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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高职院校横向课题管理探讨

——以温州为例
*1

黄毅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温州 325011)

【摘 要】:温州地区不少民营企业因开放层次低､产品缺少附加值､产业升级欠缺等问题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

《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为温州中小微民营企业带来利好信息的同时，也刺激中小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随着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意识的不断提升，横向课题的发展也刻不容缓，温州中小企业改革潮的来临也为地区高

职院校加强完善横向课题的管理，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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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横向课题指政府､上级部门下达的纵向科研项目和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以外的科研合同项目。包括科学研究类､技术攻关类

､决策论证类､设计策划类等。横向科研项目的开展是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深化校企互助合作，提高自身知名度的重要途

径。因此，近年来，不少高职院校开始重视并鼓励教师参与横向课题研究。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涉及高效进行资源配置､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内容，并提出进一步

深入开展金融改革。在政策扶持的大背景下，一系列利好信息无疑给中小企业带来了福音，同时也刺激了中小企业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的步伐。温州模式在中国经济市场曾为人津津乐道，但其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上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优势正日渐消磨。

而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开放层次低､产品缺少附加值､产业升级欠缺等问题导致不少民营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十八届

五中全会的决议无疑为温州企业带来一个新的机遇期，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把握新机遇，紧随新一轮温州中小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潮流，与企业寻求深度合作，开展横向课题研究，为企业提供有效的

转型升级途径，提高企业竞争力，将成为温州地区高职院校一个重要的科研方向。因此，如何提高教师参与横向课题积极性，

加强与完善横向课题管理也成为院校开展特色科研服务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2 高职院校横向课题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教师相关意识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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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的教育模式从一开始就定位为向企业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其推动经济发展，服务社会的育人目

标与普通高校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高职院校开展科研工作的时间也较普通高校晚，科研基础与起点均较普通高校低。不少

高职院校教师，科研意识淡薄，所有的工作仅围绕教学开展，甚至学校对教师的考评也以教学为主。此类高职院校未意识到开

展科研工作是增强自身办学能力与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导致教师也一门心思备课上课，却忽略通过开展项目研究，不断提升

自身的教学水平与实践经验。

2.2 科研积极性不高

近些年，随着职称晋升竞争日趋激烈，高职院校的教师开始意识到科研工作的重要性。由于传统高校科研项目基本上来源

于政府及上级机构提供的纵向课题研究，且纵向课题是明确地与教师的工作量计算与职称晋升考核相挂钩，大部分高职教师将

精力花费在对纵向课题的申报与研究上。尽管作为服务社会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高职院校逐渐意识到横向课题已成为科研工

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却并未将横向课题与绩效考核挂钩，导致学校关于横向课题的管理条例形同虚设，许多教师甚至不知

道横向课题的重要性及其获取途径。而有不少高职院校虽然也随波逐流地制定出横向课题管理相关条例，不少也流于形式。条

例中提供一份格式合同，重点在于说明课题经费的分配与管理，而无经费的课题基本上不被允许计入科研工作量，这进一步打

击教师参与横向课题的积极性。

2.3 管理制度不完善

高职院校对纵向课题管理制度已日趋完善，基本上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关于项目协议签订､价款支付､过程管理､成果管理的监

管文件，而横向课题管理相关条例却略显薄弱。且纵向课题的成果一般侧重于研究报告与论文的发表，成果水平由发表的期刊

层次来确定。而横向课题的成果，却有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一篇发表的文章，更偏重于市场效应与实用性，有可能是为企业提供

一份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的研究方案；一项改良企业生产能力的技术成果；一份改革企业管理模式的建议书等，形式多样。当前

大部分院校侧重于对横向课题科研经费的管理，重视校方的经费提成，而对成果实效性却还未形成有效的管理制度。

2.4 项目来源不足

温州地区集群产业低成本优势逐渐消逝，不少企业探索转型升级之路。无论产品开发，品牌研发，技术变革及管理水平改

进等项目均需要科研团队的合作。横向课题的研究方向有技术产品开发，企业管理模式，产品扩销渠道，软件应用管理等，其

来源主要是企业，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一样需面向区域生产､服务第一线的企业寻找合作，开发研究项目与课题。而本科院校的

科研能力强，科研水平高，在大企业大项目的争夺中，相较于高职院校来说有明显的优势。高职院校在争取高经费､高知名度的

研究项目上有一定的难度。

3 如何加强与完善横向课题管理

3.1 提高教师参与意识

高职院校应认识到纵向课题的研究专业性较强，或者侧重于教育管理类，而横向课题大部分是由企业提供，其成果形式多

样，实用性强，或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或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或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一而足。可以说，有效的横

向课题成果有不容忽视的经济效益。且横向课题能更为有效地促进社会资源与高校科研资源的对接，将科研能力与成果转化为

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高职院校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生产第一线的办学目标。温州政府在金融改革的大背

景下，为助推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政策扶持，企业自身迫切需要通过产业转型，提高核心竞争力，探索适应市场竞

争的发展模式，大部分中小微企业需要依托专业的科研机构，为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科学有效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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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横向课题能更切实地反应高职教师的实践能力，有利于教师实践教学水平的提高。高职院校应逐步尝试并探索提高横向

课题的研究地位，明确横向课题在科研工作乃至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性，将其与纵向课题一起纳入相关绩效考核条例，以强化高

职教师参与横向课题的意识。

3.2 完善课题激励制度

教师在意识到横向课题对于高职院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后，最关注的莫过于开展横向课题能为自身带来的效益。学

校应给予横向课题等同于纵向课题的奖励制度。纵向课题的科研计分与工作量计算一般是根据项目来源的部门级别划分等级，

奖励分别按院级课题､市级课题､厅局级课题､省部级课题､国家级课题等递增。横向课题也可根据项目的来源渠道､项目成果应用

性､研究经费等因素制定相对应的级别划分制度，给予顺利完成横向课题，并取得一定成果效益的教师对应的科研工作量考核待

遇及奖励。而温州地区近些年来不少新兴产业以小微企业的形式出现，这类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有与院校合作开展横向课

题的需求，却不能像大中型企业那样提供充足的经费。对于中小微企业提供的低经费横向课题，也应根据课题的效用性给予相

应的奖励与补助。同时，在完善激励制度的同时，应保证每一位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精力与时间，确保教师不是对课题重承接，

轻研究，保证课题的顺利进行及成果质量。

3.3 构建有效管理制度

纵向课题的项目提供方往往是政府机构及上级部门，其制度性与协议约束力不容置疑。而横向课题往往由企业提供，需要

更为严谨的管理制度进行约束。如项目技术合同的签订，为保障双方权益，高职院校应根据本校实际制订一份格式合同，校内

教师承接横向课题争取以本校格式合同作为协议基础。合同中涉及的法律及财产问题，应逐项明确。温州地区加工制造业发达，

如电气､鞋业､服装､紧固件､打火机､塑料产品等，这些企业的横向课题常常需要跨专业合作，既涉及技术开发，又关系产品销售。

因此，院校应组织专人对项目的技术可行性进行审核，同时，保障课题组具备相应的项目研究能力。以确保项目最后能顺利完

成。另外还应明确项目价款支付。纵向课题项目经费按级别固定，而横向课题的经费往往与成果的实效性相关。在协议中应明

确成果是一口价形式还是根据后期成果投入生产与管理后的收益提成等方式。与纵向课题一样，院校也应对横向课题的开展进

行过程管理。企业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科研项目管理缺乏经验，需要高职院校给予协助，以确保项目有效完成，保障项

目提供方权益。

3.4 健全课题合作平台

高职院校应努力为教师创造科研条件，充分利用温州地区庞大的中小微企业群体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建立健全横向课题

合作平台。高职院校大部分专业均有开展校企合作，横向课题的邀约可先从合作企业入手。如主动向企业提出进行产品研发，

技术改进的可行性与可预见效益，再由企业确定是否设立课题及相关经费的提供，以促进校企互助合作。温州地区各行各业都

有相应的商会，不乏定期与不定的交流会，院校可多与相关协会进行沟通交流，积极宣传自身的科研实力与成果。不排斥小企

业课题，经费低的课题，以积累提实力，以成果促宣传，从多渠道争取横向课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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