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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一直以
来，这个追问始终困扰着中国高等教育。

过去20年间，经过“211工程”、“985工程”的持续
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稳步迈进，一批大学开始跻身世界
知名大学排行榜。然而，面对牛津、剑桥、哈佛、麻省理工
学院这样的欧美名校，中国高校还有一定差距。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
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目标后，国务院5日发布《统筹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明
确了任务路径。中国高校亟待在坚持中国特色、立足自
身优势的基础上，发力迈进。

理想现实有差距 改革创新要提速
“历史留给我们雄厚的物质和学术基础，我们不能

沾沾自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还存
在诸多不足和发展瓶颈。”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说，近年
来，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和问题在北大也有所显现，少
数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媚俗畏权；一些人迷失了方
向，独立和开拓精神不振，丢掉了优良的学术传统。
林建华说，与此同时，北大学科的整体水平与世界一流
大学相比仍有差距，进入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较少；具
有重要国际影响力以及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
突出作用的学者还不多；基础学科尽管整体实力较强，
但某些学科优势正在丧失；在研究方面，原创性的重大
理论及科技成果和能够引领社会思潮、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重大哲学和社会科学成果较少。

苏州大学校长朱秀林也感到，与世界一流大学相
比，我国高校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整体教育质
量有待提高，加强教育教学的内在动力不足；二是自主
创新能力有待增强，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和标
志性成果还不够多；三是社会服务层次有待提升，推动
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不够有力。

高水平大学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乃至综
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西方发达国家依托一流大学带动国
家富强、引领世界潮流的发展路径表明，一流大学在国
家崛起、民族复兴、社会进步、产业革命、文化繁荣中始
终肩负重大使命并担当重要角色。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指出，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
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
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
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
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
等教育强国。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指出，中国提出到
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
前列，2050年成为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
标，必须确保教育先行，依靠一流人才来承载重任。为
此，《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提出了配套措施，现在看来，时不我待、任务紧迫。

“英国大学在18世纪的崛起，德国大学在19世纪
的超越，美国大学在20世纪的引领，根本原因都在于办
学思想、理念与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南京大学校长陈骏
说，“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推进管理
创新和制度创新，进一步破除制约大学快速发展的体制
机制性障碍，加快创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为开放、
有利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学科建设是龙头 中国特色要坚持
纵观全球，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都凭借一些学科闻名

遐迩，吸引各国英才。例如，牛津、剑桥、哈佛大学拥有遥
遥领先的文、法、医等学科，麻省理工学院的工学、斯坦
福大学的物理、耶鲁大学的文学和艺术学科是相关领域
前沿研究的风向标。

“学科建设是龙头，是高校核心竞争力，而以重点学
科为依托，形成特色发展则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

必由之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聂宏认为，一流学科
要面向国民经济发展重大科学技术需求，坚持特色发展
战略，要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融合创新上下苦功夫，
掌握“杀手锏”的关键技术，在优良的学术土壤中，带出
一批优秀人才，开辟一片学术高地。

瞿振元指出，以学科为单元加强学校建设，尽早让
一批学科成为一流学科，这样的一流大学才是真的而不
是假的，是实的而不是空的。同时，一流学科建设一定要
处理好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关系，使人才培养的一流
和科技创新的一流相互融合，这才是一流大学、一流学
科的应有之义。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提出“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
别化发展，加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获得了争创
一流大学高校的广泛认同。

陈骏说，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路径，根源都在
于体现了国家特色、民族特点和文化自信，在于引领了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就是要坚定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自
觉肩负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战略的责任和使命。

“创建一流大学，不是简单复制西方大学模式，而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和地方文化特质的现代大学。”苏州大
学校长朱秀林说，“地方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要紧
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线，构建别具特色的办学理念和
教育体系，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探索地方高
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路。”

评价导向要改革 统筹推进很重要
教学改革徘徊不前，新老人事体系之间矛盾初

显；资源的综合配置机制不顺、效率较低，职能部门
权责不清；学校管理体制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有待
进一步合理划分；现行的人事、财务等方面的制度受
了过多的约束，束缚了学校应对人才竞争的能力，制
约了学科之间的合作以及交叉学科的发展，限制了研
究机构的活力……

这些问题，几乎是中国高校发展共同的难题。
“从深层次讲，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发展理念不够

成熟、发展机制不够完善、发展方式不够科学、治理架构
不够健全等造成的。”苏州大学校长朱秀林说。

“相较之下，我们现在的研究氛围还比较浮躁。”中

外合作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认为，中
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真正的差距，可能还在于对个人
兴趣的挖掘、对研究的专注度、对未知探索的执着这些
方面。从研究看，真正突破性的发现，与研究者的好奇
心、兴趣、长期的专注和努力都是分不开。

“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一个积极探索未来教育方
向、迎接挑战、并为学生创造更大价值的大学，而非
仅仅出一些科研成果。这一点可能是当下中国教育发
展过程中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的，因为在赶超的过程
中，我们更容易关注现行的指标，而忽视了教育的本
质。”席酉民说。

不少高校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内外有许多评估机
构，纷繁复杂的大学排行让人摸不着头脑，也给一些高
校造成了办学思路上的混乱。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道路上，如果没有
一个以追求卓越和世界一流为导向的教育科研评价体
制为牵引，其结果可能会影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
的建设进程。”朱秀林说，“评价体系具有导向和诊断功
能，要以国际通行的学术标准来推动国内学术生态的重
建，建立全面、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形成中国特色大
学评价体系。”

针对这个突出问题，《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
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提高科学性和公信度。还提出资
金分配更多考虑办学质量特别是学科水平、办学特色等
因素，动态调整支持力度等思路。

“统一起来思考、统一起来布局、统一起来推进，有
助于克服过去的重点建设存在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
重复交叉等问题，对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瞿振元表示，今后可以考虑引
入“可进可出”的竞争机制，落伍的应该退出、新生的应
该进来。

瞿振元强调，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不是宝塔形，而
是图钉形，由“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仅有
112所，其余2400多所高校的发展也要统筹考虑。要注
意照顾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让不同层次的学校都有
争创一流的环境。

世界一流大学，中国还缺什么？
□新华社记者 吴晶 刘奕湛 凌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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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室里，我与这位1969年从
海城入伍的老兵一边抽烟，一边聊
了起来。我当然不会放过向这位老
兵打听敖鲁古雅的事情。他给我讲：

“咱们现在看到的房子是1964年咱
们铁道兵给建的。原先他们在原始
森林里生活，以打猎为生，住在‘撮
罗子’里。”什么叫“撮罗子”呢？张老
兵的助手是1970年从河北入伍的
兵，说话瓮声瓮
气的还带着一种
家乡口音说：“就
是用几根木头杆
子，把上面一绑，
下面岔开，然后
上面盖上犴皮什
么的。”我没有见
过，还是有点不明白，他又说：“以后
你看见就明白了，敖鲁古雅里面就
有。”“啊，好的，敖鲁古雅，这个既陌
生，又神秘的地方，以后我一定要去
看一看。”

汽车在这最难走的公路上缓慢
地行驶着，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家
感觉冷了，车上的兵又下车开始跑
步。当再上车时，尽管张老兵还让我

坐在驾驶室里，可我还是很自觉地
坐在了车上面，让一个从湖北麻城
入伍的新兵坐在了里面。我坐在车
上面，向后面看着渐渐远去的森林、
大山，茫茫的雪原，还有敖鲁古雅。
汽车一会拐个大弯，开上用落叶松
一根挨着一根铺的路，一会走过用
圆木摞起来的桥，汽车的左侧始终
有一条河，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河，

问了几位我们十二连的老兵，他们
也都叫不上名。直到下午快5点时，
带新兵的副指导员告诉我：“这条河
我知道，叫古莲河，过了古莲河大
桥，就到我们十二连了。”说的对不
对，当时我不知道。到部队后，我查
了地图知道了，从满归镇出发，我们
开始沿着激流河，拐个弯以后就沿
着敖鲁古雅河，再后来就是一直沿

着老潮河向东北方向行走，到古莲
河大桥时，那是大林河，只是大桥的
所在地叫古莲区，大家就约定俗成
的叫古莲河大桥。从古莲河大桥再
往下就是大林河注入额木尔河的河
口。额木尔河，这是大兴安岭岭北
水量比较充沛的一条河流，在漠河
县的一个叫兴安镇的地方浩浩荡荡
地注入黑龙江，这个入河口处也叫

古城岛，就是清
朝时期中俄雅克
萨古战场遗址。

1971 年 6
月初的一天，我
结束了在塔河铁
道兵三师放映员
学习班为期 40

天的学习，准备第二天返回十三团。
这时505部队（也叫铁道兵东北指
挥部）的放映员，也是我们这次学习
班里唯一的一位女兵侯阳问我：“小
宋，我听说通往樟岭的火车不通了，
你知道不?”我忙说:“不知道，怎么
回事不通了？”“有两座桥被洪水冲
垮了，那你怎么回去呀？”“那就麻烦
了，我得去问一问。”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