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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与“双一流”建设因其承担的重要历史使命,理应成为西部高校发展战略的思维引领

和路径依靠。在对“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高校“双一流”建设不同层面的发展情况及表现进行分析后,发现

西部高校在师资人才、财政经费、产学合作、学科发展及实践平台等方面还存在多方面的需求;并且主要面临

着五个方面的战略困境,分别是战略基础层面的人才引进与人才流动的矛盾、战略保障层面的全局建设与经

费短缺的矛盾、战略环境层面的产学合作与对象有限的矛盾、战略方向层面的特色学科与综合发展的矛盾以

及战略平台层面的专业实践与平台缺乏的矛盾。基于此,提出通过拓展经费来源渠道、构建特色人才体系、
加强国际科研合作、推动高校联盟建设等策略实现战略转型。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双一流”建设;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双一流”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与“双一流”建设是我国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对促

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依

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

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

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

合作走廊[1],涉及多个国家、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等,
是我国全球化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探索。2015年国务院公

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印发《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
行)》,标志着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走上新台阶、迈
上新征程[2]。“双一流”建设则是为提升我国教育发

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作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3],对于推动我国的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及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与“双一流”建
设因其承担的重要历史使命,理应成为西部高校发

展战略的思维引领和路径依靠。
“一带一路”倡议与“双一流”建设二者相互联

系,共谋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与“双一流”建设在

历史使命、战略布局、发展举措等方面有着紧密的关

系,都承担着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使命。“一带

一路”倡议高瞻远瞩,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眼光和

国际视野,实施方案和行动路线推陈出新、特色鲜



明,具有全球引领作用;而“双一流”建设涉及我国不

同地域、不同高校、不同学科以及与此相关的产业布

局等等,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既突出世界一

流、又体现中国特色。“一带一路”倡议与“双一流”
建设战略不断发展完善,内涵逐渐丰富,具有鲜明的

时代性。两大战略虽都具有其特殊性,但是因二者

具有的诸多共性如全球战略眼光、追求发展效益、突
出产学合作等需要被通盘考虑、宏观统筹。

“一带一路”倡议与“双一流”建设需要宏观统

筹,进行战略互动与战略融合,通过战略管理提升国

家战略能力。“一带一路”倡议与“双一流”建设两大

战略因其具有的共性使得战略互动与战略融合成为

可能,需要相关部门进行宏观统筹。对于西部高校来

说,“一带一路”倡议与“双一流”建设是新时期实现本

地高等教育发展、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参与全球合

作与竞争的重要机会和资源,应该认清历史发展的趋

势,充分认识和把握历史大局。西部高校应该从战略

认知、战略规划、战略管理等角度出发,结合“一带一

路”倡议与“双一流”建设战略,与相关政府部门、产业

界以及国际社会等进行积极互动,将自身的发展融入

到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潮流中。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高校
“双一流”建设的基本情况分析

本部分总结和分析了西部高校“双一流”建设及

“一带一路”倡议参与情况,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国际合作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对西部高校的基本情

况进行归纳和反思。本研究选取了我国西部地区具

有一定代表性的重点院校,包括内蒙古大学、新疆大

学、西藏大学、云南大学和广西大学。
(一)高校“双一流”建设及“一带一路”参与情况

作为关系到高校发展的两大战略决策,“双一流”
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为西部高校的长久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支撑条件。西部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上有

着不同的办学定位与目标,在“一带一路”倡议上表现

有所不同。从西部五所高校出发,对各校“双一流”建
设的文本进行分析,并参考各校的官方网站以及各大

权威新闻网站等,统计了西部五所高校“双一流”建设

和“一带一路”倡议参与情况。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西部高校“双一流”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参与情况

学校 办学定位与目标 重点建设学科情况 “一带一路”参与情况

内蒙古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
草原资源利用与北方生态安全优势特色

学科、蒙古学优势特色学科群

“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成立

蒙古国研究中心、中蒙俄经济研究院及内

大智库等

新疆大学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

流大学

丝路经济文化与西北边疆治理学科群、新
疆优势特色资源科学与技术学科群、新疆

信息化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学科群

在中国—中亚国家大学联盟框架下开展

学生互换、学分互认等人才联合培养方面

合作;举办“一带一路”的语言与方言学术

研讨会等

西藏大学

“特色突出、国内有

影响力、国际有知

名度”的高水平综

合性大学

以生态学作为世界一流学科进行建设,下
设高原科学与技术和高原民族优秀文化

两个研究领域

携手网智天元推出“藏大网智大数据研究

中心”服务“一带一路”

云南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

天文学与民族学一级学科、高原山地生态

与地球环境学科群、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

学科群、生命与分子科学学科群

联合鑫桥联合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清华

大学两岸发展研究院组建云南大学“一带

一路”研究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

校共建科研平台等

广西大学

布局合理、特色鲜

明的一流综合性研

究型大学

土木工程学科群、先进材料学科群

举行服务“一带一路”战略语言资源建设

与开发利用学术研讨会,与公司签署“一
带一路”区域留学生校企合作培养协议

  注:表1内容整理自各高校“双一流”建设方案、各高校官方网站、新华网及中国教育报等。

  从办学定位与目标来看,西部五所高校在“双一

流”建设的背景下都将一流大学或者高水平大学建

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
云南大学、内蒙古大学以及新疆大学都有着较为深

厚的发展历史,西藏大学及广西大学进入新世纪以

来也在国家政策的带动和支持下蒸蒸日上,因此五

所高校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基础,建设一流大学或

者高水平大学的办学定位与目标有着一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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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点学科建设情况来说,西部高校的重点学科建

设分布也体现了实践导向、特色导向的特点,在结合

本地特殊域情的基础上发展较有特色的学科和领

域。在“一带一路”参与情况方面,西部五所高校将

特色学科共建、人才联合培养、数据支持服务、战略

发展研究、国际学术研讨等方面作为参与“一带一

路”的重要措施和手段,从诸多方面开展行动。
(二)科学研究

从科学研究方面来说,对西部五所高校的科研

实力及表现进行分析,可以更为清晰地发现西部高

校相对于全球研究机构的差异,有利于西部高校从

科学研究方面更好地寻找差距、实现突破。借助可

以进行全球比较的第三方数据平台InCites数据库

和IncoPat数据库,对西部五所高校的论文发表数

量、标准化文献引用影响、论文被引百分比及专利数

进行统计,可以发现西部高校科学研究的基本表现。
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西部高校科学研究的基本表现

学校
Webof
Science
论文数

标准化文献
引用影响

论文被引
百分比

专利数(申
请人限定为
单位名称)

内蒙古大学 4542 0.73 61.82 886

新疆大学 6022 0.72 66.97 1557

西藏大学 890 0.82 70.22 55

云南大学 10243 0.72 70.91 2272

广西大学 10771 0.78 64.58 13469

全球基准值 / 0.98 59.38 /

  对西部五所高校科学研究的基本表现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西部高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且总体上

科研水平有待提升。在论文发表的数量方面,西部

五所高校发表论文数量有一定的差异,其中云南大

学和广西大学两所高校发表论文数量相对较多。在

标准化文献引用影响方面,西部五所高校总体上标

准化文献引用影响水平相当,且相对较低,与全球基

准值有着一定的差距,说明西部五所高校在科研影

响力方面还需要提升。在论文被引百分比来看,西
部五所高校的论文被引百分比都大于百分之六十,
比全球基准值较高一些。在专利数量方面,西部五

所高校的专利申请数量差异较大,其中西藏大学和

内蒙古大学的专利申请数量相对较低。
(三)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体现了高校

服务地方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一

带一路”倡议下西部高校“双一流”建设社会服务职

能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有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西

部高校社会服务的基本情况及表现。相关数据来源

于各高校官方网站等,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西部高校社会服务的基本情况及表现

高校名称 具体表现

内蒙古大学

现代农牧业、生态环境建设、能源与新材料、
矿物资源利用、生物医药、食品安全等领域

研究与应用取得重要进展

新疆大学

开展了“中亚及俄罗斯教育官员班”“上合组

织成员国家教育官员来华培训班”等多项面

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教育官员的专项培训,
进行中国语言、文化和国情教育

西藏大学
举办国际藏学大会,主办“格萨尔王传”国际

学术会议等

云南大学

南亚东南亚留学生的重要培养基地、“中国

一东盟教育培训中心”“中非智库10+10合

作伙伴计划”中方智库、“中国一东盟教育培

训联盟”发起单位和“孔子学院奖学金”南亚

师资培养项目留学生的接收院校

广西大学

近三年来已选派800多名教师和科技人员

赴国外学习、开展科技合作、担任客座研究

员等

  注:表3内容整理自各高校“双一流”建设方案、各高校官方网

站、新华网及中国教育报等。

从西部五所高校社会服务的基本情况及表现来

看,西部高校在社会服务方面都有所作为,取得了一

定进展。在服务治理方面,内蒙古大学致力于通过

相关研究支持本地的生态环境建设、经济及社会发

展;在专项培训方面,新疆大学通过各类专项培训为

国际组织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解中国、提
升自我的机会;在知识传播方面,西藏大学结合本校

及地方的优势开展相关国际会议,为国际社会更多

地了解西藏及藏学研究提供了平台;在育人培训方

面,云南大学通过留学基地建设、国际合作交流及国

外师资培训等方式为本校及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了

一定的服务;在交流合作方面,广西大学通过教师和

科技人员与国外高校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四)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下高校进行“双一

流”建设的重要机会和途径之一,不仅有利于提升高

校的国际化水平,而且有利于提升高校的发展实力

及国际影响力。对西部五所高校参与国际合作的基

本情况进行分析,具体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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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西部高校参与国际合作的基本情况及表现

高校名称 具体表现

内蒙古大学
与国(境)外的95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与国外高校合作建立了中美生态、能源及可持续
性科学内蒙古研究中心、中日共同GIS应用与地域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中英企业数字实验室;设有蒙古国研究
中心、俄罗斯语言文化中心、加拿大研究中心、日本学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等

新疆大学
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了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与60多所国外大学和教育机
构签署了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协议;联合俄罗斯等国家的多家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建立新疆大学“新疆煤炭转
化与化工过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

西藏大学 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联合签署校际合作协议,建立了“藏文数字媒体技术实验中心”等

云南大学
与国际上10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联合剑桥大学等国际知名科研机构建立“光电子能源

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参与共建由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共31所高校组成的“东盟与中日韩大学联盟”

广西大学 先后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所高校和机构建立了校际友好合作关系

  注:表4内容整理自各高校“双一流”建设方案、各高校官方网站、新华网及中国教育报等。

  从西部五所高校参与国际合作的基本情况及表

现可以发现,西部高校与国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校在

合作的规模上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类型越来越

多样。在合作的规模上,各高校与国外大学及科研

院所的合作数量已经非常大,有几所学校和外方单

位的合作数量甚至超过了一百多所。在合作的质量

上,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西藏大学、云南大学等高

校与国外许多一流高校合作共建实验室、研究中心

或者科技合作基地,将合作逐渐落到实处。在合作

的类型上,不仅有高校与国外大学及科研院所进行

一对一合作,还有些高校和域外高校共建大学联盟,

推进教育国际合作。
(五)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作为一所高校的重要职能和重要使

命,体现了一所高校对社会文化发展及人类文明传

承的重要性。我国高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发展道路,传承着我国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及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

当。而孔子学院作为高校传承中华文明、宣传中国

话语的重要途径,是很多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的重要方式。对西部五所高校孔子学院的基本情况

进行统计,如表5所示。
表5 西部高校孔子学院(课堂)的基本情况

学校 内蒙古大学 新疆大学 西藏大学 云南大学 广西大学

概况

1所:俄罗

斯卡尔梅克

国立大学

孔子学院

3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人文大学

孔子学院、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

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俄罗斯新西伯利

亚国立技术大学孔子学院

启动

时间

2007年11
月22日

2008年6月15日、2016年12月26
日、2009年7月5日

正在筹建

尼泊尔特

里布汶大学

孔子学院

4所:孟加拉国南北大学孔子学院、孟
加拉国达卡大学孔子学院、伊朗德黑

兰大学孔子学院、缅甸福庆学校孔子

课堂

1所:泰国

川登喜皇家

大学素攀

孔子学院

2006年02月14日、2015年11月、
2009年01月01日、2008年5月14日

2006年12
月27日

主要

活动
承办当地HSK考试及HSKK考试、文化讲座、结合当地特色开展中华文化推广活动等

  注:表5内容整理自各高校“双一流”建设方案、各高校官方网站、新华网及中国教育报等。

  从西部五所高校孔子学院的基本情况来看,目
前除西藏大学外都设有孔子学院,在当地承担着考

试、讲座及推广中华文化等活动。西部五所高校共

开设孔子学院9所,且成立时间大部分已逾十年,分
布范围遍及欧洲、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地区,对传承

中华文化文明、推进教育国际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高校“双一流”
建设的现实需求及战略困境

“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高校“双一流”建设有着

更多的机会和机遇,也在很多层面取得了一定的发

展成绩,但是在建设一流大学以及参与“一带一路”
战略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很多现实需求,同时也面临

着一定的战略困境。
(一)现实需求

对“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高校“双一流”建设情

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西部高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但是在加快高等教育内涵式建设、推进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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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国际化及推动高等教育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要

求下,西部高校在师资人才、财政经费、产学合作、学
科发展及实践平台等方面还存在多方面的现实

需求。
师资人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经

济差异的扩大、人才流动的增加,西部高校由于历史

基础和现实条件的原因,自身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师资较为缺乏。一方面,西部高校由于地理位置、财
政条件等方面的原因难以引进高水平师资和人才;
另一方面,西部高校在对师资和人才进行支持和培

育后,以面临着“孔雀东南飞”的压力。留不住人才

成为现实问题。因此,西部高校面临着一定的师资

人才需求。
财政经费。西部高校相对国内顶尖大学及世界

一流大学财政经费有限,这对建设一流大学以及参

与“一带一路”战略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西部高

校财政经费的来源范围有限,尤其是当地政府对高

等教育的支持力度与广东、北京、江苏等地相比差距

很大,存在着经费支持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西部高

校财政经费的构成相对较为单一,来自校友的支持

力度也较小,经费构成种类较为有限。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西部高校“双一流”建设因其地理位置等

方面的原因有着很多的机遇,而充足的财政经费对

于西部高校的发展来说十分关键。因此,西部高校

面临着一定的财政经费需求。
产学合作。从InCites数据库、最好大学排名等

对西部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西部高校在产学研合作、校企合作方面的基础较弱,
产学合作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一方面,西部高校在

产学合作的规模上相对国内顶尖高校及世界一流大

学来说有着较大的差距,因为其所处地理区域内企

业的数量相对较少,合作对象的规模和质量相对有

限。另一方面,西部高校师资的科研水平在规模和

质量方面也相对有限,学科类别、学科水平等方面的

差异使得校企合作双方的对接存在一定的困难。因

此,西部高校面临着一定的产学合作需求。
学科发展。西部高校走学科特色发展道路是一

条成为高水平大学及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路径之

一。目前来说,西部高校都已经在逐渐发掘和培育

自己的特色学科和优势学科,但是在特色学科的建

设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供给不足问题。一方面,高水

平师资的供给不足使得特色学科的建设面临一定的

困境,很多特色学科师资来源多属于“自产自销”类
型,在生产高水平科研成果以及加强国际影响力

方面存在困难。另一方面,特色学科的发展是一

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长远问题,如何建设特色学

科还需要不断探索,因此宏观层面的特色学科建

设路径供给不足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所

以,西部高校面临着一定的学科发展需求。
实践平台。西部高校为我国中西部地区输送了

一批又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促进了中西部地

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西部高校在服务地方治理、
保护生态环境、加强产学研合作等方面也为中西部

地区做了很多服务社会层面的工作。在倡导高等教

育服务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由于西部地区的企事业

单位规模和质量相对有限,很多西部高校尤其是像

新疆大学、西藏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还缺少一定

的高水平实践平台,学生在实习和就业等方面面临

着平台供给不足问题。因此,西部高校面临着一定

的实践平台需求。
(二)战略困境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高校“双一流”建设

的现实需求,从宏观层面来看西部高校面临着五个

方面的战略困境,分别是战略基础层面的人才引进

与人才流动的矛盾、战略保障层面的全局建设与经

费短缺的矛盾、战略环境层面的产学合作与对象有

限的矛盾、战略方向层面的特色学科与综合发展的

矛盾以及战略平台层面的专业实践与平台缺乏的

矛盾。
在战略基础层面,主要是人才引进与人才流动

的矛盾。人才是实现高校发展的重要基石,人才队

伍建设是高校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核心要素[4]。人才

对于高校发展来说是具有基础性作用的。但是西部

高校在人才的引进及流动层面面临着一定的尴尬处

境和矛盾心态,一方面人才引进可以促进本校师资

力量的增强、学科建设的推进以及综合实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人才流动的加剧又使得很多高校对人才引

进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这种矛盾使得西部高校在

“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境。
在战略保障层面,主要是全局建设与经费短缺

的矛盾。经费支持是促进高校发展的条件和保

障[5]。西部高校在经费预算方面与东部地区一流高

校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的经

费支持力度方面西部各省份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

份存在较大的差距。西部高校目前仍然处于一流大

学建设的关键阶段,需要全局建设和全面发展,但是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战略保障、支持高校

发展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在战略环境层面,主要是产学合作与对象有限

的矛盾。产学合作是实现高校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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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条件[6]。西部高校在产

学合作方面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但是总体来说

合作的规模和质量都十分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西
部高校附近的地理区域内企事业单位数量较为有

限。因此,西部高校在产学合作上需要进一步扩大

规模和提升质量,但是合作的对象却十分有限,影响

了西部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方面

向纵深发展。
在战略方向层面,主要是特色学科与综合发展

的矛盾。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高校“双一流”建
设面临着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在实现综合实力提

升和特色学科建设层面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西部高

校的发展资源相对来说是较为有限的,战略规划对

高校的发展具有引领、动员、凝聚与规范等作用[7],
如何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确立好战略发展方向是关系

着高校发展地位和目标的关键问题,在特色学科建

设与综合发展路线方面进行选择是西部高校需要考

虑的重要问题。发展特色学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从学科视角出发建设具有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在
时间和效率上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却面临着发展

范围局限、国际影响有限的困境;实现综合发展,可
以更加全面地使西部高校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过

程中,但是却有可能丧失发展特色、失去政策保障。
在战略平台层面,主要是专业实践与平台缺乏

的矛盾。西部高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需要为学生

提供实习及实践基地和平台,但是在现实实践中却

因为地理位置、区域经济等层面的原因学生的实习

及实践基地和平台比较缺乏,且质量水平既总体不

高、又参差不齐,因此西部高校面临着专业实践需求

旺盛与实践实习平台缺乏的矛盾。人才培养是高校

最重要的职能及使命,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的实践

平台对于西部高校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高校

发展的战略转型策略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高校“双一流”建设

的现实需求及战略困境,本研究提出从拓展经费来

源渠道、构建特色人才体系、加强国际科研合作、推
动高校联盟建设等方面推动高校发展战略转型。

(一)拓展经费来源渠道

加强优势互补,吸纳社会支持。西部高校之间

以及西部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之间要进

一步增进国际合作,加强优势互补,通过合作共赢进

一步获取国家及地方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在实现优

势互补、促进内涵式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教育

开放格局[8],进一步提高大学的发展声誉。西部高

校要进一步发挥校友以及社会支持的作用,积极吸

纳社会支持,从更多层面为高校的发展筹措经费、汲
取资源,多方面推动自身的发展。

促进产学合作,推动社会服务。西部高校要积

极进行产学研合作、校企合作,拓展科研合作的对

象、范围,扩大和提高科研合作的规模和质量,更好

地促进高校融合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中。西

部高校要积极推动社会服务,为地方及国家的发展

贡献智慧和方案,继续加强在地方政府治理、生态环

境保护、推进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作用,以此进一步提

高高校的社会影响力,吸引社会提供更多的经费和

资源,促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及一流大学建设。
(二)构建特色人才体系

引进科技人才,培育特色人才。西部高校要进

一步加强人才的引进工作以及特色人才的培育工

作,积极扩大人才引进的规模,提高人才培养的力

度,双管齐下构建人才支撑体系,实现“引”“育”并
举。在人才引进时,要注意紧密结合高校发展的实

际,高质量引进专业方向急缺、服务意识较强的“留
得住”的人才,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使其感受

到有大有作为的平台。在人才培育时,要注意加强

对特色学科人才培养的力度,在建立良好的特色学

科发展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特色学科人才成长

的机会,使得平台和人才共同发展,实现学科突破和

人才培育协调发展。
完善人才体系,支持人才成长。西部高校要进

一步完善人才发展体系,进一步加强人才管理制度

建设,使得人才管理更加系统化、精细化,促使人才

管理更加灵活、有效。在人才管理方面,高校要将人

性化管理理念融入到高校人才管理的各个环节,注
重和满足人才不同方面的需求,突出人的主体性和

能动性[9]。同时,西部高校要积极支持人才的成长

和发展,不断了解人才成长中的需求及变化,通过进

一步提供国际合作平台、访学交流机会、研究课题资

助、家庭发展支持等助力人才的成长和发展,不断加

深教师及人才对于学校的感情及关切。
(三)加强国际科研合作

夯实合作基础,加强国际交流。目前西部高校

在科研实力等方面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因此西部

高校需要继续加强自身的科研水平,为进一步加强

校企合作及国际合作提供一定的基础。西部高校要

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的

国际合作,加强国际交流与互通,不断夯实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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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这对于提高我国西部高校的高等教育国际

化水平、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以及实现长远发展有

着重要的意义。
促进科研合作,提高合作水平。众所周知,世界

一流大学在服务本国、面向世界方面有着强烈的使

命感[10]。西部高校应该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合作,基于本地区的区

情和域情开展相关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致力于解决

关切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西部高校要通

过多种方式提高合作的水平,加强教师之间的访学

和交流,推进科研合作基地和平台的建设,在国际交

流中以学科发展为基本着眼点提高合作的质量和水

平,进一步提高高校的国际影响力。
(四)推动高校联盟建设

完善高校联盟,共谋西部发展。西部高校在地

理位置、发展基础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和相似点,应
该加强彼此之间的战略合作与资源共享,进一步完

善高校联盟或大学联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西
部高校面临着相似的历史机遇和发展机会,共同致

力于实现一流大学建设、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以及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应该进一步共同把共谋西部

发展、服务区域发展当作西部高校的重要使命。
提高协作水平,推动协同创新。西部高校应该

加强彼此之间的协作水平,实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等层面的交流与互通,扩展自身的合作平台,扩大

自身的合作机会,鼓励夯实协同发展的基础。西部

高校之间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的项目合作,

推动协同创新能力,共同致力于为我国中西部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智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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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StrategicTransformationofthe“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
atChina’sWesternUniversitiesinthecontext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LUShilin1,ZHENGWeiyin2,ZHUYatao3
(1.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ofScience,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240;

2.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TibetUniversity,Lhasa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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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causeoftheimportanthistoricalmission,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ndthe“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shouldbe
undoubtedlyregardedasthetheoreticalguidanceandpathdependenceforthedevelopmentstrategyofwesternuniversitiesinChina.
Afteranalyzingthedevelopmentandperformanceofthewesternuniversitiesinthe“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atdifferentlevelsin
thecontext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theauthorfindthattheuniversitiesstillneedmoretoimprovetheirperformance,including
teachers,funds,industry-academycollaboration,disciplinedevelopment,andinternshipplatforms.Asofnow,thestrategicdilemma
theuniversitiesfacecanbeclassifiedintofiveaspects,respectively,thecontradictionbetweentalentrecruitmentandtalentmobilityat
thebasicstrategiclevel,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overallconstructionandtheshortageoffundsatthestrategicguaranteelevel,the
contradictionbetweenindustry-academycollaborationandlimitedpartnersatthestrategicenvironmentallevel,thecontradiction
betweencharacteristicdisciplinesandcomprehensivedevelopmentatthestrategicdirectionlevel,and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
increasingdemandforprofessionalpracticepositionsandthelackofinternshipplatformsatthestrategicplatformlevel.Basedonthe
findings,theauthorsproposesomemeasurestofacilitatethestrategictransformation,includingexpandingthesourcesoffunding,
buildingasystemfordistinctivetalent,strengtheninginternationalcooperationonscientificresearch,andpromotingtheestablishment
ofauniversityalliance.
Keywords:theBeltandRoadInitiative;“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strategic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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