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5卷    第1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Vol.35   No.1 

2018年 3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2018 

[投稿日期]2017-11-25 
[基金项目]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 2015 年决策咨询重点课题资助项目（编号：FJKX-A1523） 
[作者简介]林文麟（1980-），男，福建福州人，助理研究员，工学硕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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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当前闽台高校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现状为线索，分析了两地高校科技交流和合作的

发展趋势，为闽台高校科技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入，共同推进闽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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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台高校科技交流与合作现状概述 

台湾高等教育体系完备，总体办学质量较高。

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换方面，与福建省高校

相比可提供充分借鉴。闽台之间一水之隔，作为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核心区，随着闽台经济

贸易交流日益丰富与频繁，闽台高校科技合作不断深

入，愈发成为闽台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这些

客观条件为闽台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

基础，为闽台高校的科技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当前，福建高校正在大力实施“2011 计划”和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闽台高校科技合作空间

巨大，蕴含重大的历史机遇。福建省高校应抓住机

遇，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和对台优势，积极推

进《福建省实施〈中国制造 2025〉行动计划》，加快

打造闽台科技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协助政府开展

制造业升级行动，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

式。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随着闽台经贸领

域互动的日益加深，闽台高校科技交流合作需要借

助双方在科研力量、科研特色和市场需求等方面的

互补性，拓宽合作领域，加大交流力度，提升交流

合作的层次与水平，共同推进闽台经济快速发展。 

二、闽台高校科技交流与合作的趋势 

（一）闽台高校科技交流优势明显 

福建与台湾具有其他省份无法比拟的“五缘”

交往优势。闽台两地自古以来地缘相近、血缘相亲、

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以血缘来说，福

建是台湾岛内 80%居民的祖籍；以文化来说，历史文

化渊源在闽台两地可谓得天独厚。两地乡亲可直接

用闽南语沟通交流，都信仰妈祖文化；以经贸往来

说，早在明、清时，福建人即就向台湾岛开始移民，

两地经济互补性强，往返两地经商之人极多；以法

缘来说，台湾地区自古一是中国的一部分，自古两

地之间的各类交流异常密切，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

这些都为闽台高校科技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优势。 

除此之外，闽台之间还存在着政治发展优势。

2009 年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

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确立了福建省作为

“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的战略地位，

明确提出“赋予对台先行先试政策”后，这也为闽

台高校科技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持。 

（二）校校企科技合作模式逐渐推广 

“产学研一体化”在闽台高校合作之中的具体

体现，就是校（闽）、校（台）、企合作模式的发展

和推广。在传统上，大学在承担科研任务的同时，

还需要承担较多的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的任务，并

不能完全契合企业和市场的需求。因此，在当前高

校产学研合作中，已经出现了校企合作，建立专门

研究部门的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优点是能够及时

以企业和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利用高校的技术优势，

进行专项研究和突破。这样的模式既能够结合高校

的科研优势，又能够兼顾企业和市场的需求，日渐

成为闽台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模式。 

据公开报道，截至 2015年，我省共遴选福建师

范大学、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超过 30所高校与

台湾的师范大学、铭传大学、世新大学、朝阳科技

大学等 45所高校和福建东南汽车、台湾华映光电、

台湾冠捷科技等 75家台资或台资背景企业开展校校

企合作，在福建省产业发展急需的智能制造、车辆

工程、食品生物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等百余个专业联

合培养了超过 3万名各类科技人才。 

（三）校际科研平台发展稳步推进 

据公开资料统计，随着闽台两地交流的增加，

高校间的各项合作的发展势头也越来越好。面上，

闽台两地以高校科技交流为源头，已建立起了涵盖

有关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园区和高科技企业，涉

及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精密机械、农业等 20多个

学科领域的合作关系。点上，就有福建农林大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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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校合办的多所海峡两岸特色作物安全生产协

同创新中心。早在 2013年福建农林大学的闽台特色

作物种质创制与绿色栽培协同创新中心被列为福建

省“2011 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成闽台高校间的第

一所协同创新中心。 

此外，福州大学与台湾中兴大学共建“海西食

品安全检测与监控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与台湾

高校共建闽台重大疾病转化医学协同创新中心；福

建中医药大学与台湾高校共同推动中药标准化、规

范化的研究；厦门理工学院与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合

作建立客车及特种车辆协同创新中心；福建医科大

学设立台胞医疗服务中心，为两岸医学交流、两岸

医学专家的学术交流提供平台等等。这些都是较长

一段时期来闽台高校校际科技平台搭建和发展的具

体成过。 

据统计，目前省内的 23 所本科院校中有 10 所

与台湾相关高校共建校际科研平台。其中，被各大

高校高度重视的两批省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

与台湾高校紧密合作的项目有 9 项，约占获批项目

的 30%。 

（四）高校科技人才交流持续先行 

台湾高校科技人才是我省发展高科技产业可以

倚重的人才。他们一般均具有留学欧美的背景，教

学理念相对国际化，学术水准比较高。由于台湾高

校还特别重视教师的实践能力，认为教师不仅要具

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要有优异的实践经验。故台

湾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行“双师型”的教学模式，专

任老师采用聘任制，其中绝大部分是企业资深的专

业技术人员，能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双肩挑教学。 

由于陈水扁时期推行高等教育“大跃进”，一夜

之间，岛内高校遍布，且台湾社会深受“少子化”

问题的干扰，致使台湾高校生源长期不足，可能造

成上万名高校教师失业。受此影响，为数不少的台

籍优秀师资有转战大陆高校的想法，其中有意向到

我省高校求职的为数不少。来闽任教已成为台籍高

层次人才选择出路的选项。 

另一方面，福建省教育厅于 2015年制订了《福

建省对台招教引师项目指南》，全面支持省内各大高

校有计划的引进台湾的优质师资，把台湾高校科技

人才作为全省高校引进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选择，力

争在三年内吸引一批优秀的全职台湾教师到福建省

各地安居乐业，已具体推进和落实福建省“闽台高

等教育合作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雄心。目前，福建

省相关部门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支持闽台高校

联合企业、行业办好一批与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及产

业转型升级优势突出的重点学科群和紧缺专业；大

力提倡闽台两地高校开展科技交流，共同组建实验

室或研究中心。争取两地高校教学科研合作和资源

使用上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取得新的突破。 

（五）合作办学培养人才模式日趋成熟  

闽台高校科技合作的最常见方式，就是合作办

学，培养人才。一直以来，闽台教育交流既是两地

科技交流的重要基础，也是闽台交流合作的新亮点。

在长期的合作中，闽台教育界形成了你来我往的浓

厚氛围。 

福建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优化高等教育结

构的目标，也给闽台高校间的科技交流创造了不少

机遇。据相关统计数据，近 5 年来，福建各地教育

系统有 2000多批次、超过 2万人次赴台各地参与科

技交流活动，福建高校共有 6272 名学生赴台学习；

来闽访问的台湾教育界人士亦有 2000 多批次；作为

中国大陆最早招收台湾高中生就读大学的省份，福

建省还是唯一享有自主对台招生政策的省份，早在

2013 年起，为吸引台湾优质生源到福建高校就读，

福建省财政还专门为在福建省全日制高校就读的台

湾学生设立专项奖学金。现在，每年到福建高校就

读的台湾学生约占到大陆高校就读台湾学生的六分

之一。截止到 2015 年底，福建全省 69 所高校已与

台湾百余所高校签署了 500 多份合作交流协议，打

造出了海峡两岸大学校长论坛等一批闽台高校教育

交流品牌。闽台联合培养人才模式“校校企”(即福

建高校、台湾高校、台资企业联合培养科技人才)，

已成为目前两岸教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并获教育

部的高度评价。目前，福建省已立项建设 5 所左右

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和 20个左右应用型人才培养

专业群。以全面助力福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当然，本课题组也发现在当前闽台高校合作办

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一是部分高校引进台湾

师资偏少，学生除了每学期有一、二门专业课程由

台湾教师授课外，其余资源与普通学生并无不同，

造成不同学校不同专业间项目同质化趋向越来越明

显。长此以往，相关项目将缺乏独特优越性。二是

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和福建省内高校待遇的提升，

从台湾招聘教授、博士长期驻校任教都成为可能，

对闽台高校合作办学的模式形成了挑战，使得原先

设想的跨地域优越性有可能逐步弱化，从而使省内

大学生实现在台湾吸纳本土文化、广泛交友、与台

湾学生共享优质教学资源的可能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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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科学的实施方案，并加强对实施过程的监管。另

一方面，还要创新评估效果，使学生能够客观的评

价自我，并对思想中的不适进行及时妥善的调整、

反思和优化，最终推进大学生自我教育步入正轨，

同时取得事半功倍的常态化效果。 

三、结语 

总之，立德树人工程十分巨大和复杂，在高校

的落实和实施是一个循序渐渐的过程，而且需要全

校齐心协力，不断摸索和探究，才能取得突破性的

进展。正因如此，高校更要明确育人的职责和使命，

全力健全层次分明和多样性的教育体系，进而充分

为思政教育成果创设条件和氛围保障。随着社会的

发展，立德树人的现代内涵不断丰富，因此延伸和

拓展其实践路径更需要科学的反思、实践和优化，

最终为高校德育保障和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强大的

基础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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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ath to strengthen moral education and people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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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practiced more on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and people cultivation, and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t has not 

only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but also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promoting College Students' all-rou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Under the new era contex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ontinue to tap new value of the conno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nd innovate and perfect the internal 

implementation path of morality education from different aspects, to ensure that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extended, and imparting effectiveness and appeal to moral education as the origin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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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status of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is taken as the clue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Fujian and Taiwan is analyzed,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deeper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of Fujian and Taiw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jointly promot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ujian and Taiwan’s economy.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Fujian and Taiwan;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industrial-academic 

-research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