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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仅有三十多年发展历史的年轻大学，何以迅速成为

世界顶尖名校之一？粤港澳大湾区该如何抓住黄金机

遇，引领科技创新的浪潮？日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以下简称：南大）在深圳举行第十五届中国毕业典

礼。南大第五任校长、著名行为经济学科学家何德华教

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深圳成熟、完整的产业链是巨大

优势，南大也希望能在这里实现从科研成果到产品的迅

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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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崛起的“秘密”在于人才汇聚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于1991年正式成立，以令人惊讶的

速度迅速崛起，已在各项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并

多年蝉联全球年轻大学榜首。作为一所年轻的大学，南

大为何能缔造这样的“加速度”？南大有何发展“秘

诀”可供深圳的高校参考学习？

何德华表示，南大的迅猛发展首先源于内部的干

劲，“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充满了创业的激情”，学校

从创校之初的方向也是十分明晰而坚决的，那就非常重



视科研和教育，这使得学校不断产生创新成果，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同时，何德华也十分强调学校的

多元文化。在他看来，一所大学想要办好，首先要“不

拘一格招人才”，要把引才的目光投向世界各地。“南

大开放、包容的氛围，让世界各地的人才不仅愿意来，

而且能在这里舒服地生活、扎根，这是非常重要的”，

何德华说。

此外，南大在课程设置上也很有特色，十分重视学科交

叉和实践应用。南大的本科教育从2021年开始探索跨学

科的学习，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一起合作、探索，解决

问题。另外，学校还十分重视实践，2021年后入学的本

科生，都必须完成一个学期的实习才能够毕业。这使得

南大培养的毕业生都具有较为出色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无论是科研还是就业，都如鱼得水，社会口碑的提升使

得学校的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谈及南大未来发展的愿景，何德华表示，希望进一步提

升南大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国际合作，同时在全世界共

同面对的重大挑战，比如环境、医药、人口等方面，做

出可以造福人类的重大贡献。



希望在深圳实现科研成果转化

“我在美国生活多年，在我看来，旧金山湾区固然有一

些优势，比如人才多元化，企业的类型也非常丰富，但

是他们有一点不如粤港澳大湾区，那就是政府的支持。

在基础建设方面，他们远远跟不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

展，这使得他们的发展受到制约。”何德华认为，粤港

澳大湾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重点就是要“招揽全世

界的人才”，他也希望南大可以利用自己多元化的平

台，通过合作的方式，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人才支撑。

何德华一行此次来深圳，紧锣密鼓地参观了很多企业，

深圳在产业方面的蓬勃活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

悉，南大已与中国许多知名企业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包括总部位于深圳的微众银行。这些公司与南大教学和

科研人员合作，通过与业界相关的项目，在不同的领域

进行研究及转化，成为能改善生活的创新方案。何德华

透露，南大还有望与深圳大学在培养人才、创新创业方

面展开合作。

“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有非常成熟的产业链，能迅速

将科研转化为产品。而南大有很多世界一流的科研成

果，如果能把这些成果转化的环节放到深圳、粤港澳大



湾区，这是非常好的”，何德华表示，南大在广州知识

城设立的“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已经迈出了成功的一

步，获得了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大力支持，致力于

将研究、创新和创业融为一体。以后，希望有越来越多

的合作项目在大湾区落地，双方联手打造更多的创新平

台。

希望涌现更多“知新派”“知华派”

南大在中国有3.6万名校友，该校有很多课程以中文授

课。所以，何德华非常重视南大与中国的合作，他特别



提出了“南大新中知识枢纽”的概念，希望能一步推动

新加坡和中国互学互鉴，共同发展。

何德华表示，他的第一个计划是让南大成为中新双边关

系中的一个主要平台。“多年来，新加坡和中国持续扩

大在贸易、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合作领域。随着双边关系

的发展，南大也受益其中”，何德华说，南大愿意做中

国和东南亚联系的桥梁。

第二个计划是扩大南大在中国的足迹，希望更多中国学

生到南大学习，也希望南大的学生能来中国各地学习和

实习，培养了解两国文化的“双文化人才”。他将了解

中国的新加坡学生称为“知华派”，把了解新加坡的中

国学生称为“知新派”，他的希望就是“知华派”“知

新派”的数量都持续增加。

第三个计划则是加强中国校友与南大的联系，欢迎中国

校友重返校园参与终身教育。为此，南大还将为每位中

国校友提供1600新元（约合8600元人民币）的课程补

助津贴。

“在南大的校友构成中，除了新加坡本土学生外，中国

的留学生最多。中国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的表现十分



出色。我希望‘南大新中知识枢纽’可以推动两国在教

育上的合作，更能在成果转化、产业转移、社会服务等

方面展开深入的合作，携手共进。”何德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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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科技成果亮相粤港澳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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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又添国际伙伴！将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将展开战略合作
读创科技 2019-12-20

港中大（深圳）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将展开学生交换
读创科技 2019-12-24

南科大副校长滕锦光将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
读创科技 2019-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