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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与变革
———学术集优及竞争力的提升

王光荣，麻　剑

（兰州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为了建立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芬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倡导高校间的合作合并、追求大学临

界质量的提升、革新高校管理体制、下放权力增强高校自主性、提倡高校的差异化、分层化等。虽然合并集优导向

的芬兰高等教育战略实施时间不长，但已取得了一定成就，如土尔库大学联合体、芬兰东部大学、“创新大学”的发

展。芬兰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一些经验也可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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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高等教育体系与其他西方国家有很大的相似性，它同时吸收了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以及德国和苏

联的一些经验。二战后，芬兰高等教育体系发展迅速，形成了包括综合性大学、多科技术学院、国防科技大学

在内的相对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新世纪之初，为了应对知识经济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芬兰高等教育体系

正经历着新一轮的变革。２００６年３月，芬兰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宣言，主要内容包括五

个方面：第一，整合现有高等教育资源；第二，创造更强的科研团队；第三，推进高等教育的分化；第四，删减机

构重叠部分；第五，建成更大的教育实体。［１］宣言目的旨在优化芬兰高等教育体系结构，提高高校的办学质

量、竞争力及科研效率。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教育部设置了三个工作小组致力于推动高校间的合作。在三个工作

组的倡议下，土尔库大学和土尔库经济学院率先建立大学联合体。第二个合并的高校是由库奥皮奥大学和

约恩苏大学所组成的芬兰东部大学。随后，赫尔辛基商学院、赫尔辛基科技大学、艺术和设计大学三所大学

合并成立了“创新大学”。三所“新大学”的成立揭开了芬兰高等教育体系发展变革的序幕。

一、芬兰高等教育体系变革的背景及目的

（一）大学使命及其与国家关系的改变

现代大学已然成为生产知识和劳动力的核心机构，同时也被视为引领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

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各国政府都期望自己的大学在知识创新、经济发展、国家综合竞争力等方面扮演

重要的角色。而第三次“学术革命”的爆发则标志着大学使命的改变，［２］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也随之改变，大学

摈弃了政府的附庸、国家行政管部门的一部分这一角色转而变得更加独立自主。大学的发展具有了明确的

任务性，大学渴望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管理层、适当的政策制定权、财政自主权以及更多的与工商业合作参与

到经济发展之中。传统的芬兰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已经成为影响芬兰大学角色转变的桎梏。

（二）知识经济对科研创新的诉求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创新。为了保障创新的质量，芬兰政府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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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而高等教育作为创新的基础资源，在芬兰“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着创新人才培养

机构、知识创新者、智力支持系统等多重重要角色。［３］由于传统的芬兰高等教育体系没有赋予大学更多的自

由导致了大学发展的同质化，制约了大学的创新能力。因此，芬兰政府及学界试图通过改变现有高等教育体

系，实现赋予大学更多活力以提升大学创新能力的目标。

（三）新全球化竞争的高等教育环境

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强调大学参与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同时也加剧了大学间的竞争。为了更有效地

竞争，大学间建立了更多的战略协议，继而使得其合作关系在外部机构和内部学术团体这两个层面均得到了

完善。哈曼（Ｈａｒｍａｎ）将这一现象描述为“新全球化竞争的高等教育环境”，他认为这一切在加剧大学间竞争

的同时也促使大学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① 因此，建立更加适应竞争机制、更加高效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成

了芬兰高等教育体系变革的重要目标。

二、芬兰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政策因素

近年来，芬兰政府意识到发展“世界一流的专业知识”和创造“地域性更强、传递知识方面更有效的教育

实体”对提高生产力、缓解就业问题、促进经济增长所起的重要作用。经过对先前高等教育体系范围及规模

批判性的评估，原先简单的扩张政策被知识创新取向的新政策所取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更加注重对内部

质量及效率的保障和改进。［４］为了建立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芬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用以引导高等教

育体系的发展，包括：倡导高校间的合作合并、追求大学临界质量的提升、革新高校管理体制、下放权力增强

高校自主性、提倡高校的差异化、分层化、专业化发展等。

（一）高校间的合作及合并

高校间的合作是整合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通行的政策和策略。宏观层面，合作作为一项政策工具与整

个体系教育资源的重构密切相关；微观层面，合作作为一种发展的策略为高校获取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提

供更加便捷的途径。坦波（Ｔｅｍｐｌｅ）、惠特彻奇（Ｗｈｉｔｃｈｕｒｃｈ）在研究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合作时提出高校机构

合作的目标通常包括战略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内容。战略目标包括：促进大学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提高大

学的竞争力、增加大学的综合性、发展多学科研究机构并增加机构和组员间的互动。经济目标包括：增强大

学的经济效益、提高大学效率、减少大量冗杂和重叠的机构、合理利用公共资源、节省开支并发展更大的教育

实体。② 近年来，为了提升芬兰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并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芬兰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促使

芬兰大学间的合并及合并。预计到２０２０年芬兰大学将由当前的２０所降低到１５所，每所大学至少有３０００

名全日制的学生，每一个系都至少有５到１０个教授。③

（二）高校的分层化、差异化、专业化发展

新的政策同时提倡高校的分层化和差异化发展。分层化发展在芬兰高等教育体系发展过程中是一个相

对较新的现象。传统的芬兰高等教育体系强调平等、团结。原先少数老牌大学和６０年代创立的“地区大学”

及多科技术学院间的地位几乎没有差别，只有在强势学科和项目上才会有所差别。现今，“差异下大学平等”

的传统已被打破，芬兰大学的分层化发展己经被提上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教育发展计划的议事日程。
［５］２２０分层化

发展使得不同层次的大学明确了自身的定位，一些大学将发展成为国际化的专门从事研究的研究型大学。

①

②

③

ＨＡＲＭＡＮＧ，ＨＡＲＭＡＮ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ｅｒｇｅｒｓ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ＣＨＥＲ１９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９）：７９．

ＴＥＭＰＬＥＰ，ＷＨＩＴＣＨＵＲＣＨＣ．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ｃ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ｍｅｒｇｅｒｓｉ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ＴＩＮＪ，

ＳＡＭＥＬＳＪＥ（Ｅｄ．），１９９４：２０９２２６．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２００８２０１［Ｒ］．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２００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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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发展则反对大学发展的同质化，提倡每一所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都应拥有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和清

晰的办学理念，鼓励大学通过资源配置创造、强化自身的优势专业或特色学科。分层化发展和差异化发展的

最终目标就是要推进大学的专业化发展，增强大学在自身专业领域的实力。

（三）高校的法律地位、管理方式及领导层的变革

芬兰新大学法规定大学作为独立法人机构将以基金会或者受公共法律约束的法人的形式来运作，大学

职员的雇佣合同将从民事服务合同变为正常的劳动合同。新法实施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彻底改变，政府对

大学的干预减少，大学在财政与合同契约方面有了更多自主权。政府对于大学的管理，主要通过财政拨款实

行宏观调控，并监督和评估大学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率。大学作为法人，具有支配法人财产的权利，其筹资

渠道由单一的政府资助变成了包括政府资助、私人捐赠资金、商业活动的盈利等在内的多元化筹资渠道。这

项全面改革同时需要大学在行政管理、决策制定和领导层三个方面都有所变革。目前芬兰大学主要采取以

下两种管理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一个包括管理委员会和学术理事会的双重结构，两者间彼此独立、各司其职。

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国家、商业财团、校友等外部成员组成，负责任命校长、监督管理基金会的运作情况。学术

理事会由大学内部团体成员组成，负责决定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第二种模式是一个由外部受托人组成的

小型委员会／理事会。大学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中，至少４０％以上的成员必须来自大学校外，其余成员由校内

的教授、其他教职工和学生代表组成。委员会／理事会的成员将被大学的各个团体选举，与此同时委员会／理

事会有选举大学校长的职责①。新的管理体制使得大学在教学和研究相关的事务上的学术自治被加强，在

一些与经营运作有关的问题上将赋予大学校长、学院院长更大的决策权利，同时也更加强调领导者对大学的

财政和利润情况的责任。大学校长的角色，相当于企业的执行总监，负责执行大学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各项决

策，向大学管理委员会汇报学校的运转状况。［６］

三、芬兰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以三所大学为例

土尔库大学联合体（Ｔｕｒｋ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土尔库大学和土尔库经济学院）是芬兰首批发展的

大学联合体。联合战略的目标是在土尔库地区建立更强的研究中心，使两校在自身优势的研究领域获得国

际认可和国内的领头地位。新的联合体拥有共同的研究中心、教育计划和学校网络。例如，土尔库计算机科

学研究中心、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等，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些营利性的功能。土尔库大学联合体充分发挥自身学

科优势成立了大量的多学科研究小组，涉及了很多跨学科的研究项目，以更有效的方式重新配置资源。２００８

年土尔库大学联合体共进行了１５个联合项目，且年度项目基金的一半４００万欧元直接用于加强大学的经营

能力和科研水平。早期的项目包括：建立一个科研学术报告论坛来支持人文科学的年轻学者；发展在生物成

像方面的基础研究；建立一个专门单位为土尔库大学的学生提供商科研究的平台［７］等。联合体建立初期大

学将保持它们各自独立的身份、校长、行政管理机构及学生会。联合体有一个共同的名誉校长，联合体管理

委员会的成员由两所大学的代表和当地社区商会代表组成。

芬兰东部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Ｆｉｎｌａｎｄ）由库奥皮奥大学和约恩苏大学合并而成。芬兰东部大学

包括两个主要的校区，库奥皮奥校区和约恩苏校区，还有一个小校区在萨翁林纳。学校计划撤消现存的１３

个学院，重新建立４个大学院，其中一个学院在库奥皮奥校区运作，另一个在约恩和萨翁林纳校区运作。重

组学院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大、更强、更平衡的教学单位。通过转移现有的管理资源进一步提升各学院的办

学水平［８］。除自然科学外，新大学也将着力发展经济学、教育学等社会学科。为了加强自身科研能力大学专

① ＨＡＬＬＩＴＵＫＳＥＮＩ．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２００７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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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设立了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和研究人员管理委员会。新的大学约有１００００名学生，所授学位占所有芬兰大

学所授学位数的１０％，发表刊物数占所有芬兰大学发表刊物数的９％，雇佣职工数和资金预算也占所有芬兰

大学总数的９％。基于这些量化的指标不难看出芬兰东部大学将变成芬兰顶尖大学之一。经过合并，芬兰

东部的大学在教学和科研上的生产率都要高于国家的平均水平。①

“创新大学”（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由赫尔辛基科技大学、赫尔辛基商学院、艺术和设计大学三所

大学合并而成。三所大学在它们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是芬兰的权威学府，并且在国内外享有盛誉。２００８年夏

天，“创新大学”独立法人地位被正式确立，大学拥有独立的的基金会，基金由政府、商业财团、校友、在校师生

员工等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所领导。“创新大学”致力于科学技术、经济学以及首都地区设计规划相关领域的

研究。学校发展战略即通过“创新性大学”这样一个强劲的品牌带动，使自身专门领域的教学和科研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最终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创新大学”的办学基调即“创新”，学校通过更加灵活的管

理方式利用各种手段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为了保障研究的创新性，学校摒弃了行政任务式或筹资式的研究

方式，赋予研究者更大的研究自由。基于激励性的考虑，大学制定了灵活的招聘政策，对于一般文职人员签

订正常的劳动合同，对于世界级的专家则会使用长期聘用、终身职位的方式。同时，大学设立了国际化的可

比较的工作分类并不断增加多种多样的筹资渠道。新大学收入主要来自以下几部分：政府补助、通过竞争获

得的外部资助、提供教育服务获得的收入、基金会的收入等。［５］２２１２３４

据统计，合并大学的学生数占芬兰大学学生总数的７０％，职工数占总数的６０％，８４％的博士学位被合并

的大学授予，８６％的国内刊物发表的论文、９１％国际刊物发表的论文都来自这三所合并大学。三所大学教授

中博士所占比例，科研人员人均发表论文数，科研人员人均研究访问数等指标都是芬兰大学中最多的。［５］２３５

四、芬兰高等教育体系变革的启示

由以上指标不难发现虽然合并集优导向的芬兰高等教育战略实施时间不长，但已取得了一定成就。芬

兰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一些经验也可供我国借鉴。

（一）通过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促使高等教育体系结构优化

芬兰大学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保证了竞争机制在体系中的引入，而财政自主权、管理方式、领导层、发展

战略的变革无疑加剧了大学间的竞争。大学具有更多类似股份公司的特点，其管理人员也将更加的专业化

和技能化。大学将被办学质量和学术成果等结果驱使，经营不善的大学将面临破产的风险。在我国，虽然大

学具有法人资格，但是大学的行政附属地位没有改变，大学校长直接由政府任命且办学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

政府资助。大学竞争意识不强以及法人化发展的迟滞导致了大学内部没有建立起类似芬兰的管理体制，行

政命令式的管理模式依然没有改变，管理人员危机意识不强、专业素质也有待加强。这些因素共同制约、阻

碍了我国大学的组织转型和竞争机制的引入。

（二）高效的合作、合并、学院重组提高了大学的效率

合并是整合十分分散的芬兰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手段，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更加灵活的、有弹性的大学

来应对创新和市场导向时代的巨大挑战。大学教职工的呼吁和教育部的引导共同促成了芬兰大学间的合

并。另外，私营部分在大学合并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创新大学”的案例中显现的尤为突出。值得

注意的是，芬兰大学间的合并通常以强强联合的形式出现，都是在得到充分资源保障的前提下进行的，合并

大学在追求学科综合性的同时更注重利用多学科的平台来支持自身强势学科的差异化发展。即以综合化发

展为手段，达到更加专业化的目的。大学的合并是建立在分层化、差异化发展前提下的合并，而不是为了追

①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Ｒ］．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２００８ａ．



１００　　
第１３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１年６月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３

Ｊｕｎ．２０１１

求规模效益的盲目合并。大学合并是在明确的定位、清晰的战略管理目标和办学理念的驱使下进行的，学校

理性地分析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重点扶持和发展优势领域，追求卓越，不盲目求全，然后通过优势领域带动

相关领域的发展。大学间通过建立跨学科研究小组、共同的研究中心、师资共享等方法加强了自身科研、教

学的效率。学院重组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根据盎格鲁撒克逊模式（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ｍｏｄｅｌ）创造更大的、特色

更鲜明的学院代替原有的学院。各学院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相互协同，充分发挥大学在行政管理、设施设备、

产销衔接等方面的规模效益。

（三）利用“品牌战略”提升大学的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特色研究、品牌专业是一所大学区别于其他的大学的首要标志，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同时也是大

学发展的生命线之所在。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差异化发展就成为芬兰大学不约而同的选择。差异化发

展强调大学要有独特的风格和过硬的专业领域，因此大学均把打造特色研究、创造更知名、更强力品牌学科

作为学校发展的首要任务。例如，新土尔库大学要首先建立更加优质的商科、生物科学、社会科学、教育学、

天文学等学科品牌。芬兰东部大学要建立强劲的理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学品牌等。而“创新大学”则以“创新”

为办学基调，“创新”的血液将渗透到学校的每一个细胞当中，创新的研究过程将覆盖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设

计和销售的各个环节。三所大学都把“创造世界一流知识”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目标，显示出了新学校对科研

精益求精的诉求和对“创新”孜孜不倦的追求。为了实现提升竞争力的目标，合并学校在明确的战略指导下，通

过打造几个品牌专业，建立了高校的整体品牌，提升了办学声誉，形成了“以点带面”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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