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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美国研究型大学抓住了主客观多方面的有利条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办学模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枝奇葩，进而为世界各国争相效仿。此外，美国研究型大学还在促进美国

高等教育、经济、军事及科技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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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功能上来划分，美国的大学大致上可以分为研究型和教学型两类。研究型大学是指“教育

目标包括传授已有知识和发展新知识的大学。”［$］从 $+(/ 年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的创建至今，美国一大批研究型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在美国高等教

育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分析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原因及其在美国高等教育、经济、

军事、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经验或许能为我国研究型大

学的创办与改革提供启示。

一、励精图治：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原因

众所周知，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最初来源于德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

形成了独特的办学模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枝奇葩，进而为世界各国争相效仿，并极大

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发展。在世界各国大学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为什么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能脱

颖而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联邦政府的巨额经费资助为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科学研究的导向。科学发明、创造的基本前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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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从事实验研究的物质基础。只有拥有充足的经费，才能更新必要的研究设备，聘请尖端科研人

才，从而为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美国联邦政府为此加大了经费资助力度。

联邦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支持开始于二战。随着战势的发展，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借助

民间科学界的力量改善军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基础的重要性。!"#$ 年，罗斯福总统发布了建立国

际研究委员会的指令，以加强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从此，联邦政府用于科研的经费飞速增长。如联

邦政府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即从 !"#$ 年的 % $$$ 万美元增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 !& ’ " 亿

美元，短短的 & 年间增长到 (( ’% 倍。这其中有不少研究项目是由研究型大学承担的。

!"#& 年，布什向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科学———无止境的疆界》（)*+,-*,—./, 0-12,33 456-7
.+,5）的重要报告，系统阐述了战后美国应采取的科学政策。该报告指出，为了国家的利益，联邦政

府应该把科学放在中心地位，并建议联邦政府为基础研究提供大量的资助。!"&$ 年，杜鲁门总统

签发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成立了旨在专门资助基础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会（89.+6-92 )*+,-*,
46:-19.+6-）。二战时建立的联邦政府与研究型大学的伙伴关系在战后继续得到发展，研究型大学

在培养科技人才和推动基础研究方向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 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激起了美国朝野的震撼。美国联邦政府试图通过加大对教育的经

费投入增强竞争的实力。!"&; 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该法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授权联邦政府拨款 (<; 亿美元给州立学校；加强自然科学、数学、现代外语等

学科建设；向具有优异才能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提供学习贷款（如每年向 ! &$$ 名研究生提供“国

际奖学金”）等。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支持。

!"=$ 年的《西伯格报告》则进一步指出，加强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是联邦政府的重要责任。

这意味着政府基金不仅仅要资助科研项目，而且应该涵盖整个科学领域，包括科研教学设备和实验

室以及研究生的培养，美国的科研经费因此而剧增。如 !"&% 年，联邦政府资助高校的科研经费共

( ’!% 亿美元，而到 !"=; 年，增加到 !& ’$" 亿美元，增长了 = 倍。

随着经费投入的增加，联邦政府逐渐成为全国基础研究活动的最大支持者，其投入占全国基础

研究总投入的 &% ’%>。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的发展，美国的研究生教

育也因此得以加强。

政府对研究型大学提供的科研资助主要有三种形式：即科研项目资助；联邦政府对研究与发展

中心的科研拨款；联邦政府为发展科研力量而给予高校的直接资助。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

究院、国防部、能源部和国家航空航天管理局分别负责对不同领域的研究提供资助。仅 !""( 年，国

家科学基金会就提供了 != 亿美元的研究基金，占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总预算的 ;(>。能源部拨款

与合同经费的总数也达 & ’( 亿美元。!""& 年，联邦政府投入大学的研究经费为 !?$ 亿美元（其中不

含设在大学内的联邦政府实验室的 &? 亿美元），联邦教育部还为学生提供了资助专款。联邦政府

是美国高校科研经费的最大来源，!""& 年达到 "( 亿美元。在美国，联邦政府对科研的资助主要集

中在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此外，联邦政府还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为学生提供贷

款、奖学金、助学金等途径，为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提供资助。

（二）借鉴与改造使美国研究型大学走上了创新的道路

多民族的特点使美国容易借鉴别国的经验。美国早期的高等教育受英法两国高等教育模式的

影响，!" 世纪中叶以后又深受德国的影响。但是，美国在吸收他国经验的同时，能够根据本国的实

际进行适当的改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办学模式。

!;%=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开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先河。这所大学是根据德国柏

林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及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创建的，但在仿效的过程中，这种德国模式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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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美国化了。这所大学在吸收德国大学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治学原则的同时，把德国大学的模式

“嫁接”在它原有的英国式学院和美国式专业学院的“主干”之上，在大学建立了研究生院，将研究生

院与本科学院融为一体，从而解决了德国大学中以本科教学为主的大学和以培养科研人员为主的

研究所之间的矛盾，形成了适合自己发展的成功模式。在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吉尔曼的倡导下，

大学朝着促进知识发展、鼓励研究和提高学者学术水平的方向发展。这所大学的创立不仅昭示着

研究型大学在美国的出现，同时也标志着美国研究生教育的真正形成。

在研究方向上，美国研究型大学抛弃了德国对精神实体纯理念主义的探索，创建了一些从事应

用性研究的新学院，并开展了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应用研究。如威斯康星大学在向研究型大学

转变的过程中，于 !"#$ 年提出了“威斯康星计划”，强调高等教育应为社会和地方经济、科技、文化

发展服务，威斯康星观念的推广促使美国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去面对社会现实生活，从而使“社会

服务”与“科研”得以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教学上，美国研究型大学借鉴德国大学学习自由的原则，确立了选修制。但它们在接受德国

大学一些课程的同时，也增加了工程、应用农业等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新学科，

从而增强了学生社会服务的能力。经过这种糅合，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从模仿走向引导别人。

（三）历史机遇促成了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跃进

自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建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遇到了各种发展机会。首先，哈佛大学、耶

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克拉克大学等 !% 所著名大学组成的美国大学

联合会于 !"## 年建立，它对研究型大学的规范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其次，大量高智力移民的进入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据统计，!"#! 年至 !"&#
年间，美国共有移民 ’ #’# 万人，!"&! 年至 !"() 年间，又增加了 *’* 万人。在整个人类移民史上，像

美国这样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对社会影响之深的移民潮是罕见的。尤其是 ’# 世纪

以来有许多科学家移居美国，也不啻于一次技术引进，它推动了世界科技中心转向美国，并有力地

支撑着美国的科技优势。以自然科学六大基础学科为例，!(() 年至 !")# 年间，共有近 )## 名美国

科学家作出了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发现、发明和创造（!"## 年以前不足 )# 人），其中仅当时加入美

籍的移民就有近百人。’# 世纪 $# 年代，纳粹德国实行的反犹太主义为美国送来了 $ ### 多名欧洲

著名科学家，其中包括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著名的火箭专家布劳恩、意大利的费米、匈牙利的西拉

德·德勒等等。他们加盟研究型大学，大大增加了这些大学的科研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

战期间，为了研制原子武器，美国动员了几千名专家，其中大多数是这些从德意等国逃亡美国的欧

洲科学家。’# 世纪 )# 年代，为了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美国动员了 &# 万科研人员，其中就有不少

是移民。

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美国的军事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研究型大学提供了更多的参

与研究的机会。经历过这个阶段后，美国研究型大学显得更为成熟。

此外，《国防教育法》的颁布，长时期的冷战，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等都为研究型大

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研究型大学得以及时把握住这些机会，显示出了大学决策者的远见卓识。

（四）对人才的高度重视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美国研究型大学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吸收人才。吉尔曼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宗旨，他说：

“大学的荣誉应该取决于教师和学者总的品质，而不是取决于他们的人数，更不取决于供他们使用

的建筑物。”［’］因此，他更喜欢将霍普金斯的钱用于“人，而不是砖块和灰浆”。确实，早期的霍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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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学没有宏伟的建筑，但它拥有一批科学精英。为了组成一个杰出的科学团体，霍普金斯大学为

科学家提供高薪、完全的学术自由以及有利于开展研究的环境。“栽得梧桐引凤来”，优越的条件吸

引了大批英才荟萃到霍普金斯大学来。其中有著名的数学家西维斯特（! " ! " #$%&’(’)）、物理学家罗

兰（*’))$ +" ,-.%/01）、化学家雷姆森（2)/ ,’34’0）、生物学家马丁（*" 5’.’%% 6/)(70）、古典学家吉尔

德斯利夫（8/47% 9/00’/: ;7%1’)4%’’&’）和莫里斯（<=/)%’4 >" 6-))74）等等。

研究型大学不仅要拥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也要吸引大量具有杰出才能的学生。为了为研究

生教育提供理想的生源，霍普金斯大学取消了原先只进行研究生教育的计划，同时也开展了本科生

教育。霍普金斯大学孕育出一批英才，如历史学家赫伯特·亚当斯（*’)?’)( 8/@(’) +1/34）、经济学家

亨利·亚当斯（*’0)$ </)(’) +1/34）、动物学家布鲁克斯（A"B" 8)--C4）、历史学家特纳（D)’1’)7EC !/ECF
4-0 G:)0’)）、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0 >’.’$）、曾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A--1)-. A7%4-0）等。由此，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断言：“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没有哪一种投资获得过这么持续

而丰厚的回报。”［H］这种重视人才的传统一直影响着美国研究型大学。二战初期，大批著名外国科

学家受聘于美国研究型大学。同时，这些大学也重视吸引一流的学生，并对优秀的学生提供高额的

补助。正是由于研究型大学对人才的重视，它能持续地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学者前来求学或从事

研究，使得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二、社会发展的引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作用

IJJK 年，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根据所授学位的层次和所得联邦政府资助的数额，将美国的研

究型大学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型大学是指能提供一个领域广泛的学士学位学习计划，承担直到

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教育的高等学校，它享有较高的研究优先权，并且每年可授予 LM 个甚至更多的

博士学位。此外，这些院校还接受联邦政府超过 K MMM 万美元的资助。第二类研究型大学则是指

除了所受联邦政府资助的I LLM N K MMM 万美元以外，其他方面与第一类研究型大学一样的高等学

校。这两类研究型大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及美国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研究型大学引导着美国高等教育层次向纵深延伸

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引导着美国高等教育

层次向纵深延伸。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国内第一所以培养研究生为主并提供博士后教育的

大学。吉尔曼在 IOPQ 年指出，研究生教育和高一级教育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这是第一次把培养

研究生放在大学任务的第一位，使授予博士学位和开展科学研究成为一所学院变为大学的标志，使

拥有博士学位成为在大学、特别是研究生院从事教育和科研的必备资格，使学者们第一次能够在自

己的专门领域把教学和创造性的研究结合起来。

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影响下，美国研究生教育开始向正规化与制度化方向全面迈进。到 IJMM
年，美国开设研究生课程的学院和大学已达 ILM 所，其中近 I R S 开设了博士课程，全美国共授予博

士学位 HLM 人。IJKM 年，研究生院有学生 IMM MMM 人，其中授予博士学位的有 S MMM 人，KM 年间获得

博士学位的学生人数增长到 IH 倍。而美国研究型大学尤其是排在前列的研究型大学，在这一方面

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IJQP 年，美国高等院校中的博士后人员 LMT集中于占美国高等教

育机构总数 JT的著名研究型大学中。IJJS 年，约占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总数 ST的研究型大学授予

了美国约 OMT的博士学位，KMT的硕士学位。

在研究生数量增加的同时，研究生教育的专业领域也日益拓宽，不再局限于人文和自然科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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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业、工商行政管理等领域的博士课程也得到了发展。此外，硕士教育计划也逐步实现了多样

化，除传统的文学硕士、理学硕士外，教育硕士、社会工作硕士、工商管理硕士等也开始受到重视。

大量研究生走向社会，使研究型大学真正成为美国高层次人才的主要训练基地。

（二）研究型大学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研究型大学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研究型大学在促使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全

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美国农民仅占全国人口的 !"，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在世界农业生产中

的地位举足轻重。目前，美国的农业已步入全盘机械化和高度现代化时期，畜牧业已经实现了电气

化，这与美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骄人的成绩是分不开的。研究型大学对美国农业经济发展所

起的作用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研究型大学为农业部门提供了大批农业科学技术人才，这些人才对传播农业生产知识、

提高农业科学水平、推动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研究型大学还积极开展了农业方面的科研活动。麻省理工大学等在分子生物学、细胞生

物学、遗传工程学、生物化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及其在农业方面的推广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

生产率；伊利诺斯和加利福尼亚等研究型大学的农学院还直接参与农业实验站的工作，将其在农

业、生物研究等领域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发展和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上。科研成果在

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使美国农产品的价值得以大幅度增长。

美国工业经济尤其是知识高附加值密集产业的迅速发展，与研究型大学的贡献也是密不可分

的。二战后，在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能源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冲击下，各国

经济竞争的重点已经转向了以信息产业为代表、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面向新经济的竞争。美国在

这方面的竞争中得以处于领先地位并导致新经济的兴起，离不开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加速向这种

新经济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斯坦福—硅谷”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据统

计，“硅谷生产的半导体集成线路占全国总产量的 # $ %，导弹和宇航设备占全国总产量的 # $ &，电子

计算机占全国总产量的 # $ ’”［%］。斯坦福大学科技公园已经成为“东西长 (’ 公里、南北宽 #) 公里，

拥有 ’ *** 多家企业的高科技工业区，年产值达 (** 多亿美元”［(］。斯坦福大学的高科技从这里不

断地向美国其他地方以及全世界辐射。

!* 世纪 &* 年代末，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研究型大学为首的 !* 多所著名大学所参与创

建的“#!’ 号公路高科技开发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已成为仅次于“硅谷”的第二大科技公园和

当今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基地之一。

据统计，#+’’ 年美国共有高科技园区 #(# 个，其中高校参与创建的有 #!# 个，占 ’& ,’"，而这些

高校绝大部分是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研究型大学。

美国研究型大学正促使美国向新经济社会过渡，这一点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一方面，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成就有力地推动了高科技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第一、第二

产业中的就业人口比例大大降低，为发展第三产业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力，间接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

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型大学直接参与了第三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使美国在这场竞争

中得以独占鳌头。

（三）研究型大学加快了美国军事和科技的迅速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完成国家军事科研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在二战中，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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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大学等许多研究型大学就参与并主要承担了雷达、原子弹、喷气发动机推进、固体燃料等重要

军事项目的研制工作。二战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雷珀实验室经常承担国防部、国家航空和宇宙航

空部门的科研项目，如 !"#$ 年，该室研制出潜艇用的自封式的航行系统，随后又研制出多种导弹导

航系统。芝加哥、加利福尼亚等研究型大学也承担了大量的军事科研项目。研究型大学研究成果

的应用，大大促进了美国军事科研的实力，增强了美国的国防实力。

研究型大学在宇航事业、电子信息、通讯、能源、生命等高科技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阿

波罗”登月计划，人造卫星的研制，永久载人“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火星探路者”的发射，原子

能的发展，基因组合科学研究项目的开展等等，都离不开研究型大学的参与。此外，研究型大学在

更新计算机芯片技术和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以及“新一代因特网”计划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使美国的科学研究跃上了较高的台阶。据统计，在 !"$! 年至 !""% 年间，

美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有 !&’ 人，占世界的 ’$(，其中大多数来自研究型大学。在 !"") 年至 !""&
年 )# 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有 %# 名来自美国，其中 %) 名来自研究型大学。!""# 年至 !""& 年

间，!& 名美国国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 !’ 名来自研究型大学，约占全国获奖者总数的 **(。研究

型大学对美国科技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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