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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继上期，本期简报重点介绍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经验与启示，

供参考。 

国际创业型大学发展经验与启示（三） 
——以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为例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TUM）

创建于 1868 年，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理工大学，也是现今德国首屈

一指的理工大学。TUM 自 1998 年起进行创业型大学建设，是德国乃

至欧洲最明确提出创业型大学转型策略的高校，曾于 2006 年荣获德

国大学卓越创新计划精英大学称号，被誉为全德国整体创业表现最优

秀的大学，在德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创业发展中居于引领地位。 

一、创业转型的过程 

TUM 的创业型大学转型经历了 3 个递进式发展阶段（图 1）：自

1998 年起，TUM 主要着手改革管理机制，建立企业化的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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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型创业型大学打下基础。2006 年制定了《未来构想大学发展计

划》，全方位构建 TUM 创业型大学转型的 5 大策略：一是为研究人

员、产业界人员和国外研究者提供高端跨学科研究平台，运行和管理

2005 年成立的慕尼黑工业大学高等研究院；二是通过专业募款、校

友之家和知识产权中心技术转移三种途径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金；三

是塑造创业文化，包括为行政人员提供到企业界参访学习的机会、打

造国际化的“Marke TUM”（TUM 品牌）等；四是提升生源质量与

就业水平，包括为了提升生源素质与高中教师建立互动关系、为学生

毕业就业提供咨询等；五是注重性别平等，提出鼓励女性攻读工程或

科学学位、提供产假津贴及家庭照顾基金等支持措施。 

2012 年开始的“未来构想”第二期计划聚焦教学与研究：教学

方面，推行“教师终生职业生涯制度”，使至少有两年国外研究经历

且获得优秀研究奖项的青年学者，免除德国传统漫长的“教授备选资

格”，在 6 年之内升为具有终身职位的副教授；研究方面，增设两个

整合型研究中心，一个是慕尼黑工程学院（MSE），主要聚焦能源与

绿色科技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是慕尼黑社会科技中心（MCTS），重

点研究德国创新文化、科技文化以及面向消费品的文化差异等。 

 
图 1 TUM创业型大学转型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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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TUM 创业型大学转型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全面的顶层设计，构

建了完整的转型策略。在转型过程中，TUM 贯彻企业化经营思路，

以强大的跨领域研究能力为基础，从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两方面实现

成功转型。 

一是以企业化思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TUM 以企业化的经营思

路统领创业型大学的运作，按照企业化管理模式进行了组织架构重

组，建立了以分权制为核心的现代管理体制。大学的行政管理决策机

构是由校长、行政总长、信息总管以及五位副校长组成的大学管理理

事会，相当于公司董事会，并设有校董委员会（如同独立董事）；监

督机构包括大学管理执行理事会、评议会、大学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等，与决策管理机构之间互相制衡。学术管理权则下放至 13 个二级

学院以及整合型研究中心。同时，积极推动行政人员的培养和绩效管

理，由原本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的人性化管理模

式，为学校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 

二是以强大的师资阵容和跨领域研究为创业奠定坚实基础。

TUM 的人才引进制度较为灵活，采用公开招聘和猎头招聘的方式在

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校长拥有聘任教授的权力，加上高层次的整合

研究平台，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师资阵容强大，目前拥有 4

位洪堡基金会资助教授。教师终身制度、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

也对吸纳优秀青年研究人员起到了重要作用。截至 2014 年，TUM 从

国内外顶尖大学如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招聘到 36 位平均年龄约 34 

岁的杰出学者。在学科发展上，TUM 均衡理科与工科的发展，并通

过融合理工思维的方式，激发跨越理工领域的创新思维。于 2006 年

成立了国际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以项目研究为重点开展研究生教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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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以此为基础，TUM 在 13 个学院和高等研究院各

任命一位创业大使，负责该学院的创业发展。 

三是提供丰富的创业课程和创业指导交流。2002 年 TUM 成立

了创业研究中心，聘有 4 位创业教授及 11 位来自不同领域致力于创

业研究的教授，分别在“创业”、“创业行为”、“创业策略”、“国际创

业”方面提供最新的研究报告和相关课程。同时，TUM 推出了创业

咨询团队和独具特色的“师徒配对”。前者主要由创业指导团队向学

生提供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资金补助的申请、专利和营业执照的申请

等创业指导，后者是从企业界退休的老员工、老校友与学生结成伙伴，

给予创业指导。此外，TUM 于每年的 10 月或 11 月底举办慕尼黑工

业大学创业日，对基于 TUM 的研究项目进行转化且具有高度发展潜

力的新创公司颁发校长创业奖，创业成功者分享创业过程和经历。 

四是拓展校外研究和创业实践。TUM 通过发展校友会、加强与

校外机构的联系以及加深国际化程度等手段拓展学术研究和创业空

间。TUM 于 2000 年成立的校友之家，拥有遍布各大洲的近 5 万名

成员；TUM 还成立了创业者校友会，增进在校生接触实践的机会，

协助创业者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同时，TUM 与校外的研究机构

和大学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如德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马克斯

普朗克科学促进协会、弗劳恩霍夫尔应用促进协会、慕尼黑大学等，

并和许多欧洲著名企业在研究、生产、教育及经济上建立了密切联系。

在创业经费筹措方面，TUM 通过自筹收入即所谓“第三方资金”获

得充裕的经费。其中，德国研究协会（DFG）的资助占 27%，来自企

业的资助占 16%，其他私人赞助占 11%。TUM 还以增加薪水作为激

励手段，鼓励教授们积极争取第三方资金。TUM 运用这些资金大力

支持创业发展，例如在 2011 年成立创投基金，资助具有发展潜力的

创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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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几点启示 

一是政府要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和创新环境。TUM 转型创业型大

学的建设，主要得益于其完善的国家创新系统。德国国家创新系统为

政府、企业、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与研究资助组织等各创新主体

间的互动，塑造了良好的创新及市场环境，使科技资源发挥最大的效

益，进而促进高等教育机构的创业发展。因此，政府应营造良好的创

新环境，鼓励企业界将触角深入大学，与大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商业化

的结合，如此才能在产、官、学、研的密切配合下给予国内高等教育

机构创业发展上的机会。 

二是大学要转变管理理念和组织结构。TUM 为了成功转型为创

业型大学，进行了管理模式上的彻底改革，采用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重

组其组织架构。国内的大学如欲转型为创业型大学，也应更新管理观

念，引进企业管理工具，并注意企业模式与学术管理上的平衡，方能

成为真正的创业型大学。 

三是强化跨领域研究并提供全方位的创业课程和指导。TUM 通

过融合理工科的思维，激发跨越理工领域的创新思维，让来自不同学

科的学生进行交流。同时提供的创业课程和指导方式多样、内容全面。

国内大学向创业型大学发展，也应强化跨领域研究，建立跨领域学科，

积极培育拥有跨领域专长或技能的学生，有助于不同专业领域学生相

互交流、激发创新思维。可以设立专职创业咨询单位为创业提供专业

的信息指导，创业课程的开设可借助来自产业界的教师，尤其是具有

创业经验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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