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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实施十多年来取

得了伟大成绩。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总结指出， 这

主要体现在三点， 一是自主创新能力快速提升，
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国家标志的科研成果； 二是汇

聚了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中青年学者， 促进了

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 三是学科建设有了重大突

破①。 应该说， 这个成绩， 是党中央、 国务院的

战略指导和精心部署的结果， 也是社会各界特别

是高等学校努力奋斗和艰辛探索的结果。 不久

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公

开征求意见稿）》 （2010-2020） （以下简称 《规划

纲要》） 明确提出， 到 2020 年， 我国要 “建成一

批国际知名、 有特色高水平高等学校， 若干所大

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这意味着，
我国 “985” 重点高校又将迎来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将接受更加严峻的战略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为此， 重点高校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落实

《规划纲要》 为动力， 在认真总结基本经验的基

础上， 科学地评估自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

趋势和战略规划， 进一步明确未来的战略重点。
这不仅对加速推进 “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 大学

建设事业， 而且对我们构建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

实现， 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基本经验述评

（一） 审时度势， 科学规划， 重点投资， 科

学实施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和迅速发展的科技

形势， 我国党和政府审时度势， 果断启动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战略。 1998 年 5 月， 江泽民同志代

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世界宣告： “为了实现

现代化， 我国要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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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过十多年建设， 我国在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进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特别是

在科学规划、 重点投资、 理论研究、 借鉴发展、 优化机制、 缩短差距、 释放个性等方面业绩

突出。 今后， 为提升建设的质量和品质， 除发扬基本经验以外， 高校还要进行不定期的战略

审视， 适时推进战略创新， 尤其要坚持以人为本， 重点投资高校人力资源； 创新体制机制，
加速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加速推进国际化， 善于服务和谐世界； 创新模式， 加速构建 “中国

模式”。 同时， 要围绕上述任务， 进一步提高认识、 升华认识； 力求更加高效、 科学地推进

建设事业； 创造性地做好国际接轨工作。 唯有这样， 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才能取得更快

的发展、 更好的效果、 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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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②。” 为了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江泽民同

志讲话精神， 教育部于 1998 年 12 月发布了 《面

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决定创建若干所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
该计划指出： “要相对集中国家有限财力， 调动

多方面积极性， 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 加大投资

力度， 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 今后

10-20 年， 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

世界一流水平③。” 1999 年初国务院批准该项计

划， “985 工程” 正式启动。 其中， 一期建设于

1999 年开始， 周期 3 年。 鉴于一期建设成效显

著， 教育部于 2004 年初发布了 《2003-2007 年

教 育 振 兴 行 动 计 划 》， 决 定 继 续 实 施 “985 工

程”， 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

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④。 “985” 二期建设顺

利结束， 目前已进入第三期。
“985 工程” 启动之初， 中央投资支持的大

学仅有 2 所， 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之后， 考

虑到我国宏观教育管理体制是中央、 地方两级管

理及各地希望支持教育发展的热情和愿望， 为调

动多方面的积极性， 国家决定采取 “省部共建”
形式加速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目前， “985 工

程” 达到 39 所， 形成了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战

略梯队。 按投资计划， 一期总投资 270.7 亿元，
其中教育部投 入 145.05 亿 元， 地 方 投 入 109.75
亿元， 主管部门投入 15.9 亿元。 重中之重的高

校 （9 所） 一期投入为 114 亿元， 占全部投入的

42.1%⑤。 考虑到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经费和经济

发展情况不同， 国家对华北和华东两大区域投入

占投资一半以上。 从教育部与地方投入的比较来

看， 华北地区获得教育部投资远高于地方投入，
华东和中南地区的地方投入高于教育部投入， 东

北地区二者投入相当， 而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地方

投入低于教育部投入。 应当说， 这种投入分配政

策 遵 循 了 科 学 发 展 观 ， 相 对 比 较 合 理 ， 并 对

“985” 二期、 三期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 深入研究， 总结规律， 集思广益， 借

鉴发展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须遵循大学建设的客观规

律， 而规律要靠发现， 靠探索， 靠实践。 “985
工程” 启动前后， 我国政府机构、 学术界就开始

跟踪研究国外经验， 发表了很多论文， 出版了大

量专著， 对我国一流大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研究数量上看， 利用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以篇名为 “世界一流大学” 进行搜索， 结果是：
1991-1997 年有 40 篇文章， 其中 1991-1993 年 2
篇 ， 1994 -1995 年 和 1996 -1997 年 各 19 篇 ；
1998-2009 年 合 计 536 篇 论 文 ， 其 中 ， 1998-
1999 年 23 篇， 2000-2001 年 85 篇， 2002-2003
年 139 篇， 2004-2005 年 126 篇， 2006-2007 年

117 篇， 2008-2009 年 121 篇。 可见， 从 1991-
1993 零 星 讨 论 到 1997 年 逐 步 增 多， 再 到 1998
年北大百年校庆后， 学术界对一流大学的关注度

逐渐增强， 2002-2003 年期间， 对世界一流大学

专题研究达到了高峰时期， 其后均保持在高度关

注和研究稳定的水平上。 从研究学科来看， 有哲

学、 政治学、 教育学、 历史学、 社会学、 经济学

等， 其中教育学研究居多。 从研究特点看， 我国

一流大学研究呈多元化、 多层化、 群众性、 开放

式、 国际化的特点。 从研究学者看， 有来自政

府、 国外高校， 社会机构等， 代表性学者有丁学

良、 陶爱珠、 刘念才、 张维迎、 邱均平、 王英杰

等。 从研究机构看， 教育部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

了战略研究基地———“世界一流 大 学 研 究 中 心”
作为专门研究机构， 设立课题进行专项研究， 产

生不少科研成果， 包括有国际影响的 “世界大学

学术排行榜”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
versities） 及系列咨询成果。 该基地 发 起 的 “第

一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 于 2005 年召开，
至今已举办三届世界一流大学论坛， 达成了系列

共识⑥。 从学术杂志看，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等

名刊为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提供了发表园地， 持续

集中编发系列文章， 逐渐认清了一流大学的内

涵、 厘清了一流大学的建设途径。 从出版机构

看，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了有关世

界一流大学研究的系列专著。 这些成果都对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指导， 极大地

推动了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事业发展。
世界一流大学多集中于西方国家， 直接借鉴

西方经验， 可以减少探索的艰辛和成本。 时逢北

大百年校庆， 几十位世界著名大学校长应邀聚会

北京， 参加 “面向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大学校

长论坛”。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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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式上指出： “这是北京大学百年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荣耀。 这也是众多历史悠久、 卓有成效的大

学的校长们的一次空前盛会⑦。” 以此为契机， 我

国启动了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 研讨机制， 从

2002 年至今， 先后举办了 4 届论坛。 论坛主旨

是 “启迪领导智慧， 憧憬大学未来”。 国内外知

名大学校长会聚一堂， 共同探讨大学未来发展战

略、 管理、 创新与人才培养问题， 论坛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取得了良好成效。 同时， 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每年和一些省教育厅举办高等教

育国际论坛； 许多大学先后举办了全国、 地区、
国际高教学术研讨会等，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与沟通， 有的还借机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
此外， 教育部还推出了大学校长、 教师、 管理人

员到世界一流名校考察学习制度， 让管理者和学

者们体验一流大学建设经验。 应该说， 这些举措

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 尊重国情， 优化体制， 承认差距， 迎

接挑战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历史、 传统、 政

治、 科技等综合性发展的产物。 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需要尊重国情， 需要根据国情推出实施方案。
世界一流大学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 尤其是

美国， 而我国国情、 制度体制同西方国家存在巨

大的差别。 因此， 在中国国情下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 自然存在着一些特殊要求。 如目前我国高校

实行 “党的领导、 校长负责、 教授治学、 民主管

理” 的治理体制， 而西方大学坚持 “大学自治、
学术自由、 教授治校” 的理念及制度， 实行 “董

事会监督下的校长负责制” 等。 不同的国家形成

了不同的建设模式。 正如丁学良所言， “在欧洲，
最好的大学都是国立或公立大学， 而在美国， 最

好的大学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 这是两种不同的

办大学的模式演变出来的成果⑧。”
目前， 我国重点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

大的差距， 特别是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还有

待提高。 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早就指出： “无

论何时、 何种情况下， 成为一流大学的途径只有

一个： 那就是要拥有优秀的教师⑨。” 为此， 教育

部出台了推进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举

措。 据统计， 1987-2007 年底， 我国共有 121 万

人留学， 2003 年强化了留学派遣工作， 2005 年

提出以 “选拔国内一流大学学生、 选到国外一流

学科领域、 师从一流导师” 的原则指导国家公派

留学工作。 2007 年启动了最大规模的 “国家建设

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公派工作进入跨越

式发展阶段。 2008 年全年实际公派数达到 10000
多人。 据统计， 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 77.61%的

校长为出国留学人员， 80.49%的 “两院” 院 士、
71.65%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学研究基地主任、
94%的长江学者、 72%的国家 “863 计划” 首 席

科学家都具有出国留学背景， 获得国家级表彰的

优秀留学人员达到 939 人⑩。 截止 2003 年， “985
工程” 建设使我国名牌大学在世界大学学术排

行中的位置明显提高。 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从 “985 工 程” 建 设 前 的 351-400 名 分 别 前 进

到 “985 工 程 ” 建 设 后 的 201-250 名 和 251-
300 名之间， 复旦大学从 “985 工程” 建设前的

451-500 名 前 进 到 “985 工 程” 建 设 后 的 301-
350 名 。 研究显示， 我国研究型大学近 10 年科

研产出数量增长近 5 倍， 产出影响力持续显著提

升， 科研产出拐点与 “985 工程” 重点建设时间

节点基本一致。 我国发表在影响因子最高的 25%
期刊上的论文， 其中 50%由 “985” 高校完成 。

（四） 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释放个性， 竞

争发展

党的领导是我国高等学校事业发展的核心力

量。 坚持党的领导， 就是要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和

战略部署办学， 以服务于国家战略为动力， 不断

推进教育事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在党中央的

领导下， 不断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我国高等教

育取得了丰硕成果，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

段。 其中， “985 工程” 和 “211 工程” 增强了中

国教育地位， 提升了重点大学的国际影响力。
世界一流大学无不重视大学个性的发展。 在

特别注重 “大一统” 的国情下， 我们需要强调个

性化发展。 2002 年 《求是》 杂志发表署名文章

“一流大学应该是特色大学 ”。 教育部早已认识

到强化大学个性发展的重大意义， 并制定和采取

系列政策举措拓展高校个性化发展空间。 例如，
教育部通过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不仅指导各校

对办学进行科学定位， 而且对推进大学个性化办

学提出了要求。 高校通过评估不仅规范了教育、
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秩序， 而且检查了自己的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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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为强化发展特色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

来， 各地区正在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

和落实发展规划、 各大学也在根据大学本身特色

制定发展计划、 而 “985 工程” 三期建设规划也

为重点高校释放了足够的 “个性空间”， 应该说，
这些都是喜人的积极变化， 必将推动中国大学大

踏步的前进。

二、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反思

（一） 坚持以人为本， 重点投资高校人 力

资源

康德说， 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芝加哥大学

前校长欧内斯特·德威特·伯顿说： “人才是一所

强校必不可少的要素。 建筑物是必要的———好的

建筑令人向往， 但如果没有了人， 那是白费， 有

才能的人即便在破旧的房子里也能建起一所伟大

的学校 。” 西南联大就是一个典型。 我们不能说

以 前 高 校 没 有 重 视 “人”， 但 我 们 确 实 没 有 把

“人” 摆到中心地位。 例如， 若干年来， 依据国

家政策， “985” 和 “211” 重点大学投入了大量

资金， 扩大了校园面积， 建设了高楼大厦， 配置

了实验设施， 改善了办学条件， 而在 “人” 方面

投入明显不足。 就连许多国外政要和学者都认为

目前有些中国大学的硬件设施甚至超过了西方一

流大学， 但是教师的待遇普遍不高。 同时， 我们

高校的教育质量也不能令人满意。 前英国诺丁汉

大学校长杨福家说得好： “当你时时处处把人放

在首位后， 你离一流就不远了 。” 下一阶段， 我

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始终把人作为

一流大学建设的立足点、 落脚点。 具体说， 一要

深入研究中国人的本性需要， 即真正激发中国人

自愿获得成就的动力源是什么； 二要围绕中国人

的核心价值精心设计和提供一流服务的条件和环

境； 三要不断加大资源投入力度， 大力提高教师

的生活质量， 使大学教师真正成为令人羡慕的职

业； 四要以世界一流大学人本理念检视和改进对

人才的政策措施， 不断提升自身的境界追求。
（二） 创新体制机制， 加速建设现代大 学

制度

长期以来， 我国大学制度创新问题已经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杨振宁认为， 中国大学和

世界一流大学相比， 中国的差距还很远； 从科学

研究的角度看， 中国所有大学都还没达到世界第

一流水平； 中国有非常优秀、 聪明的年轻人， 但

是， 聪明的年轻人怎么变成领域中走到世界第一

线的人才， 就要靠 “培养的环境” 。 2005 年以

来， “钱学森之问” 流传甚广， 其中说明了一些

问题？ 若以共识来说， 就是我们的大学制度创新

特别是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 令人高兴的是， 经过对 《规划纲要》 的讨

论， 绝大多数人已认识到， 大学制度创新是当今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 “重中之重”。 目前，
不少重点大学已开始重视制度创新及其实践工

作。 我们必须增强改革的信心， 大胆推进管理体

制机制创新， 努力解决好大学制度与国家的政

治、 经济、 社会建设密切而恰当结合的问题： 其

一， 世界一流大学的 “大学自治、 学术自由、 教

授治校” 如何匹配中国的政治、 经济、 教育等既

有制度？ 即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世界一流大

学制度？ 其二， 如何使知识、 学问的崇高价值及

其代表———教授共同体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完美的

体现和张扬？ 这些都是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时

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 加速推进国际化， 服务全人类

服务国家和民族、 提升国家竞争力， 无疑是

任何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使命。 但实际上， 所有

的世界一流大学同时也高水平地服务着全世界、
全人类。 做不到这一点， 不可能是世界一流大

学。 丁学良强调指出：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流

大学的智力支持， 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观念、
知识、 信息、 人才， 这样的国家就只能在世界分

工体系里处于下等或者至多是中下等的位置， 别

人要明欺你或者是暗耍你， 都不怎么难 。” 这些

话， 一方面点明了世界一流大学对提升国家竞争

力的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也启发人们， 世界一流

大学总是寻求为全人类的知识观念更新做出应有

的贡献。 英国剑桥大学前校长艾利森·F·理查德

说：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 你培育什么样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你的地位， 而你在这个

问题上的决定对于学生的求学经历具有深远的

意义 。” 如今， 剑桥大学 12%的本科生和 50%的

研究生均来自海外。 海德堡大学历年来外国留学

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为： 1868、 1869 年是 27%；
1870 年是 22%； ……1960 年是 14%； 1970 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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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1979、 1980 年是 10.1% 。 2004 年哈佛大

学注册攻读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人数达到 3619 人，
占攻读学位学生总数的 18.3%； 牛津大学 2003-
2004 年度注册学生数为 17664 人， 其 中 外 国 留

学生 5039 人， 占学生总数的 25.3% 。 对 照 看，
我国的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留学生规模相

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 不仅是数量差距， 更是质

量的差距。 在这个角度看，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创

建工作任重而道远， 必须努力前行。
（四） 加速构建 “中国模式” 的世界一 流

大学

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专家贾米尔·萨尔米教授

在一份有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专题报告中指

出： “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并无普世办法或

神奇公式。 各国国情和制度不同， 因此必须从适

合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中寻找力量与资

源 。” 目前， 国际学术界对英国模式、 德国模

式、 美国模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等均有共识。 近年

来， 也有学者研究认为， 中国已有了 “消极意

义” 上的 “中国式大学” 而尚不见大学的 “中国

模式”。 未来中国大学的发展目标应是从 “中国

式大学” 走向大学的 “中国模式” 。 应当说，
这个理性判断很有道理。 实际上， 任何国家要取

得高等教育强国地位， 都必须在高等教育发展模

式特别是大学发展模式上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

献。 那么， 我们如何建构 “中国模式”？ 逻辑上，
切合 “中国人” 的目的———适应 “中国人” 的需

要———“立足中国， 服务和谐世界” ———有 “中

国特色、 世界一流” 的大学模式的确立， 应是

“中国人”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逻辑。 战略

上，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应是扎根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土壤、 稳步推进基础教育与大众化

教育前提下、 科学契合中国经济生态发展阶段、
引领中国国家生态发展、 提升中华民族精神境界、
弘扬 21 世纪中华文明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 唯

此， 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才是真正符合科

学发展观的一流大学建设， 才是有 “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 的大学建设， 才是 “人民满意” 的一

流大学建设。

三、 未来展望

（一） 坚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信心

现在看来， 21 世纪， 我国一定能够建成世

界一流大学。 只是相对我们的期望期限来说， 我

们确实需要一段相当长的奋斗时间。 也许， 在短

期内看不到 “建成” 效果的情况下， 不少人可能

特别容易产生 “慨叹”、 “疲倦”、 “困顿”， 甚至

会有 “怀疑”、 “放弃” 的心态。 因此， 为了实现

国家的战略目标， 在这样一个重大战略任务面

前， 重点高校特别是 “985” 高校一定要保持清

醒头脑， 坚定信心， 不断提高自身的理性认识，
坚持以先进性的理念和切实的行动来推动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事业。 为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进

一步加强战略研究， 坚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

高理性认识； 进一步加强探索与实践工作， 在不

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水平； 进一步

加强国际交流， 坚持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提升对

一流大学建设的认识境界； 要努力发挥好中华民

族 “传、 帮、 带” 的优良传统， 把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作为中华民族几代人前仆后继立志完成的重

大任务。
（二） 更加高效、 科学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未来， 在全球大学激烈竞争的形势下， 我们

能不能顺利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不仅需要 “硬实

力” （如学科和人才建设） 和 “软实力” （如文化

建设） 的支持， 而且需要更加高效、 更加科学的

“巧实力” （如和谐校园、 和谐管理） 建设。 只有

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事

业。 而高效、 科学的建设， 则向高校提出了严格

的要求： 要尊重和恪守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客观

规律， 从长计议， 从现在做起， 从一点一滴做

起， 善于把战略规划落实在符合实践要求的行动

计划中； 要加强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的理论研

究、 政策制定和贯彻落实工作， 在规划和计划的

引领和指导下不断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要善

于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科学地融合到国家和地方

科学发展的大视野和大范围之内， 争取获得社会

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和协助， 使我国的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事业始终能做到和谐地向前推进。
（三） 创造性地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在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这本身就

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它不仅要求发展中国的高校

敢于、 勇于 “对接” 现在的世界一流大学， 而且

要善于、 乐于 “对接” 现在的世界一流大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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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重点高校要善于利用国家的战略机遇期， 做

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接轨工作。 一要加强

“一对一” 的国际对接工作， 善于跟踪一所或多

所高一层次的世界名校， 从 “模仿” 到 “接近”
再到 “超越”， 逐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二要

加强同国内兄弟高校之间的经验交流与工作合

作， 善于盘活国内院校的国际交流资源， 以中华

民族特有的集体力量推进一流大学内涵建设； 三

要积极主动地使自身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建

设的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如近年来美欧一流大学

都愿意同中国大学开展国际合作， 要充分利用好

这个机会。 这样， 我们相信， 我国一定能够早日

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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