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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规律探讨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双一流”

赵沁平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

院继“２１１”“９８５”工程之后,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

策,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具有重大意义.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

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

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

办大学.”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总体方案»提出的指导思想、建设任务和改革任务

中也可以看出,“双一流”时期的一流大学建设将更

加尊重教育规律,更加注重大学使命回归,更加强调

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下面结合我对教育

规律的认识,探讨“双一流”时期我国一流大学建设

的几个“双一流”要点.

人才是核心:汇聚一流师资与一流生源

教育的办学规律告诉我们:“双一流”建设,人才

是核心.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其决定性因素

就在于能够拥有一流的师资和一流的生源,吸引到

全球最高水平的教师,选拔出全球最优秀的学生.
一流大学本质上就是一流教师和一流学生的集合体

或共同体,一流学生趋向一流大学,归根到底还是趋

向一流教师,因此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人
才队伍是核心.“双一流”«总体方案»将“建设一流

师资队伍”列为五大建设任务之首,也反映出人才队

伍在“双一流”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那么,什么样的师资构成才算是一流的师资队

伍? 我认为应该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师资具有

相当的科研经历,如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高于

９５％,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的教师比例要大于９５％;二是拥有一

流的科研成果,如有一定比例的教师获得过国际、国
内大奖,或者著有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力的教材;
三是有一定比例的国际教师,这样既可以使得国际

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常态化,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多

元文化交融,教学模式转变,实现大学课程国际化,
同时也是一流大学能够吸引全球一流教师,扩大全

球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拥有一流生源则首先需要大学具有能够吸引一

流生源的大学声誉、大学文化、一流学科和高水平师

资;其次要有科学的选拔和淘汰机制予以保障.对

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来说,后者尚有相当大的改

革、探索空间.

贡献是目标: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

教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教育发展与经济、社
会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同时教育发展亦是

社会发展的基础.作为一所大学,首先要为国家发

展做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高等教育,事
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历史来看,牛津、剑桥、柏
林、哈佛、耶鲁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是在英国

领导工业革命、德国工业快速崛起、美国成为世界超

级大国的过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中国的一

流大学建设,要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在



不断做出贡献过程中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培

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就是大学对国家发展贡

献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培养一流人才,首先,要将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这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

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作为我国教育事业

的根本任务,贯穿至教育的各个阶段.教育的育人

规律告诉我们:人的品德教育是有其规律的,要因学

段而施德教.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主要可着力在如

下三个方面:一是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教育;二是国

情教育,要让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了解我国的历

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了解我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目标;三是人生观、世界观教育,要让研究生能够正

确看待自己、他人、社会和自然.
教育的育人规律也告诉我们:要循序渐进、因材

施教、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一流人才要有

精英教育的办学理念,如生师比不高于１５,且有一

定比例的国际生源;本科小班授课有足够高的比例;
较高的研究生本科生比例,绝大多数博士学位论文

研究内容源自国家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基金,研究

生都有机会参与国家科技项目研究;博士生都有出

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经

历等.
产出一流成果,一方面要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

向,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作出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加强基础性、前沿性问题研究,着
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

基础研究是世界一流大学科学研究的根基.基

础研究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发现过程,是科学研究

最基础的环节.基础研究是科学研究的源头,是科

技带动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的起点.我国在实现两

个百年目标的过程中,应当有选择地进行一些重大

基础研究,这些实现国家目标的基础研究(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主要应当依托一流大学.从事重大基础

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流大学在科学研究方

面的根基,也是一流大学有别于其它类型大学的一

个重要特点.
技术研究与开发是目前我国一流大学科技创新

的主战场.技术研究与开发是把科学技术知识变为

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技术革命会带来社会生产体系

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飞跃变化,进而导致产业

革命.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普遍应用,

带动了整个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性变革,使人

类将传统的依赖于各种自然力的生产过程代之以人

工动力,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形成了

席卷全球的产业革命.还有半导体工业、电子计算

机工业等很多例子.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研

究与开发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它有力地推

动了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所以理论物理学家斯

蒂芬霍金说:“过去一百年全世界发生的变化比历

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多得多,其原因是基于基础科

学的技术上的进展.”
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今天,提高竞争

力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家和企业提高竞争力

的主要途径不再只是结构调整、降低成本和提高产

品质量,而是更加依靠技术创新,并将创新迅速物

化、商品化、产业化,以使其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技术

改造难以跟上他们的创新,从而始终处于优势和主

导地位.

文化是灵魂:建设一流治理体系和一流大学文化

教育的办学规律也告诉我们:一流大学建设文

化是灵魂.建立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培育先进的大

学文化,是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科技成果的基

础,也是保持吸引全球一流师资和生源的重要条件.
美国、德国、英国等高等教育强国,无一不是构建了

具有本国特色的治理体系和大学文化,才使得一批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涌现出来.
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方面,“双一流”«总体方案»

的五项改革任务从改进党的领导,学术治理,人事制

度、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体制的改革,社会参与,国
际合作等多方面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体

系描绘了基本蓝图,也预示着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进入了关键的攻坚时期.比如,我国目前的研

究生招生规模控制仍属于纯粹的计划机制,规模完

全由政府计划确定.国外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博士

研究生教育经费中,政府资助部分全部包含在政府

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中,政府科技计划经费规模的变

化,实际上起到了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的调节作用.
我国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有研究生教育专项,这是中

国的特色,也是一项优势,它可以直接体现国家对研

究生教育规模的整体需求,也可以保证研究生教育

的快速发展和一定程度上的公平性.但无合理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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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完全刚性的计划体制也带来一个问题,即研

究生培养规模与社会多样化需求和各高校培养能力

的变化脱节.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是两种极端机

制,如果能够进行机制创新,将两者结合起来,相信

会产生更加良好的效果.
教育的育人规律告诉我们:大学文化对人才培

养具有不可替代、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作用.大

学文化可以改善、发展和塑造人,同时,如果大学文

化发生问题,也可以产生压抑、扭曲、扼制人的作用.
大学自身文化建设出现问题不但不能很好地担负起

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和传播先进外来文

化、创造和培育现代新型文化的积极作用,而且还会

严重影响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和社

会服务成效.
先进的大学文化是熏陶、养成一流人才和孕育、

创造新知识的土壤.这样的大学文化一定是具有厚

重的民族传统文化积淀,具有坚持理性批判的民主、
宽松的学术氛围,具有不懈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的

文化,同时也应具有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跨文化

环境.
我国大学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优秀传统

文化,同时经过百多年对西方现代大学理念的模仿,
二十多年对前苏联大学制度的复制,以及几十年自

身进行的各种改革实践和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我国大学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传统文化在

大学近于荒芜.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科学和教育的

春天,大学文化大花园中优秀传统文化的花朵开始

复苏,但外来的西方文化也强势进入,吹来了新风,
带来了活力,丰富了我国大学文化大花园的色彩,同
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大学的

重建.
我国大学文化建设面临的这种复杂情况,既是

对我们的巨大挑战,也使我们具有了其他国家大学

所没有的变革优势和创新机遇.我们完全有可能在

大学文化建设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走出我们自

己的道路,从而为一流大学奠定文化和精神基础.

结　语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任重道远.面对建设进程中

必然遇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政府、大学,以及

所有高等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理解、把握这些问题

的本质和涉及到的教育、科技规律,坚持立德树人、
坚持服务国家、坚持改革创新,按照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提高大学治理水平,加快建立并践行现代大学制

度,树立自信、保持特色、强化优势,勇于进取,走出

一条建设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子.

(本文作者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原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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