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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产生于 2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

培养了大批高质量高级应用型人才，在德国的经济社会中发

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历经 50余年的发展，应用技术大学

成为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德国不同

类型的高校体系中一个独特的和不可抗拒的要素”，使得高

等教育变得多元丰富、体系完善。爬梳其发展轨迹、究其兴

起动因与发展的情况，有利于中国本科应用型大学的建设。

应用技术大学的前身多为工程师学校（Ingenieurschulen）、

高级职业学校（ Fachschulen）以及类似的相关机构。

18—19世纪德国逐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德国的

工业迅速发展，为应为对工业、运输及商业等经济活动的需

要，实用性的专科职业学校自此诞生。20世纪 60年代以来，

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

进程的不断推进，企业和社会对劳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即

迫切需要能掌握理论知识又具有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业技

术人员。在此背景下，职业工程技术类学院不断建立与发展，

奠定了应用技术大学的基础。1964年，为规范当时各州工

程师学校或工程学校，联邦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通过

了《关于协调、统一工程师教育的规定》，推动了工程师学

校的发展，使联邦德国工程师学校达到 100多所。1976年，

德国《高等教育总纲法》正式明确了应用技术大学作为高等

教育机构的法定地位，在高校组织与管理、学生入学与教学

改革、人员构成和高校成员参与学校管理等方面均做出了详

细法律规定，要求各州在《总纲法》框架内制定各自的高教

法。教学与科研的自由以及管理的自主权得到了法律保障 [1]。

50年代中期“煤钢危机”爆发，危机波及到其他工业

部门，联邦德国进入战后的首次经济疲软周期。联邦德国“各

界人士开始对教育提出疑问”。联邦德国开始把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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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教育领域，1958年，日耳曼学家和哲学家魏因施托克

发表了文章《高级学校的教育困境》首次指出了联邦德国的

“教育困境”。1964年，教育改革家格奥尔格·皮希特在

轰动一时的系列文章“德国的教育灾难”中提出警告说：“教

育危机就意味着经济危机。如果我们缺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后

备力量，迄今为止的经济腾飞就会很快结束。”人们日益认

识到：要保持德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需要更多的

高素质的能快速、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人员。

德国传统的高等学校由于过于偏重纯科学、无目的的

研究和教学已经无法满足工业社会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

求，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希望能在高等学校中接受更好的

专业教育和训练，而不是从事单纯的科学研究。

工程师学校和技术中专等学校经历数世纪的发展，规

模庞大，在各州均有分布，1968年联邦德国包括西柏林

有 148所全日制工程师学校，其中 19所私立学校，相比较

1957年数量增加一倍。教师和学生都希望通过改革进入高

等教育体系，以获得更多的教学和学习自由。1960年，代

表所有工程师学校利益的“德国工程教育委员会”成立，在

该委员会的促使下，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于 1964年 1月提

出《关于工程师学校教育的统一协议》，指出工程师学校是

教育体系中的独立机构，它提供以科学为基础的高等技术教

育，培养能独立工作的实践工程师，该协议指出了工程师学

校在德国教育体系中应拥有的地位 [2]。

联邦政府和各州达成共识，颁布法令，落实经费，各

州着力于成立应用技术大学。1968年 5月 6日北莱茵州议

会上，基民盟党提交的《应用科技大学法草案》引起社会各

界的关注。不久之后，社民党于 1968年 6月 10日的汉堡州

议会上，提交《应用科技大学法草案》。1968年 7月 5日，

州长会议上通过应用科技大学作为新的高等教育学校类型

的决议，并成立应用科技大学相关问题委员会；1968年 10

月 31日，颁布了在应用科技大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联

邦州应用科技大学统一协定》，该协定共包括十五条内容，

规定应用科技大学是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领域的独立机构，

依然保持了工程师学校的传统。

教育满足不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将学校的建

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FH是德国高等教育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德国高等职业教育而言，FH则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FH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实践导

向型学习，对于学生而言，其吸引人之处在于高校与地区经

济的紧密结合和因此而带来的良好就业前景。部分专业和高

校的学生可以一边上学，一边完成职业教育。因此，FH在

德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生源。不仅在教

学方面如此成功，同时 FH在科研方面也有所建树，因其实

践导向性，FH在德国通常被视作与研究型大学相辅相成、

互为补充的高校类型。这些对中国建设应用技术大学有以下

几点启发。

关注经济界、社会不同的声音，教育对经济的发展迅

速反应，及时调整，为经济的发展输送人才。将经济社会的

需求根植于专业设置当中，关注区域环境中当前和未来的需

求。应用技术大学的任务是服务于地方培养职业化的专门人

才，因而它的发展尤其是在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方面会受到

社会需求和区域发展状况的制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科技的

发展以及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存在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

上都对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和职业训练提出新的

标准和要求 [3]。

应用技术大学的建设是一项投资较大、成本较高的教

育事业，因而需要大量的经费作保障。教学仪器、实训基地

等均需要资金的投入，方能确保学校机构的运行。另外，在

应用技术大学的经费投入不仅注重增加政府投入，突出政府

主体责任而且开拓多元化的经费筹集渠道以此增加经费投

入，推动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

改善“刻板印象”，提升吸引力，扩大生源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技术应用型本科的发展是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以法律形式明确强调

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是和普通大学教育具有同等地位的一

种高等教育类型。

逐步改善重学术、轻职业的思想，积极引导，为职业

院校学生提供职业生涯发展的路径，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

进步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董慧超,邓泽民.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发展历程的探究[J].中国职业

技术教育,2017(15):34-39.

陶东梅.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研究功能的扩展及启示[J].江苏高

教,2018(7):104-107.

闫哲,郝天聪.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历程、改革趋势及其启

示[J].教育与职业,2018(8):65-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