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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是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点，但各个大学实现融合的模式仍存在差异。
本文拟基于地方文化传统和周边产业发展需求，探索地方对大学主导功能的影响，并结合对英美

典型研究性大学的案例剖析，研究不同大学教学科研融合发展的主要立足点不同的内在原因。研

究显示，地方不仅为大学的发展提供资金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也需要大学提供人力资本、知
识创新等方面的服务，因此，大学的主导功能与地方文化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而教学科研的融合则

往往立足于大学的主要功能。例如，牛津大学以人才培养为重点就深受英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哈佛

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也与其追求真理的文化传统有关，而斯坦福大学以服务产业发展促进

人才培养与科研紧密融合的模式也受到实用教育理念的影响。总的看来，研究型大学都应该力促

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这是其承载文化传播和知识创造功能的基础，但就具体大学而言，很有必要

适应特定地方的文化环境，探索适合的教学科研融合发展模式，而不要陷入盲目模仿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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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是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我国，教学科研的隔阂和矛盾却长

期存在，并已影响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进程。近年来，不少大学已经在促进教学与科

研的融合方面有所探索，但总的看来，仍缺乏适应学校特色发展需求的深度思考。本文拟从

大学发展与地方文化环境的相互关系着手，并借鉴英美若干典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经验，初

步探讨特定地方的文化和产业发展要求对大学主导功能和教学科研融合模式的影响，以期

对国内大学适应地方文化特点推进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有所裨益。

1 教学科研融合发展是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点

建设研究型大学的理念虽然由来已久，但其确切内涵却难以达成共识。20 世纪 70 年代

初，美国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首次提出了研究型大学的分类标准，这成为以后大多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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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指标列举的方式来界定研究型大学的起点。在卡内基的分类标准中，对科研活动的重

视程度、本科专业设置的齐全程度、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博士学位授予的学科范围和数

量以及科研经费等成为界定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指标[1]。而国内研究也大多将学位授予点、科
研经费[2]、博士招生数[3]或授予数、研究生或博士生和本科生的比例[4]、科研产出以及政府资

助经费[5]等作为衡量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指标。由这些常用指标看来，研究型大学应赋予科研

活动以优先地位，能提供全面的本科教育和高层次、全方位的研究生教育，拥有可观的研究

经费和一流的科研队伍[6]，因此，它应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产出高水

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

国家安全中能发挥重要作用[7]。研究型大学在卡内基的指标选择中虽也强调了科研和博士

生培养的特色，但仍关注到本科专业设置的齐全程度；而在国内研究中，似乎更强调科研和

研究生培养，相对忽视了本科教学。这一点从中国大学评价中对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赋予了

更高权重也能得到证明[8]。国内外指标选择的细微差别也显示出对研究型大学的不同认识，

但它们都同时强调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了在研究中培养人才和培养

研究型人才的理念，这也使得研究生教育受到更多关注。不过，如果忽视本科教学，将会使研

究生教育失去坚实基础，从而给研究型大学建设造成负面影响。
国内外有关研究型大学的界定标准显示，促进教学科研的融合发展乃是研究型大学建

设的内在要求。而“教学和科研相融合”的原则，最早是由洪堡提出的。他主张在一种“批判

性、创造性的复杂思维活动”中，促进教学科研成为“一种连续发展的统一体”[9]。他强调通过

大学的科学研究进行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探究真理的好奇心和方法，从而使他们在科学探

索中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教育的真正目标。在洪堡的认识中，教学科研融合的立足点是人

才的培养，而基本途径则是使科研服务于教学。以后，雅斯贝尔斯也强调研究应该以教学为

“先决条件”，不过教学应以研究成果为“内容”，因此，科研不再是教学的手段，而是为教学提

供素材，这一认识更多地关注了科研的结果而不是过程。在最先提出以研究型大学为建设目

标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一开始就强调了教学与科研相融合的原则，提出科研是原

创性科研，教学是研究性教学[10]，这一认识强调的是创新或探究的要求，因为无论科研或教

学都被冠以了创新或探究的定语，但并未明确两者之间的互促关系。成仿吾则提出，教学科

研要相互促进，要通过科研来提高教学水平，如果没有科研作基础，教育就将是没有观点、没
有灵魂的教育[11]，这其实更多地强调了教学的主体地位，因为科研虽是教学的灵魂所在，但

其主要服务于教学水平的提升，却并未从教学中汲取养料。陈佳洱认为，应将科研作为必要

的教育环节，使学生得以提高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又要充分发挥青年人想象力

丰富、创造力旺盛等优势，通过科学实践，创造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12]，这对于明确科

研促进教学、教学服务科研的互促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总的看来，教学科研的融合早期是

主要服务于人才培养目标的，以后其对于科研发展的促进作用才被逐渐认识。目前，教学与

科研的融合应该是全方位、良性互促的，对于实现高等教育所承担的人才培养、知识创造、文
化传播、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功能具有基础性价值。

我国大学在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承担人才培养的职责，对科研的关注相对不足；但在改革

开放以后，由于绩效评价和利益分配机制明显向科研倾斜，因而造成了教学的不受重视，依

然没有解决教学科研深度融合的问题。目前的状态是，学校受学位点评审、学科评估和大学

排名等的导向作用，不仅在物力、财力上对科研倾斜，而且主要基于科研论文、科研项目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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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奖励制定了对教师的量化评估和奖励政策，迫使教师将大部分时间、精力用于科研，而不

愿意承担基本的教学任务，对学术成果发表高度重视，但对教学改革关注不足[13]。不过，这一

现象已引起极大关注，不少研究都认为应给予教学工作和教改成果以更多重视，还有不少大

学明确提出要促进教学科研的融合。事实上，教学科研的融合不仅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基

础，也是高校科研工作蓬勃发展的保障。因为在科研活动中培养的人才更具备创新性研究的

知识和能力，而教学水平的提升则为科研人才后备队伍建设和科研成果的传播提供了保障，

这正是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基本模式。当然，实践中教学科研的融合还是需要立足点或者引擎

的，因此，选择以人才培养、基础研究或者应用研究为主要的立足点，将取决于不同高校的发

展特点和发展要求。

2 教学科研融合发展的模式深受地方文化环境的影响

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既可以体现为寓教于研，也可以体现为寓研于教。前者接近于早期

对教学科研融合的理解，主要以人才培养为教学科研融合的立足点，强调科研为教学提供素

材和平台，从而使培养的人才更具前沿性知识和创新性研究的意识、能力与方法；后者则凸

显了科研的核心地位，以解决科研问题、研发科研成果为主要目标，将教学过程融入科研活

动之中，通过科研活动传播科学精神、传授研究方法、促进知识积累，这对于研究生层次的教

学更具指导价值。随着知识经济条件下，科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日渐显著，寓研于教的融合

模式也受到了更多关注。有的高校重点以基础研究作为教学科研融合的平台，强调在发现和

解决科学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还有高校重点结合应用研究及其成果的转化

来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这对于产业技术人才的成长很有意义。总的来看，教学科研的融

合若不只是停留在理念层面，就必须依托融合的基础平台，而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等，都可能发挥基础平台的作用。就不同高校而言，主要选择怎样的平台，关键依赖于学校

的主导功能定位，在这方面，地方文化环境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毕竟大学孕育于特定

的地方之中，不仅受到特定地方文化的哺育，同样也应服务于特定地方文化的发展。
大学发端于中世纪的西欧，当时，地方不仅为大学提供了物质保障和人才资源，而且其

自治经验也成为大学自治管理和学术自由的蓝本[14]。地方对大学的物质保障主要体现在资

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而地方对大学的文化影响则广泛涉及自治传统、知识分子品格、
文化习性、人才需求等诸多方面。因此，大学孕育于地方文化的土壤，并按照地方文化发展的

传统和需求，逐步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又依托其知识创造和文化传播功能，

逐步成为地方文化发展的引领者，甚至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吸引到资本和人才的集聚[15]。
大学在获得地方经济资助的同时，也成为所在城市重要的经济资源。它首先显著提高了城市

人口的文化水平、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避免了城市的年轻人流失[16]；同时，它也是重要的消

费主体，为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市场；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大学还为城市提供了技术

支持，推动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17]；而作为社会服务的重要主体，大学还提供诸多服务性

学习活动、志愿者活动等，并对中小学教育、社区伙伴关系建立等发挥了扶助作用[18]。总的看

来，大学是嵌入特定地方发展的，正是在特定地方的经济支持和文化哺育下，大学才得以健

康成长，而大学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产出，又为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优质资源，可

以说，大学与地方之间是典型的良性互促关系，大学的发展应当适应地方文化环境的需求，

而地方的发展也应积极发挥大学的能动作用。20 世纪初，西欧大学中社会学、经济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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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学科的迅速崛起，就得益于适应地方发展的内在要求[19]，而这无论对于大学的成长或地

方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价值。
促进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地方文化环境对大学的需

求，更好地发挥大学对地方发展的服务功能。早期，古典大学主要是“传授知识、造就绅士”的
“单功能”大学；而洪堡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就表明大学的功能已经拓展为“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双功能；随着美国开始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大学对地方的作用更

加丰富[20]。目前，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大学的交流功能日益显著，并在促

进各国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中为世界的共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21]。当然，大学也由此在引

领、辐射和创新当地文化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22]。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的功能日趋

丰富，但培养人才和创造知识仍是大学所有功能的基础，因为大学的独特使命正在于以不断

创新的知识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高级人才，而这也是大学服务社会和促进文化交流的优势

源泉。因此，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最可能成为教学科研融合的立足点。
在以人才培养为主导功能的研究型大学，其教学科研的融合将首先服务于精英人才的

成长，因此，科研将主要是教学的手段以及为教学提供前沿的知识素材，不过，正是为适应不

断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要求，科研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动力和人才支撑；而在以创造

知识为主导功能的研究型大学，探索真理将成为学校发展的目标，基础研究最有可能成为教

学科研融合的立足点，所有教学科研活动将以发现和解决科学问题为中心，并由此实现创造

知识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还有一类研究型大学，其人才培养和知识创造的功能都体现

在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既不过分追求培养社会精英，也不过分追求探索真理，

而是致力于培养社会所需的大量高素质人才、创造能较快转化为产业技术的应用知识，它们

往往倾向于以应用研究作为教学科研融合的立足点，在面向产业发展所需的研发活动和人

才培训中，实现了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由此看来，教学科研融合的模式的确与大

学的主导功能有关，而大学主导功能的确定又取决于其所在地方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需

求，因此，地方文化环境将深刻影响大学教学科研融合的模式。

3 英美典型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融合发展的模式探究

地方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需求影响着大学的主导功能，进而对教学科研融合发展的模

式产生作用，这一点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等典型英美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实

践中应该有所反映。本文拟从大学文化传统和周边产业发展特点出发，初步探讨地方文化环

境对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融合模式的影响。
3.1 牛津大学以人才培养为立足点的教学科研融合模式

拥有 800 多年历史的牛津大学，一直以实施博雅教育而非专业训练作为大学的职责，因

此，它一直致力于培养有教养的绅士和精英人才，强调以人性教育、完善人格为宗旨，注重促

进个体的身心和谐发展，坚决反对实用性、功利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在牛津大学，特别强调培

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有学问的人，因此，它特别重视人文学科和基础理论研究，并使研究的

成果转化为学术性的专业课程。在创设之初，牛津大学是一个以权威经院哲学家为核心的松

散组织，既无系统的规章制度，也没有固定校舍，类似于当时的行会，而学校中的师生关系也

类似于行会中的师徒关系，这就是以后导师制的雏形[23]。导师制的重点是把课堂教学、实践

操作与个别辅导教学相结合，并辅之以各种讲座、讨论和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这实际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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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科研融为一体的重要平

台，研究既为教学提供了素材，

也是导师指导学生实践探索的

重要手段。而在牛津享誉全球的

学院制中，学院将不同学科的学

生融入一个社区，通过跨学科交

流，不仅培养出众多高水平的人

才[24]，更提高了跨学科交叉研究

的水平。因此，牛津大学教学科

研融合的重要特点是以人才培

养为立足点，这不仅促成了牛津

成为英国政治家和各界精英的

摇篮，也使得其人文社会科学和

跨学科基础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迄今，牛津不仅培养出 26 位英国首相、30 多位国际组织领

导人、20 位大主教以及数百位国会议员，同时也拥有 49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5]。
牛津人才培养的巨大成功与英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由于英国社会是等级社会，

在文化发展上持保守主义传统，因而长期奉行以英才教育为目标的绅士教育[26]，这也使得牛

津大学发展的理念和模式长期得到坚持，并发展成英国高等教育的经典范式。从牛津大学与

地方的经济联系看，由于牛津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因为牛津大学坚持人才培养的

文化传统，认为周边大规模的产业活动会打破牛津人典雅、传统的生活方式，因此牛津的产

业布局相对较少，周边产业对牛津大学直接的应用技术需求也就比较少。而从牛津大学的经

费来源看，不仅学费收入占有一定比重，同时资助研究收入和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拨款是

学校最大的收入来源（图 1），这就既显示了地方对大学的经济支持作用，同时，也使得牛津

可以继续坚持英才教育和发展基础研究，而对于应用研究的投入相对较少。总的看来，正是

牛津所在地方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需求，使得牛津能坚持以人才培养为首要目标，并由此

实现了教学科研的互促发展。
3.2 哈佛大学以基础研究为立足点的教学科研融合模式

哈佛大学经过 300 多年的发展，逐步确立了寻求真理的文化传统。在其校徽上，用拉丁

文写着“VERITAS”，即“真理”，而其校训则倡导“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

理为友”。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基础研究成为哈佛大学教学科研融合的立足点。哈佛大学的

基础研究主要以研究所、实验室等为平台，如享誉全球的贝尔实验室，就是一个以基础研究

闻名的教学科研平台，主要进行通讯科学的研究，在无线电电子学、固体物理学、天体物理

学、量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水平，也培养了大批创新型人才；而 Jef-

ferson 物理实验室则在电气科学、材料科学、力学与光学计量、数值分析与计算机科学等领

域拥有全球领先的研究水平，并成为这些领域科技领军人才的重要摇篮；在哈佛大学与

Kavli 基金会合作共建的 Kavli 生物纳米科学研究所，同样推动了在生物学、工程学、纳米

科学交叉领域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可以说，正是在探索学科前沿新知识的过程中，哈佛

大学实现了教学科研深度融合的目标。目前，哈佛已经有 44 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在《泰

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更注重科研成果水平的大学排名（其科研和论文引用在指标体系中要

图 1 牛津大学 2010～2011 学年经费来源

资料来源：“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nual review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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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哈佛大学 2010 学年～2011 学年经费来源

资 料 来 源 ：“Harvard university financi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1”

占到 60%的权重）中，哈佛已经连

续七年位居榜首。
哈佛大学寻求真理的传统从

创立之日起就被确定下来，并得

到历任校长的传承和深化。艾略

特认为，“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
是知识的仓库、是真理的寻求者”
[27]；科南特则指出，“今天大学的

主要任务是寻求真理，这也一直

是大学的主要任务，直接运用知

识只是大学的次要任务”[28]；而在

德里克·博克看来，大学的“使命

在于发现和传播知识”[29]；陆登庭

也坚持，哈佛应“把众多卓越非凡的天才聚集到一起”，并“使他们从已知世界出发去探究和

发现世界及自身未知的东西”[30]。哈佛人对真理的渴求促成了其重视基础研究的文化氛围，

而其经费来源模式，也保证了其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大量投入。哈佛大学 2010 学年～2011 学

年的总收入是 38 亿美元，其中资助收入和捐赠收入合计超过 55%，学生学费收入也要占到

20%（图 2），这就不仅保证了哈佛充足的研究费用，也促使哈佛重视人才培养，并不断致力于

通过基础研究活动培养杰出人才。
从哈佛大学的经费来源看，美国卫生与健康服务部（DHHS）是其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

而这也使得医学院和公共健康学院成为研究经费最充裕的学院，分别占到学校全部研究经

费的 1/3[31]，这两个学院主要从事健康科技、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同时

也是研究生培养的重点基地。依托哈佛大学在生命健康领域丰硕的前沿研究成果，离哈佛不

远的波士顿也成为全球医疗产业发展的重地，尤其在生物技术产业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优

势。美国十大生物技术龙头企业中有三家将总部设在波士顿，其销售总额要占到全部十家企

业的 25.5%[32]，显示出大学基础研究的成果也能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是不断寻求真理的文化传统和美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财力支持，才促成了哈佛大

学坚定地以知识创新作为其主导功能，并由此探索出一条以基础研究为立足点推动教学科

研融合发展的成功道路，这无论对于创新人才的培育、基础研究实力的增长或者周边相关产

业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3.3 斯坦福大学以服务产业发展为立足点的教学科研融合模式

在斯坦福大学 120 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弗雷德里克·特曼的贡献不容忽视。他被称为“硅

谷之父”，也开创了斯坦福教学科研融合的独特模式。该模式强调在基础科学研究与工程应

用研究之间以及院系与科技型公司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同时，在学校及周边打造创业氛

围，并通过将资源集中于少数兼具理论和应用研究潜力的领域，促使教学科研活动均以服务

地方产业发展为立足点，在推动应用研究发展的同时，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创业的能力和

水平。为此，斯坦福大学将创业教育理念渗透到课程建设中，在商学院、工学院等均开设了创

业教育课程，并在学校积极营造有助于创业的校园文化氛围，推崇创业、鼓励冒险、宽容失

败。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师生的创新、创业欲望，从教授到学生都积极投入创业活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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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在硅谷

创办了 1200 多家公司，目前硅谷

地区 50%以上的产品都来自斯坦

福校友开办的公司[33]。随着硅谷依

托斯坦福大学迅速崛起，斯坦福的

科研经费迅也速增长，并获得了许

多新鲜且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研

究课题[34]。可以说，斯坦福大学与

硅谷之间业已形成互利共赢的关

系，并成为全球产学研合作的典

范。
斯坦福大学独特的教学科研

融合模式，与其实用主义的文化传

统密切相关。初创之时，斯坦福先

生就认为，大学应培养有教养并且有用的公民，应将教化和培养学生未来职业所需的实用技

能结合起来，其思想核心是实用教育。斯坦福大学的首任校长也提出“斯坦福大学不会像旧

的教派学院一样使学生与世隔绝，而是要使他们为实际世界的生活做准备”[35]。以后，在

Frederic Terman 等的支持下，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斯坦福研究园成立，并成为师生

创业和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热土。在这里诞生的许多小公司，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或服务

取得巨额收入，同时，也将斯坦福大学周边打造成全球最著名的电子产业集群。硅谷中的许

多企业家也经常参与斯坦福大学的活动，无论是创业课程、各种论坛或者创业者年度大会，

都会成为企业家和创业投资家传播创业文化的平台，这就进一步丰富了斯坦福大学创业文

化的内涵。在斯坦福大学 2010 学年～2011 学年高达 38 亿美金的收入中，学费收入的比重低

于哈佛大学，但资助研究的收入近三成（图 3），显示出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对学校巨大的经济

支持作用。
总之，斯坦福大学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实用教育理念，促成了大学创业人才培养和应用技

术研究的成功，并使得地方产业发展与大学发展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成为知识经济

条件下，各地产业和大学空间布局调整的样板。在此过程中，斯坦福大学独特的创业文化也

成为硅谷地区文化的核心内容，并在斯坦福与硅谷的密切交流中不断得到优化。

4 结论与启示

教学科研的深度融合不仅是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点，也是实现研究型大学功能的前提

和保障。大学孕育于特定地方的文化环境之中，深受地方文化传统和产业发展环境的影响，

同时，也必须为地方发展提供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支持。因此，不同的地方文化环

境会给予大学不同的文化经济养料，并赋予其不同的主导功能，从而影响到教学科研融合的

主要立足点。在牛津大学，英才教育的文化传统使之坚定地将人性教育作为大学的宗旨，并

使得教学科研的融合主要以人才培养为立足点；而在哈佛大学，寻求真理的传统促进了基础

研究的发展，也促使教学科研的融合在创新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斯坦福大学实用教育的

理念则使得创业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获得了更好的环境，教学科研也在服务地

图 3 斯坦福大学 2010 学年～2011 学年经费来源

资料来源：“Stanford university annual repor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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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产业发展中得到了融合发展。由此看来，探索适合的教学科研融合发展模式，关键还取决

于大学在适应地方文化发展要求中所确定的主导功能。对于中国众多高校的研究型大学建

设而言，很有必要适应所在地方的文化发展环境，探索适合的教学科研融合模式，而不要陷

入盲目模仿的误区，割裂了大学与地方之间互促发展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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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Local Cultural Environment on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Oxford, Harvard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KONG Xiang, YU Liang-quan
(The Institute of China Innovation;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a common feature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ies. But the pattern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may be dif-

ferent for various universities. Since the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 and local

industry structure may deeply influence the role of university in local devel-

opmen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British and American uni-

versities, mainl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local cultural environment on the

dominant function of different universities, which will lead to different main

standpoint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t holds that the u-

niversity should get funding and infrastructure support from local environ-

ment, and also should provide services, such as human capital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Thus, the university’s dominant fun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lo-

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

search may be realized through different paths. For instanc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has been putting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elites, which is deeply in-

fluenced by British traditional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has made splendid

contribution to basic research, which is also deeply related to its cultural

heritage of seek truth. As for Stanford University, which holds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concept, has achieved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rough its participation in lo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On the whole, re-

search universities should promote deep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However, for each university, it is of importance to explore its unique path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dapt to its local cultur-

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research university;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local cul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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