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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举目全球,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以高水平原创性科学研究、培养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和政商领袖对国

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而享誉世界,由此而来,高水平的原创性科学研究和与其相伴而生的高质

量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教育成为其突出特征。而世界一流本科教育主要为学生将来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和

职业生涯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它既非全由世界一流大学举办,也并非所有世界一流大学都能办好世界一流

本科教育。如果过于强调世界一流本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既不利于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也会挫伤一些教学型高校办好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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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高教界

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它首先要办世界一流的本科

教育,否则就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如有观点

认为,“一流本科是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一流本科

教育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没有

高质量的本科,就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很显然,
他们认为办好世界一流本科教育是办好世界一流大

学基础性前提性条件。这是否意味着,世界一流大

学的本科教育必然都是世界一流的呢? 或者说,举
办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高校是否都应该是世界一流

大学? 根据国际高等教育的经验,显然是否定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不得不继续追问,世界一流大学

凭什么才成为世界一流? 它有哪些重要特征? 它是

应该办世界一流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教育还是办

世界一流的本科生教育? 目前学界对此还存在模糊

认识。如果不澄清这种认识误区,将导致我国世界

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本科建设在措施上不得要领,
在效果上不尽人意,既不利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
不利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更不利于非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高校心无旁骛地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举办世

界一流的本科教育,培养世界一流的本科人才。
本文主要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通过

对德国、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过程历史考察与

其内在逻辑分析的有机结合,客观、深刻地揭示世界

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
澄清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办好世界一流研究生教育

还是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认识问题。同时,对怎样

办好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本科教育提出

一些建设性建议,期望能对我国提高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的理论理性和行动自觉有所裨益。

一、什么样的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

要澄清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办世界一流研究生

教育还是世界一流的本科教育,我们首先要明确什

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什么是世界一流的本科? 这是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本科的一项奠基性工

作。关于何为世界一流大学,目前学界研究很多。



概言之,世界一流大学应是具有全球的视野,主动承

担促进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以
科学的办学治校育人理念和治理机制,创造具有突

破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和先进思想文化观念,培育能

够担当民族国家大任、参与全球治理的领袖人才,为
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学[1]。
如眭依凡教授认为,“拥有一流的学术实力,做出了

一流的学术贡献,从而获得社会高度认可的学术声

誉”是世界一流大学3个基本特征[2]。阎光才教授

基于对世界一流大学现实的分析认为,它具有以下

共性特征:一是良好的研究氛围与卓越的本科和研

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教育;二是专注于重大科学发现

与重大技术难题的突破;三是最为卓越的智力资源;
四是丰富的经费来源渠道与使用的相对自主;五是

有远见与高效的领导核心与相应体制[3]。我们认

为,这5个共性特征中前三个是核心,后两个是重要

保障,后者虽然是世界一流大学不可或缺的,但也是

办好任何层次的高等教育所必须的。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

我们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

析,因为如果离开对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历史的考察,
我们无法准确地分析和真正理解世界一流大学的本

质特征。一方面,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历史表

现出来的逻辑来认识其本质,另一方面,通过对世界

一流大学发展历史的梳理更清晰地关照其现实发

展。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世界

一流大学无不把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核心任务。

1810年开创现代大学先河的柏林大学,在大学发展

史上首先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改变了中世纪大学

是一个纯粹的教学机构的性质。自成立时起,它就

确立科学研究在学校中的主导地位,将致力于科学

研究作为核心追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要求,为
“科学而生活”成为大学新的理想,把“教学与研究相

统一”作为重要的办学原则,认为大学教师的首要任

务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学问”,强调尊重自由的

学术研究和追求学术卓越,在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原

则的主导下,创办研究所和习明纳,致力于医学和自

然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不仅产出一大批原创性的重

大研究成果,使科学研究能力执世界之牛耳,成为能

够影响世界学术发展的主导力量,还激发了学生对

科学的求真精神、怀疑批判精神、自由探索精神,培
养了大批世界级科学研究者,可谓科技人才辈出、科
技成果不断涌现,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科学的发展和

进步。统计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部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得主16人中有14人是德国学者,而美

国仅有2人。值得注意的是,德国14名诺贝尔奖得

主全部都是大学教授,仅柏林大学就有8人[4]。柏

林大学的成功,使科学研究的精神在德国大学中蔚

成风气。由于德国一些大学在科学研究上的巨大成

就,使其成为世界公认的学术中心,德国许多大学也

因此被认为是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
美国效法德国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并“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德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兴盛吸引

了大量英、美等国的留学生,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的100年有数万名美国学子留学德国[5],他们

又把德国大学重科学研究的思想带回美国,正如留

德学生罗伊斯所言:“一个初到德国的人对理论生活

的可能性仍抱有怀疑的态度,回国后即成为一名为

了求知而将时间都用在纯粹知识上的理想主义者,
他决心对大量的人类知识储藏作出贡献,渴望有机

会帮助建立美国大学。”[6]曾经先后执掌密歇根大学

的塔潘、安吉尔,康奈尔大学首任校长怀特,耶鲁大

学校长波特,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约翰· 霍普金

斯大学首任校长吉尔曼,克拉克大学首任校长霍尔

等等,都曾经留学德国。他们既是德国大学思想理

念的崇拜者和积极传播者,又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创

建者和实践者。如霍尔在克拉克大学将教师的主要

任务定位于开展高深学问的研究。在他们的努力

下,科学研究在美国大学深深地扎下根,研究型大学

纷纷崛起。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大学的科学

研究水平迅速超过德国,雄踞世界科学霸主地位,一
批美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科学中心也随

之从德国转移到美国。时至今日,无论全球哪个大

学排行榜,排名世界前10位的大学,美国稳占8席。
从20世纪初至今美国一直保持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和科学中心的地位,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衰落的迹

象。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研

究型大学,正是对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才使得美国

一批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我们因此也认为,世界一

流的科学研究水平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是
世界一流大学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纵观全球大

学,如果它不能够承担最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没有

在基础科学领域有重大发现和在尖端技术领域有重

大突破,如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成果,就很难号

称为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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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学更关注学术前沿,生产原创性知

识,为人类知识发展做出创造性贡献,推动人类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它强调知识、学问的专与深,尤其是

科研成果在推进知识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和影响

力。加州理工学院是全球著名的一流大学,截止至

2018年10月,它有73位教授、研究人员及校友获

得诺贝尔奖,平均每千名毕业生就有1人获奖,毕业

生获得诺贝尔奖密度为世界一流大学之冠。此外,
该校还有6位图灵奖、4位菲尔兹奖得主。截至

2019年3月,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研究人员及校

友共获得93个诺贝尔奖、8个菲尔兹奖以及26个

图灵奖。从全球范围来看,1901—2001年的百年

间,诺贝尔奖颁布获奖者总数的73%是 大 学 教

授[4]。1901—2019年全球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30
所大学(见表1),它们无一例外的都是世界上享有

盛名的一流大学,其中,美国19所,德英两国各4
所,法国、丹麦、瑞士各1所。同时也表明,世界一流

大学是造就诺贝尔奖得主的摇篮,正是这些杰出人

才对人类贡献的重大科技成果,才为他们所在的大

学带来了世界一流的崇高声誉。
表1 1901—2019年全球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30所大学

大学名称 数量 大学名称 数量 大学名称 数量

哈佛大学 160 耶鲁大学 62 宾夕法尼亚大学 36

剑桥大学 120 康奈尔大学 61 伦敦大学学院 33

加州伯克利分校 107 柏林大学 55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32

芝加哥大学 100 巴黎大学 50 伊利诺伊香槟分校 30

麻省理工学院 97 哥廷根大学 45 明尼苏达大学 30

哥伦比亚大学 96 慕尼黑大学 42 加州圣地亚哥分校 27

斯坦福大学 83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39 海德堡大学 27

加州理工学院 74 哥本哈根大学 39 曼彻斯特大学 25

牛津大学 73 纽约大学 37 密歇根大学 25

普林斯顿大学 68 洛克菲勒大学 36 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 25

  其次,它是通过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创造性

人才的大学。从人才培养上看,世界一流大学主要

是开展以科研活动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型大

学。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它不仅仅是培养研究生的基础,也是研究生的本分。
研究型大学不仅以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为根本目

标,其雄厚的研究实力也为培养这样的人才提供了

可能。德国柏林大学成立伊始就为世界率先垂范地

实施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生教育,并且只向学生授

予博士学位[7]。也就是说,虽然它后来开办了本科

教育,但当时它是专事于研究生教育,培养追求卓越

和创造,能开展原创性学术研究的顶尖人才。它在

1820—1829年间所授博士学位数851,1860—1869
年间授予博士学位数1727,博士授予数分别占本科

生的比例为5%和15%[6],它也成为那时当之无愧

的世界一流大学。除此之外,还有哥廷根大学、莱比

锡大学、海德堡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弗莱堡大学、
蒂宾根大学也开展博士研究生教育。正如美国学者

平森所言,没有任何地方像德国大学那样,出过那么

多哲学博士[8]。德国大学开创的这种创造性人才教

育模式被公认为是世界培养职业科学家最成功的范

式,这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吸引了世界各

国学生前来求学,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国。
美国研究生教育深深地受到德国大学的影响。

曾经在德国大学学习的塔潘1852年就任密歇根大

学校长后,积极提倡移植德国大学模式,建立研究生

院,却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虽然由于他的顽强力

争,校董事会批准他的高深学习(硕士研究生教育)
方案,但仅有少量学生参加这种学习,1863年塔潘

遭到新董事会解职,他的研究生教育理想被迫告终。
然而,他开展研究生教育的理想在美国大学却不断

扩展,1861年耶鲁大学授予美国第一批哲学博士学

位,1872年还创办哲学与艺术研究生院;1868年成

立的康奈尔大学宣称培养研究生是其任务之一,于

1872年开始授予博士学位;最著名的当属1876年

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

个以研究生院为主的大学。该校成立时董事会就决

定,它应该完全是一所按照德国模式的研究生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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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校长吉尔曼也宣布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是其最

重要的使命,虽然后来也招收本科生,但其重心始终

是放在研究生教育上。从它创建到19世纪80年代

末,它培养的博士总数超过哈佛和耶鲁两校的总和,
据美国学者卡特尔的统计,截至1926年,美国1000
名卓越科学家中,有243人是该校的毕业生[9]。为

此,史家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称之为美国第一所

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它的成功对美国研究生教育的

发展与培养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美
国一批常青藤大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

顿等以其为榜样,在本科生之上建立研究生院。在

20世纪,正是发展研究生教育才使得这些大学发展

成为全球著名的一流大学,也正是研究生教育培养

一批杰出创新人才,使得美国一流大学声名卓著。
统计显示,截至1976年,美国86位诺贝尔奖获得

者中有85位拥有博士学位[10]。从国际上看,据蔡

聪裕等人的统计,1901—2011年间全球共有552人

次获得诺贝尔奖,具有硕士、博士学位者占比高达

97.47%,其中拥有博士学位者占比94.57%[11]。这

也充分表明,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是造

就杰出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尤其值得

关注的是,不仅早期的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只开展研

究生教育,而且时至今日,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仍然只专注于研究生教育,该校是以医学为中心的

研究型大学,被科学家们认为是美国生物医药研究

王冠上的宝石之一,是众多生物技术及其创新的诞

生地[12]。它 在 ARWU 世 界 大 学 学 术 排 名 中,

2018—2020连续3年排名第11位。此外,2018年

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标准还将在学研究生数与在学

本科生数达到1:1作为一所大学被视为研究型大学

的重要指标[13]。由此可见,开展高质量的研究生尤

其是博士生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学另一重要特征。
从上述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逻辑看,高水平的

原创性科学研究和与其相伴而生的高质量研究生教

育是其两个突出特征。我们因此认为,世界一流大

学是以科学研究为中心,主要开展以科学研究为主

的研究生尤其博士生教育,创造原创性研究成果,培
养杰出拔尖创新人才和各行各业未来的领导者,引
领国家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大学。

二、如何理解世界一流本科教育

虽然我们国家一直强调要办世界一流本科教

育,然而,高教界对于世界一流本科教育内涵和特征

还缺少深入的研究。事实上,世界一流本科与世界

一流大学不同,它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不同类型的

高校都可以办世界一流的本科教育。从高等教育类

型的角度看,世界一流本科有两种类型,一是学术型

本科,如研究型大学和美国独立设置的小型精英文

理学院举办的本科教育;二是应用型本科,如全球公

认为一流的德国“应用型”本科教育。从整个高等教

育体系看,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应引导高校合理

定位,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只是

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一种构成或一个方面[14],世界

一流本科教育还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模式。
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办世界一流的本科教育,但

不是所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都是一流的。世

界一流大学为什么能培养世界一流的本科生呢? 王

强认为其原因是,精英高等教育理念、优秀的生源、
一流的师资、博雅的课程体系、研究式教学模式[15]。
黄福涛认为,具有较低的师生比,教师和学生构成的

高度国际化,占比较高的研究生和留学生,聚集大批

一流学者和学术大师,招收成绩优异的本科生,强调

研究性学习,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挑战精神和把握

学科前沿的人才为目标等[16]。尤其是科学研究及

其学术氛围,它在世界一流大学中与教学紧密结合,
已经成为人才培养过程的一个环节和重要组成部

分。亚瑟·齐克林等认为,优秀本科教育要遵循7
项原则:一是鼓励师生交往;二是促进学生合作;三
是鼓励学生主动学习;四是及时给予学生反馈;五是

强调完成任务的时间;六是对于学生寄予希望;七是

尊重多样性的人才和学习方式[17]。综合起来看,世
界一流大学以其一流的国际化的教师队伍和学生、
浓厚的学术氛围为本科生营造令人激动、充满活力、
具有国际视野的学习环境,较低的生师比、小班授

课,使得师生、生生充分交流讨论和深入地进行探究

式学习,培养具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对前沿知识的充

满好奇心和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发现问题和积极

挑战的姿态、全球化思考和较强行动力的一流本科

生。然而,当代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例外的都是科学

研究的中心,由于它的科研导向、论文导向和资源的

有限性,不可避免地对本科生教学产生负面影响,不
仅导致教师对本科教育精力投入不足,也致使部分

大学对本科教学资源投入不足,在一些世界一流大

学,教授很喜欢在大课中实行“填鸭灌输式”教学方

式,本科生被淹没在大课的茫茫人海中,而且,教授

还把小组讨论甚至许多基础课程交给没有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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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生助教承担,尽管他们也为这些助教提供一

些基础培训项目,通常只是蜻蜓点水,没有深入传授

教学方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一些一流研究型

大学,教育是研究的附庸,教师是学者的附庸[18]。
美国学者塞克斯也对自己国家的本科教育提出尖锐

地批评,他指出:“终身教授只关注自己的研究,聘任

同行 时 只 考 虑 学 术 声 望,从 不 关 心 本 科 教 育 质

量。”[19]由此可见,有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也

并非都是一流的。黄福涛教授也持有这样的观点,
他指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世界一流大学提供的本

科教育就是世界一流本科教育”[16]。如美国很多州

立大学,其本科教育质量很难说是世界一流的,但由

于它们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

而跻身世界一流;唯有少数私立研究型大学,在举办

卓越的研究生教育的同时,其本科教育也同样是出

类拔萃的。
世界一流本科并非世界一流大学的“专利”,其

他类型的高校也能办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美国独立

设置的精英文理学院是一个特殊类型的高等教育机

构,它们自建校以来一直专注于本科教育,在培养本

科生方面独树一帜。这类学校规模小,师生比高,小
班授课,学费高昂,崇尚通识和人文教育,一般不设

工、商和医等面向职业的专业,主要向学生提供一种

基础而广泛的文化、艺术和科学的通识教育。教授

的主要任务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甚至不做研究工作,
即使进行课题研究,也一定要有学生参与,而是专注

于本科生教学。因为它只做本科教育,对学生关注

多,其本科教育质量甚至高于一些综合性的一流大

学,其办学声誉在美国也丝毫不亚于哈佛、斯坦福、
耶鲁等名校,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本科教育的典范。
文理学院毕业生中的多数被录取到其他著名研究型

大学研究生院就是例证,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统计,威
廉姆斯学院(创立于1793年)毕业的本科生申请研

究生录取的比例要高于哈佛。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以所有学科每100名本科毕业

生中后来取得科学和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的人计算,
2002—2011年,学生来源排在前50位的美国高校

中,有27所是文理学院,而文理学院在美国高等教

育中占比不到6%[20]。这些学生在学术研究上往往

比很多研究型大学毕业的学生有更为杰出的表现。
威廉姆斯学院前校长亚当·福尔克教授以自己的物

理学研究领域为例指出,在该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

学者更多的是在文理学院接受的本科教育。因此,
我们国家也应制定政策,鼓励一部分本科高校,不以

研究为主,不举办研究生教育,专注于学术型本科教

育,培养一流本科人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美

国众多私立精英文理学院提供世界一流的本科教

育,但从来没有人认为它们是世界一流大学。
在世界一流本科教育中学术性不是唯一的标

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都可以办世界一流的

本科教育。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必须充

分考虑办学定位,实施分类引导,鼓励多元发展,在
自己的办学类型里争创“一流本科教育”。如果仅仅

把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窄化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

径,并制定出厚此薄彼的导向性的支持政策,那么,
将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一大批地方本科院校可能会

模仿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成功的教育理念,不安于

本位,争相上水平、上层次,严重脱离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二是将挫伤一大批地方本科院校的办

学积极性,使他们在转型发展中再一次迷失方向。
因此,不能将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等同于世界一流大

学的本科教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世界一流本科

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性前提性条件,如果我们

非要如此,不仅一些规模超大的地方研究型大学难

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也挫伤了一些规模较小、以精

英教育为主的高校安心从事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积

极性。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哪一类世界一流本

科教育均是以教学为中心,突出基础理论教育和基

本技能培养,而且不仅仅体现在“教”上,还体现在

“学”上,强调探究性学习,注重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基本技能,以扎实的

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为他们终身职业发展奠基。

三、怎样建设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一)提高科学研究水平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的重要任务

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是与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相联

系的。当今,国内外虽然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

标准看法不一,但世界一流大学应有世界一流原创

性研究水平则是共识[21]。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原创

性科学研究,所谓世界一流就根本无从谈起。从服

务国家建设来看,世界一流大学是以对国家乃至人

类社会做出杰出贡献为主要标志的,正是它们世界

一流的研究能力做出世界级重大原创性科学技术成

果,在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造福全人类,由
本土而世界,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从培养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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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人才来看,知识创新的高水平和人才培养的高

质量相辅相成,高水平的研究是培养高层次杰出创

新人才的重要手段。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研究成

果不仅造就了顶尖专家学者及学术领袖,提高大学

社会贡献力和学术影响力,也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的基础。从现实来看,我国大学无论是在基础科学

领域,还是在受制于人的尖端技术领域,从0到1
的原始创新还乏善可陈,尤其是国人期盼的诺贝尔

科学奖,我国大学系统仍然无人问津。因此,提高科

学研究水平仍然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中

之重。
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关于如何提高我

国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水平的研究甚多,但从实践

来看,还存在一些突出的薄弱环节。本文以为,首先

是世界一流大学要将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原始创新放

在突出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原创性基础研究是世

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也是其重要使命。从当今

世界一流大学看,它们无不以雄厚的基础研究水平

影响全球而被认为世界一流。从解决现实问题需要

看,“卡脖子”技术问题不是就事论事就能够解决的,
它与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

搞清楚密切相关,为了解决“卡脖子”的高精尖技术,
必须有强大的基础科学。也就是说,虽然应用研究

和技术研发事关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但
无论如何也不能因其巨大的实用价值而遮蔽对基础

科学研究领域原始创新的追求。其次,不合理的科

研评价制度严重影响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科学研究水

平的提高,必须加以彻底改革,建立以创新质量为核

心的科研评价制度和机制。对于破“五唯”、破SCI
至上,国家虽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科技评价的

政策规定,但新的评价政策制度落地生根绝不会一

蹴而就,需要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进一步转变思

维观念,破除利益藩篱,让科技评价回归价值评估,
使其真正成为提高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科研水平的

“新引擎”[22]。
(二)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的重要目标

世界一流大学“尽管承担水平程度不一的本科

人才培养任务,但高水平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

培养更符合一流大学的特征”[3]。研究生教育关注

科技前沿、突出科技创新和强调原创性知识贡献,是
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力和经济竞争力的基石,世界一

流大学无不将研究生教育作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正是这些大学通过高水平的研究生教

育,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对国家乃至人类思想文

化科技做出重大贡献的领袖人才,推动国家和人类

社会发展进步,人们才认为它们是世界一流大学。
与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如果说我国本科教育质

量有明显差距的话,那么,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差距则

更令人担忧。如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他们

曾经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但其研究生教育和科研

工作是在异国他乡,这不得不让我们进一步反思我

国的研究生教育。从数量上看,据《2020年全国教

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信息,2020年我国研

究生招生110.66万人,其中硕博研究生招生人数分

别为99.06万和11.60万人,在学研究生313.96万

人,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就研究生的来源看,我国一

流研究型大学吸引全国出类拔萃的本科生攻读研究

生,汇聚全国有志于学术的精英人才,可谓“得天下

英才而教之”。但从我国杰出拔尖创新人才和领军

人才极度缺乏的现实看,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研究

生教育质量令人堪忧。
因此,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绝对不可忽视研

究生教育,无论如何要把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作为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目标和核心议题。近年

来,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生培养面临的问

题较多,各培养单位从招生、课程体系、导师队伍建

设、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

施,我们认为,抓住以下两个方面的改革也许更为关

键。首先,进一步完善、深入落实国家有关研究生培

养的“分流退出”制度。“分流退出”制度强调研究生

培养管理的过程性、动态性和全面性,是保障研究生

教育质量的关键[23],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做

法。各校应根据我国研究生硕博一体化和分阶段培

养的实际,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分流退出”制度和机

制,既要以警示预警、积极预防淘汰结果发生为准

则,又要保证退出的科学性、动态性、人文性和严格

性,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持续

提升。第二,坚持立德树人,突出科学家精神和创新

创造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是研究生培养

的核心,这也是制约目前研究生教育质量最为关键

的因素。因此,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要将科学

家精神和创造能力放在突出的位置,建立一个优良

的科学传统和学术环境,创造追求真理、扎实为学、
严谨治学和创新思想迸发的学术氛围,不遗余力地

造就具有精湛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野和孜孜

以求科学真理,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献身科学事

业的世界级科学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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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绝不能忽视和轻视

本科生教育

大学是有层次的,不同层次的大学拥有不同的

资源。在我国现有的招生制度下,处于我国高等教

育顶端的一部分研究型大学,吸引和选拔全国天资

最聪慧的中学生,他们中有许多是未来后备学术人

才和各行各业专家,在本科阶段如果不能受到一流

的培养和教育,不仅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对社会也

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就拥有的资源看,不同层次的

大学拥有的资源差别甚大,我国对顶尖研究型大学

配置了其他研究型大学难以望其项背的政策财政社

会资源,它由此吸引一大批学术大师,高水平教师云

集,形成很强的研究能力,大量学有造诣、术有专攻

的著名专家学者为学生带来科学理念上的熏陶和创

造性思维上的启发及训练,它们特有的研究资源、氛
围与文化,为培养一流本科生创造优越的条件和环

境。因此,对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来说,如 C9大

学,既要以研究为主,办好世界一流的研究生尤其博

士生教育,也要办好世界一流本科教育。
对地方研究型大学来说,它们拥有有限的办学

资源,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
加大科学研究的投入,加强研究生教育的力度,通过

高水平的原创性科研产出和培养杰出拔尖创新人

才,赢得社会的认可。不仅在我国,就是在美国,虽
然其州立大学不乏世界一流大学,但其本科教育无

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世界一流的。它们通过集中有限

资源,发展高水平原创性科学研究,通过高水平科学

研究涵养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大批高层次创

新人才,才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由此我们认为,如今

我们频繁谈论没有世界一流的本科就不可能建成世

界一流大学的话题,偏离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缺乏像美国文

理学院那样纯粹以精英教育为主的本科高校,地方

研究型大学还要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如果

弱化地方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仅仅凭几所或者几

十所顶尖研究型大学培养一流本科生,将会对我国

本科教育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一些面向地方或

者区域的地方研究型大学,要努力加强科学研究,提
高科学研究水平和研究生教育质量,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同时也不能忽视本科教育,努力办高水平的本

科教育。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要搞研究,也要发展研究

生教育,教授难免不把主要精力聚焦在研究上,而研

究生教育也是为研究服务的,这两者都存在忽视或

轻视本科教育的可能。就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来

说,重视科学研究,重视研究生教育,也极大可能造

成本科生教育质量下降。不仅中国大学如此,美国

大学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为此,哈佛大学前校长

德雷克·博克通过对美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本

科教育的反思,发出“回归大学之道”的呼吁。我国

出于同样的考虑,强调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加强一

流本科教育也是有道理的,这对于改善部分大学领

导、教师对本科教育投入的资源、时间和精力不足的

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将一流

本科教育作为重要目标,但在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

系统中,其世界一流大学数量总是有限的,能进入世

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总是极少数。就世界一流本科教

育而言,一流人才培养的重点应该为学生日后成为

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及其终身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很显然,办世界一流本科不仅仅是世界一流建设的

大学的责任,其他类型的本科院校也应该将建设一

流本科教育作为自身的努力方向,如美国的文理学

院强调本科生的教育,它们以其卓越的本科教育而

享誉全球。因此,国家应建立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机

制,保障不以研究为主的教学型大学办好一流本科

教育,否则的话,很多教学型大学也将奔研究型大学

而去,既办不好世界一流大学,也办不好世界一流本

科教育。

四、结语

本文通过回顾历史与分析现实,认为原创性科

学研究和高质量研究生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学本质特

征,这是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

性要件。这种认识对我国提高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

理论理性和行动自觉可能有所助益。需要强调的

是,这并非否定世界一流大学要办好世界一流的本

科教育,办好一流本科教育是其本分,它是培养杰出

拔尖创新人才的基础,但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强调办

好本科教育而忽略了研究生教育。因为没有高水平

的本科教育难以培养杰出拔尖人才,但如果没有高

质量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培养杰出拔尖创

新人才将是难以实现的愿望。这是其一。其二,举
办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必须以高水平的科学研

究为基础,举目世界,世界一流大学科学研究的水平

都是世界一流的,正是在科学上有攀过高登过顶的

学术大师,才能引导学生攀登科学高峰,要培养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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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科学高峰的人才,也需要发展研究生尤其是博

士生教育。其三是既要改变仿佛只有世界一流大学

才能办好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误区,也要改变仿佛

只有举办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才是高水平的大学的

认识,国家要制定专门政策,在资源配置和经费支持

上鼓励一部分不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普通本科高校

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举办世界一流本科教育,彻底医

治一些普通本科高校盲目追高、求大、上层次,竞相

申报硕士点、博士点等久治不愈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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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AretheSubstantiveCharacteristicsofAWorld-classUniversity:
ConcurrentlyontheStatusofUndergraduateandPostgraduateEducationinFirst-classUniversities

YUANGuanglin
(RailwayPoliceCollege,Zhengzhou450053,China)

Abstract:Lookingaroundtheglobal,theworld-classuniversitiesareworld-renownedfortheirhigh-leveloriginalscientific
research,cultivationoftop-notchinnovativetalentsandpoliticalandbusinessleaders,andoutstandingcontributionstothe
developmentofthecountryandeventhehumansociety.Therefore,thehigh-leveloriginalscientificresearchandthe
accompanyinghigh-qualitypostgraduateeducationand,especially,doctoralstudenteducationhavebecometheoutstanding
featuresofworld-classuniversities.Thefocusoftheundergraduateeducationinworld-classuniversitiesisonthefoundation
buildingforstudentstobecomeexpertsintheirprofessionalfieldsandtheircareerdevelopmentinthefuture,whichisnotdone
exclusivelybyworld-classuniversities,andnotallworld-classuniversitiescanrunworld-classundergraduateeducationwell.
Excessiveemphasisonworld-classundergraduateeducationastheimportantbasisandprerequisiteofworld-classuniversitiesis
notgoodfortheconstructionofworld-classuniversities.Italsodampenstheinitiativeandenthusiasmofsometeaching-
orienteduniversitiestorunworld-classundergraduateeducation.
Keywords:world-classuniversities;world-classpostgraduateeducation;world-classundergraduat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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