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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深

入，人类迎来了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为基础，以

生产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工

业 4.0”时代。全球制造产业正从传统生产迈向

绿色化、智能化和服务化。制造业是立国之本、

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为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

国，2015 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

全面实施和推进制造强国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是

国家部署建设的区域发展新引擎，其战略目标是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

群。广东是制造业大省，正以智能制造为核心和

主攻方向，加快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等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建设以穗莞深港科技走

廊为重点支撑的全国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争创制

造业发展新优势。高校处于科技第一生产力、人

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高等学校

尤其是理工科大学必须紧密对接湾区制造业发展

需求，以培养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为核心使命，

服务、支撑区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全

面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创新发展对
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提出迫切需求

制造业创新发展是实现将粤港澳大湾区打

造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支撑

点。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深刻指

出，从大国到强国，实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

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

关键，先进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人才是第一

创新资源，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

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工程科技人才。当前，大湾

区产业结构从技术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换，对

人才的科技知识储备、工程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工程院发布的“工程科技人

才培养研究”提出，我国对工程科技人才的需求

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主要需要“理论 + 技术实践 +

多专业知识交叉”型、“理论 + 技术实践 + 创新

设计”型和“理论 + 技术实践 + 创业与市场能力”

型等三类工程科技人才。理工类高校尤其是工科

院校是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主力军。粤港澳大湾

区拥有一批高水平、多类型和层次化的高校，培

养了一大批工程科技人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但整体上

在内涵式发展、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等

方面仍存在较多的问题，还难以适应和支撑制造

强国建设目标。就广东高等教育来看，据有关研

究表明，广东虽然在校工科本科学生超过 30 万人，

工学就读人数居全国第一，但就工科整体实力而

言，广东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有较大差距，广东

省进入工科 100 强的高校仅有 2 所，排在全国 10

名以后，并且工科实力较弱，工科学生集中度低；

专业布局不合理，珠三角地区过于集中；专业种

类结构极度不合理，仅占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的

56%。[10] 

湾区制造业，广东是主力军。按照国家发改

委和粤港澳政府联合发布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

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广东承担着“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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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

的主体功能。但有关研究显示，广东省制造业整

体仍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底端，目前拥有自主核

心技术的制造业企业不足 10%，关键技术和零部

件 90% 以上依赖进口，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

80% 以上市场份额被国外产品占领，“缺芯少核”，

产业层次不高。[10] 广东要实现先进制造业发展跨

上新台阶，加快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成

为全国智能制造发展示范引领区和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区，全面支撑引领粤港澳

大湾区制造业创新发展，亟须推进工程科技人才

供给侧改革，加快培养先进制造、智能制造急需

的各类工程科技人才。

二、坚持制造业需求导向，重塑工程
科技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人才培养目标具有社会性、动态性、差异性

等特征。工程科技人才分为以研究为导向、在工

程科学方面做出知识发现的学术型人才和以解决

实际工程问题为导向、在工程技术方面进行实际

应用的应用型人才。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目标的确

定源于高校对外部产业需求的反向追溯。外部产

业需求至少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共性意义

上的产业需求；二是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所面

临的差异化外部产业需求。就全球范围而言，制

造业正从传统迈向绿色化、智能化和服务化；从

我国情况看，为了建设制造强国，当前正全面深

入实施和推进《中国制造 2025》，这些构成了全

国及粤港澳大湾区所有理工类高校需要共同面对

的制造业发展需求背景。同时，作为制造业大省，

广东在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过程中，制造

业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定位，即使对于省内的不

同城市而言，在制造业发展中的定位也各不相同，

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粤

港澳大湾区高校面临的制造业需求环境又具有鲜

明的个性特征。对此，“新工科”建设“复旦共

识”就针对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提

出了不同的要求，如工科优势高校主要培养工程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人才；综合性高校主要培养

科学基础厚、工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

地方高校主要培养大批具有较强行业背景知识、

工程实践能力、胜任行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和技

术技能型人才。此外，就人才培养的基本标准而

言，工程实践能力、学科交叉能力、创新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人文素养、社会责任等是工程科

技人才应具备的核心素质和能力。因此，粤港澳

大湾区理工类高校应综合考虑制造业创新发展需

求的共性、特性，结合高校自身条件和区位实际，

合理确定适切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目标。

在另外一个层面，全球化背景下的制造业需

求本身又具有动态性。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逐

步推进，区域之间竞争、合作深层次展开，制造

业核心竞争力打造、产业布局调整都对工程技术

领域人才需求产生深刻影响。只有充分聚焦湾区

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需求，动态跟踪产业前沿信

息，掌握来自产业界和市场的人才、技术信息，

才能准确把握人才培养的最新能力素质要求，确

立当前和未来工程科技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

结构和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教学内容动态调

整机制和专业设置优化机制，从而形成以制造业

需求为牵引，产业链—教育链—创新链相互融合

的“融创”机制，构建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产业

需求—培养目标—培养标准—培养过程—成效评

价—质量改进”的系统逻辑，打造面向需求的人

才培养体系。

三、树立工程教育新范式，构建产学
研协同育人机制

无须讳言，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

需求侧存在互不匹配现象，教育链、人才链与产

业链、创新链脱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高

校办学较为封闭，工程教育范式落后，产学研协

同育人机制不健全。实际上，产学研协同创新并

不单指产业部门与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之间的

合作，其本质在于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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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功能之间的协同、融合与创新。提升人才培

养能力是高校改革发展的核心点。因此，深入推

进大湾区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其核心要义在于

推进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协同、融合与创新，

构建面向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新

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大致经历了

技术范式、科学范式和工程范式三个阶段。教育

部主导推进的“新工科”建设标志着我国工程教

育改革步入了新工科范式阶段。新工科范式主张

从学科导向转向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

转向跨界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

新工科范式下，高校尤其是理工类高校应深入推

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机制改革。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实施的先行地，集聚了一大批高端制造业、

龙头企业和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等优质创新资

源。大湾区理工类高校应以新工科范式为指导，

充分利用湾区的制造业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整

合和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学科专业设置上，在坚

持一定学术逻辑的基础上，应更为重视产业需求

逻辑，紧扣湾区战略定位，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及新材料等区域重点产业布局，重点建

设面向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等

学科专业，打造紧密对接产业的创新型产学集群；

教师队伍建设上，应面向产业技术创新推进人才

“引育结合”，强化师资队伍的工程技术创新能

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组建高水平的“双师双能”

型师资队伍；教学内容上，应聚焦和跟踪制造业

发展的前沿技术、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形成教

学内容动态更新机制，丰富教学内容，优化课程

体系；教学方式上，应注重采用研讨式、参与式、

项目化、小班式等多元教学方法；产学平台建设

上，应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科学合理导入行业技

术标准，与企业共建高仿真性的项目化实践教学

平台。

四、深入推进产业学院建设，打造工
程科技人才培养新载体

面向制造业需求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需要

借助和依托于一定的创新平台或产业资源载体。

产业学院围绕产业链部署人才培养链和技术创新

链，通过组织创新和体制创新，重塑工程科技人

才培养目标，重构培养标准，发挥协同育人功能。

在政策层面，2017 年 12 月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布

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

鼓励企业依托或联合高校设立产业学院。新工科

建设“北京指南”也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批多

主体共建共管的产业化学院”。不难看出，在制

造业亟须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建设需

求导向的产业化学院已经成为工程科技人才培养

改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与突破口。

粤港澳大湾区具备鲜明的产业特征和区位优

势。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的阵

痛中，新兴的先进制造业正强势崛起。珠江西岸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初步形成，珠江东岸高端新

型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快速发展。一些广东省高水

平理工科大学建设高校如东莞理工学院、佛山科

技学院等结合产业政策布局，与行业、企业、园区、

科研院所等共建一批产业化学院，对人才培养组

织与体制机制进行了大力创新改革，全面提升了

学校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能力。

随着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加快变革，粤港澳大

湾区理工类高校亟须加强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

创新链的融合，进一步深化产业学院建设与改革，

打造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新型载体。其一，要进

一步优化产业学院的功能定位。作为人才培养组

织创新的载体，产业学院应定位为集聚整合教育

资源、牵引高校内部综合改革和打造工程教育价

值共同体等三大功能主体。其二，要坚持“扶优、

扶强、扶特”原则，面向制造业创新需求，夯实

现有产业学院建设，布局面向未来技术的新型产

业学院建设。尤其要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优质

创新资源集中的优势，重点加强与制造业龙头企

业、支柱行业企业、高水平大学、高新园区等合作，

实施多模式共建共管共享，促进办学主体多元化、

治理结构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和功能定位综

合化。其三，要持续优化完善产业学院建设路径。

应准确把握全球制造业升级和迁移趋势，精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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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湾区制造业发展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等

要求，形成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共识；要合理把握

“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趋势，融合多主体

的资源要素、治理要素和文化要素，优化人才培

养过程；要着力实施激励约束机制，推进产业学

院管理评价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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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离不开人才，但湾区内

现有国内外优质人才还相对短缺。首先，相较于

国内其他区域，湾区高端人才数量还处于弱势。

截至 2017 年 1 月，湾区内广东地区两院院士有

45 名，港台地区及欧美国家院士 32 名，落后于

江苏省、浙江省（江苏省两院院士人数高达 450

人，而浙江省港台地区及欧美国家院士达 50 人）。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也仅

占 17.47%，而旧金山湾区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

上的劳动力占比 46%，纽约湾区占比 42%。[11]16

同时，人才国际化程度也较低。从国外籍人口占

常住人口比例来看，全球平均水平为 3.3%，而

深圳市仅为 0.2%，广州市为 0.36%，香港也只有

10%，远低于发达城市，如纽约为 36%，新加坡

为 33%，硅谷为 50%[12]，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高达

85%[13]。

我国湾区还未成为真正的人才聚集理想之

地，距离湾区智力发展、创新发展尚有一定距离，

且目前各地区都进入了人才争夺白热化阶段。在

全球城市人才竞争力榜单中，旧金山、东京、纽

约均位于全球前 30，他们以各种开放性政策吸纳

全球人才，而中国深圳、广州分别排名第 73 位、

77 位。对于国内其他各省市，尤其是新一、二线

城市的崛起，它们都纷纷加入了“抢人大战”，

人才招揽政策更具吸引力，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省

市相继申报自由贸易港，比如上海、浙江、天津等，

伴随而至的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也会让人才应

接不暇，为湾区人才聚集带来了挑战。[11]22

为了补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下的人才短

板，进一步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国内外人才培养能

力、吸引能力以及高质量产出能力，更好地推动

大湾区经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笔者提出了粤港

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枢纽设想。结合国内外已有相

关研究成果，将高等教育枢纽定义为区域内有计

划、有目的的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新设想，它具

有相对固定的区域边界，主要关切人才培养、区

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问题，具有开放性、高度整

合性、质量引领性以及创业性等特征。

对于增强湾区高等教育竞争力，吸引国内外

顶尖人才，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枢纽将具有重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枢纽

吸引国内外优质人才 

卓泽林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建设笔谈

19

间仍然还很大，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开放程度也仍

然不够。湾区内现有的六所与国外合作的办学单

位（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中山大学 -

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工程学院、广东以色列理工

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暨南大学伯明翰大

学联合学院与东莞理工学院法规国立工艺学院联

合学院）在实践中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人才的外流，

也引进了国外的先进资源与教学理念，具有可观

的发展实践价值。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枢纽

打造成为全球性国际人才港，重在充分保持开放

的心态，接纳异己大学教育理念，打破教育理念

之间的内外隔阂，稳固与国际高等教育对话。具

体而言，即一定程度上向国外著名大学或其优势

学科开放，吸引国际优质资源，促进与国际的对

接，打破过去关起门来教学或研究的风格，实现

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制度的国际化。

四、创新高等教育质量发展

高等教育质量对于枢纽的建立至关重要，质

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枢纽建立的成败与否。我国

以关注高等教育质量为主的内涵式发展尚处于起

步阶段，湾区内同样如此。可成立独立于政府的

且有统一认证标准和行业规范的高等教育评估机

构，引领并带动全国高等教育质量发展。严格教

师选聘标准，加大国内外优质师资引进力度。在

美国，研究型大学自创建以来就逐渐建立起“引、

留、发展”一体化的教师资源获取策略，为自身

培养了强大的优秀教师阵容，同时他们可以便利

地自由流动。杜克大学认为，大学的首要职责就

是要吸引、留住并培育那些具有强大智力、创造力，

又能刺激并支持学生创造力热情的优秀教师。[19]

建议成立湾区高等教育示范校，以培养新式学生

为目标，鼓励新式教学与研究模式，利用高端产

业技术，发展新工科教育，融入国际学术体系

标准，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教育导向；建设三地

共同参与的高等教育质量控制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让组织中的各类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

致力于探讨教育质量的提高，用低成本换取高人

力密集型的质量管理 [20]；力争以粤港澳高等教育

枢纽建设在国际上打响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湾区”

品牌，充分体现枢纽建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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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up Talks about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 Chenzhi & XIE Ailei & FAN Dongqing & LIU Ziyun & CHEN Jiayi 
XU Changqing & LI Jun & HUANG Bin & ZHUO Zeli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 national 
strategy design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who personally planned and pushed forward, and the 
opening, cooper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will be the meaning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s construction. This group talks about the plan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Bay area. It not only puts forward that the cooperation of educa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e mechanis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organization of entity coordination should be set up, and the opening and cooper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Bay area should be promoted on the basis of glob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ization. Focus 
on four aspects to develop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Bay area positioning and strategic 
research. It is also proposed that we can build various professional sub-alliances on the basis of the alliance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universities, expand the content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the alliance, and standardize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Bay area. The model of school 
cooper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ity cluster strategy, the establishment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ilot zone”, the establishment 
of two commun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all coordination, benefit sharing, risk prevention three 
mechanisms;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eed to close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Bay area, services, and suppor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es, especiall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construct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s higher education hub, to increase and optimize the inves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in the 
Bay area, to fully integ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igher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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