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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 北京电影学院 2018 届博

士生翟天临涉学术不端事件， 引发公

众广泛关注。 而国人可能不知道， 今

年 2 月， 德国也有一位名人处于与翟

天临非常相似的尴尬境地。

2 月 8 日 ， “明镜在线 ” 爆出德

国现任联邦家庭部长弗兰齐丝卡·吉

费 ， 于 2009 年在柏林自由大学提交

的博士论文受到抄袭指控 ， 正被逐

页核查 。 虽然审查还在进行中 ， 尚

无最终定论 ， 但此事在德国引发极

大关注 。 随着媒体的跟进 ， 这一事

件给当事人和相关大学造成了不小

的压力 。

德国学界以严谨治学著称 ， 大

学也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学术道德教

育 。 但光谈道德 ， 缺少制约 ， 显然

是不够的 。 这也正是民间 “抄袭猎

人 ” 在德国如此活跃的原因 。

■本报记者 姜澎

大学新工科改革， 正是如火如荼

之时。 据不完全统计， 过去两年， 围

绕新工科主题召开的各种研讨会已达

1000 多场， 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新工

科专业已有 500 多个……

但是 ， 根据教育部去年底对国

内工科优势高校开展的一项评审 ，

仅 38.9%的新 工 科 改 革 项 目 推 进

良好 。 换言之 ， 六成开展新工科

改革试点的高校 ， 进展离预期尚

有距离 。

在日前复旦大学主办的 “新工科

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暨综合性高校新

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进展交流会 ”

上，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透露， 今年是

新工科改革的深化之年。 “那些评审

不合格的高校 ， 其新工科建设方案

将全部推翻， 从头开始。”

据悉， 教育部还将推出不同类型

高校新工科建设的示范工程， 推动创

新型国家建设的人才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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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改革面临“路径之争”

过半高校表现 “差强人意”， 亟待探索 “中国方案”

■ 根据教育部去年底
对国内工科优势高校开展
的一项评审， 仅有 38.9%

的新工科改革项目推进
良好。

■ 新工科改革 ， 究竟
是基础科学研究先行更重
要， 还是培养人才的创新
潜质和动手能力更重要 ？

各大名校校长们， 对此各
执一词。

■ 传统的以老师和学
校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无
法满足新工科人才培养的
需求。 新工科改革的未来
走向，必须“真正以学生为
中心”。

不论大学是否愿意 ，飞速发展的

产业革命正推动甚至迫使大学启动

新一轮人才培养变革。

盘点历史可以发现 ， 过去三次

产业革命都给大学教育带来了巨大

影响 。

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 ，“保守 ”的

法国大学开始出现工程师学校 ，并启

动英才教育。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 ，出

现了新大学运动 ， 在这一运动中 ，牛

津 、剑桥在办学上的 “保守 ”，使得伦

敦大学学院等一批新的大学成为英

国优质大学教育的代名词 。第三次工

业革命促使信息产业大发展 ，这也使

得美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出现了

巨大变化。据悉，上世纪80年代初 ，全

美每年只有2000多名计算机专业人

才从大学毕业 ，到了90年代末 ，这一

人数超过了8万人。

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 ，包括麻省

理工学院、普渡大学等在内的全球知

名高校近年已纷纷开启工程教育改

革 。两年前 ，教育部也提出了新工科

改革计划，推动产业升级换代的人才

供给方———大学进行改革。

此后 ，大部分综合性大学和工科

大学都参与到这场改革中 。 不过 ，相

比于大学 ，更着急的是企业 。新工科

改革一经推出 ，就吸引了众多企业的

关注。

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 ，仅2018

年，就有662家企业支持了总计2.35万

个高校新工科项目 ，企业为新工科改

革提供经费及软硬件支持约82亿元 ，

助推各类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 ，教育部2018年新

批准设置的专业点有 ：机器人工程专

业60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250个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4个 ，智能

医学工程专业2个 ， 智能建造专业1

个，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5个等。

而在2019年高校申请设置的专

业点中 ，人工智能专业38个 ，机器人

工程专业108个 ，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专业233个 ，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100个，网络空间安全专业36个 ，大

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26个等。

然而， 过去两年的新工科改革的

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理工处负责人吴爱华介绍， 新工科

改革自推出后，就将高校分为三类：一

类是综合性高校， 一类是工科优势高

校， 还有一类是应用型工科高校 。去

年， 教育部在天津大学对工科优势高

校的新工科改革项目开展评审， 发现

只有38.9%的项目被评为“良好”，另有

56.19%的高校只能算是正常开展 ，还

有4.9%的高校项目被评为“差”。

调查发现 ，新工科改革项目在推

进中 ，最大的阻力是 “学校支持不到

位”， 且学校对产业需求的认识比较

模糊 。在产学研协同方面 ，有 41%的

项目被专家评分为3分（满分5分 ），个

别项目甚至低于3分。

此次论坛上 ，产业界代表 、阿里

云相关负责人解航称 ，去年参加了多

场高校人才招聘 ，但在和大学校长交

流时 ，有些校长直言 ，学校里的教学

内容已经十多年没变过了 。“现在的

新技术一年甚至会有几次迭代 ，大学

里的教学却十多年不变 ，这对于人才

培养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新工科改革对于大学来说 ， 最

主要是对标未来产业发展 ， 培养创

新型人才 。 但新工科改革 ， 究竟是

基础科学研究先行更重要 ， 还是培

养人才的创新潜质和动手能力更重

要———这成为此次论坛争论的焦点 ，

即便是各大名校的校长们 ， 对此也

各执一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 中国

科学院院士包信和就认为 ， 没有基

础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新工科

改革 。 他引用钱学森多年前发表的

文章称 ， 清华大学太偏工科 ， 北京

大学太重理科 ， 而中国缺少的创新

人才是介于工科和理科之间的 。 包

信和介绍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年

来改革的目标 ， 就是要求所有学生

必须参加两年的数理化生的基础科

学学习 ， 两年后再选择专业 ， 进行

专业学习 。 “没有基础科学研究 ，

新工科是无本之末。”

清华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

负责人的看法， 和包信和基本一致。

但是 ，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 松

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发起人李泽湘

却持截然不同的看法 ： “我近年来

辅导了不少创业的年轻人 ， 最大的

感触是 ， 大学培养出了能够很好地

回答老师问题的人 ， 但培养不出发

现问题 、 定义问题 ， 并且能推进问

题研究的人 ， 而这是工科人才最主

要的能力 。 如果不会发现问题 、 定

义问题， 何谈创新能力？”

李泽湘毕业于美国卡内基梅隆

大学 ， 该校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调

查就发现 ， 大学授课的课时数与学

生的成功程度和比例成反比 。 他在

卡内基梅隆大学读计算机本科时 ，

四年学 40 门课程 ， 学校都认为太

多 ， 影响了学生的能力培养 。 而目

前 ， 国内大学本科的课程数至少 60

门 。 比如 ， 清华大学有 78 门 ， 共

178 学分； 上海交通大学至少 61 门，

共 223 个学分。

“对工程人才来说 ， 数理固然重

要， 但是学得再好， 如果学生缺乏兴

趣， 创新缺乏热情， 根本不可能有什

么新工科人才。” 李泽湘说。

论坛上 ， 有一所学校被不少学

者反复提及 ， 它就是 1997年成立 、

2002年开始招生的美国欧林工程学

院 。 这家学院过去几年毕业生的平

均起薪高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 ，

约 20%的毕业生创业 ，50%的毕业

生在著名大学读研究生 。 而这所学

校完全是通过项目来遴选人 ， 并且

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要完成25到35

个设计项目 。

国内的新工科改革究竟是效仿

欧林工程学院 ， 还是以两年前启动

工科改革的麻省理工学院为参照 ，

亦或是对标在工程教育领域一直保

持领先的斯坦福大学 ？

不少学者提出 ，新工科改革必须

有符合我们自己实际情况的 “中国

方案 ”。而其核心也许在于 ，大学通

过变革提供更宽松的环境 ， 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 。

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长黄廷祝

直言 ， 该校曾经有团队研究了一年

多欧林工程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 ，

发现根本无法照搬 ， 理科与工科的

思维逻辑不同 ， 而欧林工程学院采

取的是小而精的人才培养方式 ，一

年招80名学生 ， 一名学生4.5万美元

学费 ， 而实际培养成本高达10万美

元 /年 ， 学校基金会规模达 3.5亿美

元 。这样的投入 ，国内绝大多数高校

目前都很难做到 。

谈及以理科为基础培育新工科

的改革路径 ， 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

称 ，该校曾经尝试过 ，但花费十年却

没有成功 。“以项目育人 ， 目前学校

小范围试点是成功的 ， 但要全面推

开 ， 对于综合性大学来说困难重

重 。” 即便是工科更见长的清华大

学 ，也遭受过同样的失败 。

事实上 ，项目育人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发布的相关报告中曾详细阐

述过 ， 这是培养面向未来人才的最

有效的方式 。

究其原因 ，不论是先启动基础科

学教育 ，还是实施项目育人 ，实现以

学生为中心 、 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 ， 这才是新工科改革走向成功

的根本推动力 。

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教

授林健去年调查了美国普渡大学

的工科改革 ，发现学生在教学中拥

有相当主导权 ， 包括开什么课 ，学

生都有参与决定的权利 。斯坦福大

学也是如此 。 “在知识获取非常方

便的今天 ，大学新工科建设不可能

再是老师和学校的自娱自乐了 。 ”

毫无疑问 ，新工科改革将带来大

学的变革 。“新工科改革必须面向未

来发展培养卓越的 、 有创造性的工

程人才 ， 以适应新一轮产业革命的

需要 。”吴爱华说 ，传统的以老师和

学校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 无法满足

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需求 。 新工科改

革的未来走向 ，必须 “真正以学生为

中心 ”。

正如很多与会专家所言 ，大学在

教与学上一直有一套惯性思维模

式 。比如 ，学生的学习必须有人教 ，

老师对学生开展教学基本是建立在

消极假设上的 ： 你不能做 ， 你做不

了 。再如 ，学生在课堂基本是被动学

习 、而且是独自学习 ，不太和身边的

人讨论 。此外 ，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的

各种 “命令 ”，否则毕不了业 。

在吴爱华看来 ，惯性思维模式下

的教学 ，好比 “学生在老师画好的图

案里填色 。”而新思维模式下的工程

教育 ，应以学生为中心 ：学生可能不

需要其他人教 ，只需要一些指导 ；学

生可以做任何自己想象的事 ， 老师

的责任是帮助学生创造知识 ， 而学

生的学习就是追寻自己的爱好 ，由

此形成一种学生主动学习的氛围 。

这种全新思维模式下的教与学 ，才

能让 “学生自己设计图案并着色 ”。

捍卫学术尊严，

德国活跃着民间“抄袭猎人”

这一轮改革， 比大学更着急的是企业？

VroniPlag Wiki 这样的民间 “抄

袭猎人”， 之所以在德国如此活跃并产

生巨大影响， 与德国的社会文化不无

关联。 德国人传统上非常尊崇 “博士”

和 “教授” 这两种头衔， 它们几乎被

等同于一种荣誉。 相信很多与德国学

界有过接触的人， 都在正式场合听到

过德国教授长长的头衔———“教授” 之

后还要加上 “博士 ”， 甚至 “荣誉博

士” 也要一一列举， 以至于有人开玩

笑说 ， 名人头衔听来犹如马蹄踏地 ，

“得得” 不止。 这种尊荣， 使得各界名

流对于博士头衔趋之若鹜。

而德国的博士攻读与授予过程 ，

也有其传统特点。 德国以导师制为主，

博士导师按字面翻译就是师父或师母，

很容易套用我们中国人的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母” 来理解。 博士生往往没

有修课要求， 甚至不一定要在大学注

册， 只需跟着导师， 在其指导下写出

大论文， 按各校大同小异的 “博士条

例” 规定提交， 完成评审和答辩流程

即可。 按规定， 论文必须带有原创性

声明 ， 但是否真正遵守了学术规范 ，

最终还是要靠博士生自负其责。

近年来， 德国各大学也开始为师

生提供查重工具， 但笔者查找了一些

大学的规定， 还没有发现把查重作为

硬性指标。 相比之下， 国内高校要严

格得多， 硕士、 博士论文答辩之前往

往必须通过查重， 才有资格送审。

当然， 德国学界以严谨治学著称，

大学也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学术道德教

育。 古滕贝格丑闻爆出时， 笔者正好

在德国读博， 还曾为此多上了几节学

术道德的强化教育课 。 但光谈道德 ，

缺少制约， 显然是不够的。 这也正是

为什么民间 “抄袭猎人” 在德国如此

活跃的原因。

眼下， VroniPlag Wiki 声名在外 ，

也遭到了不少质疑， 尤其因其将一批

政界人士拉下了马， 被怀疑暗中为某

些政治力量服务。 但该网站的统计显

示， 政界人士只占其调查对象的一小

部分， 且左右阵营均有波及。 而支持

这一 “抄袭猎人 ” 的呼声只有一个 ：

我们并不关心这个人是谁， 我们只想

捍卫学术的尊严。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德国扮演 “抄袭猎人 ” 角色

的， 是一家颇为专业的网站 VroniPlag

Wiki。 它由一些志愿者于 2011 年依

托维基平台建立， 主业是根据举报线

索核查有抄袭嫌疑的博士论文， 甚或

大学教授资格论文。 每篇论文的核查

都有完整的记录 ， 并以色谱形式实

时、 形象地体现核查进程。

根据抄袭比例的不同 ， 经过核

查的论文每一页会标记不同颜色 ，

其中蓝色为尚未发现抄袭 ， 黑色为

抄袭比例 50%以下 ， 紫色为 50%至

75% ， 红 色 则 表 示 抄 袭 比 例 高 达

75% ， 有问题的核查结果会向相关

院校举报 。

VroniPlag Wiki 并非官方机构 ，

严格意义上说， 该网站拿出的查重报

告并没有什么法律效力， 但这绝不意

味着吉费等被核查的对象可以对此置

之不理 。 事实上 ， 自 2011 年启动至

今， 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 ， VroniPlag

Wiki 网站已经端掉了 78 个博士学位

和 1 个教师资格。 还有两人尚处在网

站核查论文阶段， 就被各自的大学取

消了博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 ， 这个 “抄袭猎

人 ” 网站的创建 ， 正是始于 2011 年

著名的古滕贝格事件。

2011 年 3 月 ， 39 岁的德国联邦

国防部长古滕贝格被确证论文大篇幅

抄袭后， 被剥夺了博士学位， 虽经德

国总理默克尔极力挽留， 仍在民众的

一片指责声中黯然辞职， 彻底结束了

其政治生涯， 举家迁居海外。 当时的

“抄袭猎人 ” 专门为古滕贝格创建了

一个网站 GuttenPlag Wiki。 他的论文

在该网站核查中呈现的色谱后来也被

曝光 ， 一片通红代表着抄袭的严重

性 。 而目前活跃的 VroniPlag Wiki 即

是这一行动的延续。

与古滕贝格一样 ， Vroni 的名字

是他们核查的下一个对象， 她是德国

前任基社盟主席施托伊贝的女儿。 至

今， “抄袭猎人” 一共核查了 188 本

博士论文和 13 本教授资格论文。

在他们的推动下， 继古滕贝格之

后 ， 2011 年 6 月 ， 德国又一名重量

级政客———欧洲议会副议长科赫-梅

林被取消博士头衔， 辞去一系列政界

职务。 此后又有更多政界人士中招落

马， 各个政党都有波及。

前不久， 这把火甚至烧到德国联

邦教研部长沙范身上。 她写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论文被爆出大面积引用不

规范 ， 终在 2013 年被母校杜塞尔多

夫大学判定为蓄意抄袭。 沙范因此被

取消了博士学位， 很快被迫辞去部长

一职。

2015 年 9 月 ， 德国第一位女国

防部长冯德莱恩也被该网站盯上， 核

查发现 ， 其博士论文有 30 多处引用

不规范。 所幸其大学高抬贵手， 让她

逃过一劫———本届默克尔政府中， 她

继续担任国防部长。

自 2011 年启动至今 ， 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 ，

VroniPlag Wiki 网站已经端掉了 78 个博士学位和 1 个
教师资格。 还有两人尚处在网站核查论文阶段， 就被
各自的大学取消了博士学位。

德国学界以严谨治学著称， 大学也非常注重对学
生的学术道德教育。 但光谈道德， 缺少制约， 显然是
不够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民间 “抄袭猎人” 在德国如
此活跃的原因。

德国传统上尊崇 “博士” 和 “教授 ” 头
衔， 使得各界名流对学术尊荣趋之若鹜

“抄袭猎人 ” 网站的创建始于 2011 年著
名的古滕贝格事件

没有基础科学研究， 新工科是无本之末？

一致被看好的欧林工程学院，为何难以被模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