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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适应和推动战略性新兴 产 业 发 展 是 当 前 研 究 型 大 学 面 临 的 一 个 重 要 问 题。大 学 不 能 被 动 而 应

是主动适应产业的发展，在学术研究和创新基础上努力发挥能动性。学科建设在大学服务社会、主动适应 产

业发展的任务和使命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引导性的作用，研究型大学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着力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加快提升学科水平、创新学科运行机制，不断提升大学主动适应产业发展的能力。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４日，在 庆 祝 清 华 大 学 建 校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全面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高等学校要

自觉参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促进产学

研紧密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步伐。这

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大学在经济社

会发展整体格局中的作用进一步突出。那么，大学

特别是处于高等教育顶层的研究型大学应当如何适

应经济社会 的 发 展、如 何 支 持 和 推 动 产 业 的 发 展？

本文认为，首先应当厘清大学适应产业发展的含义，

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大学推动产业发展的思路和

举措，并取得良好成效。

一、大学与产业的关系

大学是从事精神活动的学术场所，属于文化范

畴，产业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场所，属于经济范畴，而

精神与物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日趋紧密而不可分

割，大学与产业分别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自然

也不可分割，共处共生、相互依赖、相互支持。随着

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大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推动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对经济社

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博克所说的：
“由于大学是知识发展的主要源泉，大学比５０年前

我们前任所想象的要更为重要”［１］。

当谈及大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为产业发展服

务时，首先应 当 清 醒 地 认 识 到，大 学 以 探 求 高 深 学

问、追求真理、传播知识和培育人才为己任，是人类

十分活跃的、能动的、独特的一项活动，最初的大学

既不是作为经济活动而出现的，也不是为了经济的

发展而出现的，它首先是人类的文化活 动［２］。大 学

自其在人类社会中出现时就拥有了与生俱来的自主

性特质。因此，大学不是为产业发展服务的被动适

应者，大学的发展和建设不能围绕产业亦步亦趋，陷
入生存论和工具论的实用主义。我国高等教育的实

践已证明，要求大学被动适应产业发展的结果是，大



学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产业也因得不到大学

的支持而 发 展 缓 慢。在 过 去 的 计 划 经 济 发 展 模 式

下，我国的大学长期置于产业部门的管理之下，由行

业主管部委依据产业划分办专业性大学或学院，如

工业部门办工学院、机械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地矿部门办地质学院、矿业学院，邮

电部门办邮电学院，农业部门办农学院，林业部门办

林学院，卫生部门办医学院，等等。大学的地位和作

用被界定为为产业部门服务，强调大学对产业发展

的对口支持作用，表现为按产业的工艺流程和工种

分类设置相应的学科专业和开展科学研究与人才培

养活动［３］，造成大学实质上成为产业部门维持正常

计划生产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机构。在这样的

环境下，大学对于产业发展需求反应迟钝、滞后，且

动力不足，造成大学的学术水平低、创新能力弱、人

才培养质量不高，产业整体上也长期处于技术水平

落后、竞争力低下的状态。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

大学在为产业发展服务方面体现出很强的能动性特

征。一方面，大学里的科学活动尤其是基础理论研

究往往不期然而然地发挥了显著的经济功能，如，德
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伦琴发现Ｘ射线，剑桥大学的麦

克斯韦创立电磁学理论、沃森和克里克发 现ＤＮＡ，
等等，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并不是直接为经济活动服

务，其成果也不能直接马上应用于产业部门，但却间

接为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另

一方面，大学在通过技术转移活动引领新兴产业发

展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以斯坦福大学

设立的斯坦福科技园为基础创造了硅谷，以麻省理

工学院为核心形成了波士顿１２８号公路高技术工业

区，以杜克大学、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及北卡罗莱纳

大学为中心形成了研究三角园区，这些都已成为美

国最负盛名的高科技产业集聚区，引领和推动了世

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革命性的进

步和发展，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源

和推进器。
由此可见，应当把大学适应产业发展理解为基

于学术研究和创新基础上的能动性发挥，是主动适

应而非被动适应。因此，在适应产业发展的理念上，
大学应当始 终 坚 持 在 自 主 性 基 础 上 充 分 发 挥 能 动

性，与 产 业 保 持 一 种 “若 离 若 即”的 关 系。所 谓

“离”，就是以促进人的发展和知识创新为根本，保持

学术思想的独立自由和学术研究的追求卓越，能够

始终立足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开展基础研究，立足产

业发展前沿 开 展 高 新 技 术 研 究，产 生 新 发 现、新 发

明、新技术，引领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或催生新兴产

业的发展。所谓“即”就是着眼现实，围绕产业发展

的重大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解决产业发

展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培养产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
支撑产业的发展。正如美国教育批评家弗莱克斯纳

在《美英德大学》一书中指出的，“大学不是一个温度

计，对社会每一流行的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必须

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

要的（ｗａｎｔｓ），而是社会所需要的（ｎｅｅｄｓ）”［４］。

二、学科建设与适应能力的关系

学科是大学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是实现大学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的载体。学科建

设一般包括与学科专业发展相关的设置调整、师资

队伍、知识创新与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实
验室与条件配套等几方面内容，其根本任务就是提

高学科的学 术 水 平，增 强 学 科 在 人 才 培 养、科 学 研

究、服务社会等各方面的能力。因此，学科建设在大

学服务社会、主动适应产业发展的任务和使命中发

挥着基础性和引导性的作用，大学要始终坚持以学

科建设为根本，增强主动适应产业发展的能力。
首先，学科建设能够提升大学“以不变应万变”

的能力。所谓“以不变应万变”能力是指不管产业如

何发展变化，大学都有能力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

的人力支持和智力支撑，这种能力的核心是学术创

新能力，表现为强大的优势学科群、高水平的师资队

伍、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突出的科技研发实力，等

等。其次，学科建设能够提升大学“随机应变”的能

力。所谓“随机应变”能力，是指大学能够敏锐洞察

到产业发展出现的重大变化和前景，通过校内外优

势学科资源的组合和协同，如，学科专业的调整、新

兴学科专业的建设、跨学科研究力量的整合、与相关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等等，快速适应和满足产业

发展的需求。这两种能力缺一不可，研究型大学既

要注重提升“随机应变”能力，更须增强“以不变应万

变”能力，“以不变应万变”能力是一所高水平的研究

型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具备良好“随机应变”能力

的前提和基础。
大学学科建设适应产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１）学科结构与规模的适应。学科结构的适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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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学科专业类型（如文科、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社
会科学学科等的比例关系，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新

兴学科的比例关系，等等）和人才培养类型（如本科

生、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的比例关系，学术型人

才与应用型人才的比例关系，等等）是否与产业结构

相匹配；学科规模的适应包括学科的数量、人才培养

的规模、科学研究的规模等是否与产业规模相匹配。
（２）学科水平和质量的适应。主要指科学研究水平

的适应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适应，科学研究水平的适

应性表现为科研成果在产业中的转化和应用程度及

其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人才培养质量的适

应性表现为培养的人才在产业部门的就业状况和产

业部门的认可程度。（３）学科运行机制的适应，表现

为根据产业发展的需求对学科专业进行增减与调整

的能力、多学科专业分工合作与协同运行的有效性

等。在这三个适应中，结构和规模适应是前提，水平

和质量适应是关键，运行机制适应是保障，三者缺一

不可。

三、学科建设主动适应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

　　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节能环保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

兴科技和产业技术的深度融合，以重大技术突破为

发展基础，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

征，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

用，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

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５］。研

究型大学是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集聚区、高素质创新

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的主

力军，应当做到不仅能够支撑产业的发展而且能够

引领产业发展的未来。这就要求研究型大学更加注

重发挥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不断提升

创新能力，增强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动性，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１．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动进行学科专业的

调整

战略性新兴产业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

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

程也将是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不断成长的

过程。一方面，研究型大学要紧紧围绕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前沿，抓住时机，主动地、有前瞻性地发展和开拓新

的学科发展方向，高起点建设一批特色鲜明、与高技

术、新兴技术 紧 密 相 关 的 学 科 专 业。２０１１年，我 国

已有８５所高校依据各自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开设了

一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密切相关的本科专业，包括：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能源经济、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能源化学工程、核安全工程等与

新能源产业相关的专业；海洋油气工程、海洋资源开

发技术、水声工程等与海洋产业相关的专业；资源循

环科学与工程、环保设备工程、建筑节能技术与工程

等与环境保护和节能相关的专业；物联网工程、传感

网技术、数字电影技术、新媒体与信息网络等与信息

网络产业相 关 的 专 业；功 能 材 料、微 电 子 材 料 与 器

件、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纳米材料与技术等与新材料

产业相关的专业；中药制药、生物制药、药物化学、药
物分析等与新药创制相关的专业。

另一方面，大学要加强和夯实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计算机等基础性学科。基础学科是应用型学

科发展的基石，是催生和促进新的学科领域特别是

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发展的源泉。如，化学、物理学

科促进了新型高分子材料、光电材料、纳米材料等新

材料学科的发展，物理学科在电子学、电磁学等方面

突破造就了集成电路、通信技术等电子信息学科的

大发展；计算机学科与生物学的交叉融合产生了生

物信息学、基因组学等新兴学科；计算机学科的应用

使机械装备与制造、数控机床、汽车设计与制造等学

科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与

相关应用学科的整合有力地推动了光伏、核能、生物

质能、燃料电池等新能源学科的发展，等等。

２．集聚资源，重点突破，建设一批高水平学科

拥有一批有优势、有特色的高水平学科，是研究

型大学具备支撑和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能力的

必要条件，也是国家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前沿制高

点的重要力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征是拥

有一批高水平的学科，这一特征尤以美国的研究型

大学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个大学群体造就了美国在

各个学科领域的世界绝对优势地位。以国际通行的

学科 计 量 分 析 数 据 库（基 本 科 学 指 标，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简称ＥＳＩ）划分的２２个学科领域

的世界科研机构水平排名为例，截止２００９年底，每
个学科都至少有２所美国的大学进入前十名，最多

的有１０所大学进入该学科前十名；除地球科学外，
每个学科都至少有１所美国的大学进入前五名，最

·３６·向兴华·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主动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



多的有５所大学进入该学科前五名。其中，美国大

学进入２２个学科前１０名的学科数量达到１２９个，
占总数５８．６４％，进入２２个学科前５名的学科数量

为６２个，占 总 数５６．３６％。在 社 会 科 学 总 论、经 济

学与商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数学、临床医学、分子

生物学与遗传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生物学和生

物化学、综合交叉学科、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更是

遥遥领先，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如图１所示。
目前，我国大学还没有能够拥有一批处于世界

最前列的高水平学科。以２０１０年进入上海交大世

界大学学术排名前５００名的我国２２所大学为例，截
止２００９年底，该２２所大学共有１５个学科领域进入

了ＥＳＩ排名（如表１所示），但是没有１个学科能够

进入ＥＳＩ排名前１％，能够进入ＥＳＩ排名前１０％的

学科也只有１０个。这２２所大学代表了我国研究型

大学的最高学术水平，但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群体

图１　２０１０年美国研究型大学拥有ＥＳＩ
前１０名和前５名的学科数量

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必须把

进入学科发展的国际主流和建设一批国际高水平学

科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整合各类学术资源，重
点支持、优先发展，尽快使部分学科率先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表１　２０１０年进入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我国２２所大学的ＥＳＩ学科统计

学科名称
ＥＳＩ学科总数 前１％学科数 前１％～１０％学科数 前１０％～５０％学科数 后５０％学科数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材料科学 １７　 １７　 ０　 ０　 ５　 ５　 ９　 １０　 ３　 ２

工程学 １７　 １７　 ０　 ０　 ２　 ２　 １１　 １４　 ４　 １
化学 １７　 １７　 ０　 ０　 ３　 ７　 １２　 ８　 ２　 ２

物理学 １４　 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６　 ７　 ８　 ９
临床医学 ９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７　 ５　 ３

植物学与动物学 ５　 ６　 ０　 ０　 ０　 ０　 ３　 ３　 ２　 ３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４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　 ７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４　 ６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３　 ５

数学 ３　 ９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７
地球科学 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１　 １

计算机科学 ３　 ５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３
药理学和毒物学 ２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３

农业科学 ２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０　 ０
社会科学总论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合计 １０１　 １２１　 ０　 ０　 １０　 １４　 ５２　 ５９　 ３９　 ４８

　注：本表分析采用的是ＥＳＩ数据库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和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
日时段数据。

　　３．创新学科运行机制，面向重大需求，推进跨学

科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关键重大技术的突破

需要多学科的支撑与协同。研究型大学要立足多学

科优势，努力通过创新学科运行机制，形成多学科交

叉融合与协同创新的新模式。一要推进跨学科的科

研组织形式创新。改革传统的单一学科课题组运行

模式的科研组织形式，面向科技前沿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以跨学科研究院或

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建设为着力点，有效集成相关优

势学科资源，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开展协同攻关，
建立一种围绕重大问题、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多学科

人员合理搭配的跨学科科研团队管理模式与运行机

制。二要推进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要适应

产业发展对人才复合型知识结构的要求，淡化学科

专业知识界限，通过多学科知识的整合与系统化，有

·４６· 向兴华·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主动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



针对性的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急需紧缺的高素质人 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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