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生在

私营部门就业的比例高达 76% ,而综合性大学毕

业生则仅有 45%在私营部门就业。 应用技术大学

毕业生在公共领域就业的比例仅为 17% ,而综合

性大学毕业生则高达 50% 。[17]HIS 对 2001 届高校

毕业生的调查也显示,毕业五年之后,应用技术大

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经济领域是服务业(51% )和
工业制造 /建筑(30% ),较少则从事教育、科研和

文化工作(7% )。 在私营经济部门,应用技术大学

毕业生受到大型企业的欢迎。 毕业五年后,2001
届毕业生中大约有 34% 的人就职于员工超过 1,
000 人的大型企业。 从毕业生所在的企业类型看,
个体企业占到 45% ,其次是跨国公司(40% )。[18]

正是由于毕业生主要服务于生产部门和第三产

业,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对于德国市场经济的繁荣

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支持性作用。
(四)推动应用性科研,促进成果转化

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主要

定位于人才培养,通常不涉及科研活动,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很多应用技术大学开始

从事应用性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方面的工作,越
来越多的联邦州开始将应用性科研规定为应用技

术大学的一项必须的或选择性的任务。[19]

与综合性大学科研不同的是,应用技术大学

的科学研究通常与企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很多

企业为应用技术大学提供研究经费,提出生产实

践和企业技术研发中的相关问题作为科研项目;
而应用技术大学则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科研平

台,帮助企业解决技术升级的问题,缩短科研成果

转化的周期。 例如,亚琛应用技术大学在一种新

型火花塞的研发过程中与多家知名企业进行合

作。 贝鲁(Beru)公司为火花塞的研发提供了购买

关键设备所需资金,同时向大学购买了该火花塞

的专利。 在其他工艺步骤上,大学还分别与英飞

凌(Infineon)、西门子( Siemens)等知名企业进行

合作。 通过这些项目,火花塞的研究对亚琛地区

的企业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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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度初德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
基于企业和社会对于既拥有良好的文化基础、掌
握理论知识又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

专业技术人员的大量需求,在原有的工程技术类

学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其 40 年的发展过程

中,在应用性导向这一根本原则指导下,德国应用

技术大学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对办学模式、专业

设置和功能任务进行了不断地改革调整。 德国

200 多所应用技术大学分散在德国各个州,与地方

经济密切结合,针对区域产业结构和社会需求设

置专业,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校管理等各

个方面与地方企业深入合作,在与企业的良性互

动中实现了双赢,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其毕业生极高的就业率和大比例的本地就业就是

很好的证明。 在今天的德国,综合性大学承担了

培养研究型人才、推动一流的科技创新、参与国际

科研竞争的任务;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则为德国

经济的生命线———庞大的制造业培养具备良好技

能的大批合格产业工人;而应用技术大学则在培

养具有良好理论知识和文化基础、同时具备专业

技能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方面树立了

典范,成为企业高层次技术人员、一线管理人员、
社会服务领域专业从业人员的重要来源。 可以

说,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建立提升了德国职业教

育的层次,丰富了高等教育的内涵,成为德国教育

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素质人力资源

的重要保障,对保持和提升德国国家竞争力具有

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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