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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体系的改革，传统的国际科技的合作与交流管理体制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国际科技
合作与交流管理体制创新可解决这一问题，所以高等院校要将国际科技的合作与交流的管理体制创新重视起来，论文阐述了

当前高等院校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创新建议，望为业界人才提供参考。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current needs. A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can solve this problem, s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ay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management system, and 
put forward some innovation suggestions,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dustr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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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是国家发展的前提，是国家于世界之林占有一席之

地的唯一途径，而国家科技合作与交流可带给相应人才一定

启发，可为中国科技发展带来机遇，可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

良好基础，所以各国政府及企业、高校给予其重点关注。就

目前情况而言，高等院校已建立起相应的管理体制，但其存

在一些问题，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论文简述了高等

院校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体制的创新方法。

2 目前中国高等院校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管
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概述

2.1 管理目标尚未明确
在管理工作中，管理目标发挥着“引导”作用，可使教

师明确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目的、方向，进而采用有效方

法开展管理工作。但就目前高等院校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体

制而言，并未明确的管理目标。所以，教师并未将其重视起

来，仅是按照自身经验进行了管理。在此情况下，国际科技

合作与交流并未发挥出其效用，高等院校人才也并未借助这

一渠道成为创新型的科技人才。此外，近年来的高等院校将

重点放在了扩大招生、评比考核上，使得教师的时间、精力

被占用了，对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造成了不良影响。

2.2 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制度可约束工作人员的行为，可为高效管理提供保障。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高等院校的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制度是

存在问题的。具体而言，国际科技合作交流涉及到大量内容，

如资金管理、项目管理、成效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等，需要

专门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但多数高等院校并未制定专门的

规章制度，所以对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造成了不良影响。

2.3 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就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而言，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政

策制度，所以需要专业的管理人员进行管理。但就目前高等

院校情况而言，并未引入相应的人才，且目前在职人员多为

兼职人员，并未深入了解这一工作，只是在院校安排下成为

了负责人，所以综合素质不高，无法适应岗位要求。此外，



148

经济管理研究·第 3 卷·第 6 期·2021 年 12 月

通过研究发现，部分高等院校因经费有限压缩了行政机构、

编制，导致相关管理工作只有一个岗位、一名管理人员，所

以在工作过程中会出现较多问题 [1]。

3 创新中国高校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体
制的方法
3.1 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

鉴于管理制度在高等院校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体制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教师顺利完成科研工作的前提，所以

高等院校需将相应的管理制度建立起来。但高等院校负责国

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工作的人员需注意，管理制度的建立

包括管理条例、管理标准、法律法规等，且其建立管理制度

并非一件轻易的事情，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的工程，

只有做好规划，才能将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建立起来。具体

而言，相关工作人员可从政策发挥体系、规章制度体系、评

价指标体系三个方面入手 [2]。

3.1.1 建设科学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
由于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有利于国家发展，所以国家给

予了其高度重视，并推出相应法律法规。因此，建立管理制

度时，工作人员需将政策法规体系的建立当做入手点。在建

立政策发挥体系时，工作人员需坚持与国际惯例接轨、与法

律法规衔接的原则，且工作人员需将知识产权方面的政策法

规体系建设当做重中之重。因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是国际

化的，倘若无法为中国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将会使中国的科

技被其他国家盗用，对中国的经济效益、发展造成影响。此

外，在相关工作人员还需考虑到科技及相关知识在交流过程

中的溢出性、造成的外部效应。如此，才可将科学完善的政

策法规体系建设起来，才可为高等院校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管理体制的创新提供保障，才可提高高等院校国际科技合作

与交流的效率、质量，进而为国家发展奠定基础 [3]。

3.1.2 建设科学完善的规章制度体系
规章制度体系相对应的是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的“管

理条例”，其可对高等院校工作人员的行为造成约束，可为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但规章制度的体

系需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如高等院校行政管理的通行方法、

通行规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活动所遵循的规律、人

员在这一活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3.1.3 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旨在对教研活动的质量、效果进行评价、考核。

借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高等院校教师会将国际科技合作

与交流活动重视起来，进而为其顺利开展提供保障。但在进

行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时，工作人员需将国际科技合作

与交流的目标定位凸现出来，即结合高等院校其他事业成果

进行评价、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导向性。

3.2 建立完善的物质保障体系与信息体系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开展依托于信息技术及物质基

础，所以高等院校需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提供物质、信息

保障。具体而言，高等院校可将完善的物质保障体系、信息

体系建立起来。在建立物质保障体系、信息体系时，工作人

员可从数据管理系统、信息通道两个方面入手。

3.2.1 建立完善的、健全的数据管理系统
数据管理系统的建立包括科研设施、人才、学术人脉、资

金渠道等。如此，才可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开展奠定物质

基础，才可使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活动的效用最大限度地发挥

出来。倘若条件允许的话，高校可将开放的实验室建立起来。

3.2.2 建立信息通道
信息通道的建立可为国际、国内、高校内部进行信息传

播奠定基础。所以，高等院校需将信息通道的建立重视起来。

如此，才可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信息共享提供保障，为

相关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3.3 加强管理职能的专门化和管理人才的专业化建设
针对管理工作中的职能混乱、工作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的相关问题，高等院校可采取管理职能专门化、管理人员专业

化这两个措施解决。如此。才可为高等院校国际科技合作与交

流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才可使高等院校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具有完善的、科学的管理体制，并为其顺利运行做好准备。

3.3.1 管理职能专门化
管理职能专门化简单来说就是需要设立专门负责相应管

理工作的职位，并聘请相应人员负责这一工作。但在设计相

应管理工作的职位时，工作人员需尽可能避免重复设立职

位、上下级机构存在矛盾等问题。

3.3.2 管理人员专业化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本身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所以高等

院校需做到管理人员专业化。具体而言，高等院校可对在职

人员开展培训工作，使其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技能，对国

家政策、国际通行规则有所了解。此外，高等院校还可借助

社会招聘这一途径引入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外语较好的、

对科技有一定了解的复合型人才。

4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高等院校对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管理体制进行创新是时代发展所驱，是培育创新型人才的有

效途径。但想要发挥出其效用，高等院校就需对当前的管理

体制进行深入分析，并借助有效手段进行创新。如此，才可

使高等院校人才掌握国际上先进的科研技术，才可为国家发

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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