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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一流
”

建设视域中的研究生教育

耿有权

摘要 ： 认 为
“

双 一 流
”

建设 内 涵 十 分 丰 富
，
但从人 才 培养 角 度 看 ， 关 键 是建 成 世 界

一 流 水 平 研 究 生 教 育
；
探

讨 了
“

双 一 流
”

的 使命 引 领 、 战 略 规 划 、 资 源 配 置 、体 制 保 障 、环境优 化 等 对 创 建世 界
一 流 水平研 究 生 教 育 的 影

响
，
并 就推 动 一 流研 究 生 教 育 质 量 发展提 出 了 意 见 和 建议 。

关键词 ：
研 究 生 教 育 ；

“

双 一 流
”

建设
；
政 策 方 略 ；

体 制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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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

以 下校意识到 了研究生教育 的极端重要性 ，
逐步重视和

简称
“ ‘

双一流
’

建设
”

） ，
是党和 国家顺应世界高等教加强研究生教育体系建设 ，

研究生教育规模得到 了

育发展趋势而推 出 的
“

中 国 战略
”

。 这个战略 的实快速提升 。
２０ １ ４ 年

，
全国共有研究生培养单位 ７ ８ ８ 个

，

施
，
标志着我 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进人研究生导 师 ３ ３ 万 多人

，
在 校研究 生 近 １ ８５ 万人 ｜

３
〗

，

了
一个新 阶段 ，

也表 明 我们对世界
一流大学 和一流２０ １ ５ 年 ，

达到 了２３０ 万人的在校研究生规模水平 ｜

４
１

，

学科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 了
一个新高度 。 从人才培可 以说 ，

我 国
“

基本建成 了 学科 门类齐全 、培养类 型

养角 度看 ，

“

双一流
”

建设的关键是建成世界一流水多样 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

［

５
）

。 因 此从历史 的 角 度看 ，

平 的研究生教育 ，
而建设世界一流水平 的研究生教我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领域再次迎来 了 十分重要 的

育
，
在多重意义上需要

“

双一流
”

建设 的 战 略 引 导和质量发展时期 。

配套支持 。 因此 ，
科学认识和有效推进两者关系 的 良 ２０ １ ５ 年 ，

随着 国 务 院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

性互动发展
，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的政策 文件 ，

重点 高校

，面临着崭新 的发展形势 。就人才培养而言 ，
相关高校

￥仅要积极响应 国 家号 召继续推进本科生教育教学

质量 的提高 ，
而且要更加关注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

人才培养始终是高 等学校 的核心使命 ，
也是研士生教育对实现创新型 国 家战略 目 标 的重大意 义 。

究型大学 的 中 心任务 。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提 出 建设因 为
“

高水平研究生教育是世界
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

重点大学 ，
到 ９０ 年代

“

２ １ １ 工程
”

和
“

９ ８ ５ 工程
”

建设
，

科的突 出 特征
”

［

４
１

。 事实也证明 了推进研究生教育 的

我 国一直在分类分层推进高等教育 的发展 。 就重点重要性 。 据统计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２ 年

，
我 国在校研究生对

高校而言 ，
不仅要从事高质量有规模的本科生教育 ，国 际高水平论文 贡献率达到 ３６ ． ８％

，
对 国 内 高水平

也要从事高水准的研究生教育工作 。 进入 ２ １ 世纪
，论文 贡献率达 ３２ ． ３％

；
２０ １ ２ 年 国 家 自 然科学奖获得

伴随着全球一流大学竞争 的 加剧 ，
研究生教育越来者 中

，
近 ８０％是 国 内 博士 ；

许多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越受到包括 中 国在 内 的世界各 国 的重视 。 有学者研的研究成果
，
主要研究人员 都是我们 自 己 培养 的博

究认为
，

“

研究生教育在根本上决定着 中 国学术能否士 ［

６
１

。 可 以说 ，

正是认识到推进高水平研究生教育 的

独立
，
决定着 中 国 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

也 因此在重大意义
，
近年来 以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重

一定程度上决定着 国 家崛起和 民族复兴 。

”

确实
，

点高校在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的 同 时快速扩充 了研

从全球看 ，
世界一流大学均从事一流水平研究生教究生教育规模 。据相关大学官方 网站最新数据 ， 清华

育 ， 并赢得世界
一流名 校声誉 。 近年来 ， 我 国重点高大学现有 ４６２００ 名 全 日 制学生

，
其 中 本科生 １ ５ ６３６

基 金项 目
： 中 国 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学 会 面 上 课 题

“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学 术 组 织 制 度 比 较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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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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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緣位为 成；

名
， 占学生总数的 ３ ３ ． ８４％

，
研究生 ３０５６４ 名

，
占学生是研究生教育的使命任务 。 国 内外一流大学建设经

总数的 ６６ ． １ ６％？
。 北京大学现有 ３ ９７ １ ４ 名 全 日 制学验表 明

，
被全球广泛认可 的世界一流大学均 为研究

生
（ 含 ２ 名 专科生 ） ，

其 中 本科生 １ ４８３ ７ 名
，
占 学生型大学

，

“

研究型大学位于学术体系 的顶端
， 并享有

总数 的 ３ ７ ． ３６％
，
研究 生 ２４ ８ ７５ 名

， 占 学 生 总 数 的最高的声望 。 它们 的名望反映在 了世界排名榜上， 。

６２ ． ６４％吃 与此 同时
，
哈佛大学现有 ２ １ ２００ 名 学生

，
“

学术上
，
研究型大学是指那些提供全面 的学士学位

其 中本科生 ６７ ００ 名
，
占学生总数的 ３ １ ． ６０％

，
研究生计划

，
致力 于研究生到博士生 的教育 ，

把研究放在首

１ ４５００ 名
，
占学生总数的 ６８ ． ４０％ ［

９
］

。 斯坦福大学现有位的大学
”

［

１ ３
］

。 据美 国卡 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分类方

１ ６ １ ２２ 名 学生
， 其 中本科生 ６９９４ 名

，
占学生总数 的案

，
研究型大学分为 Ｉ 类和 ＩＩ 类

，
前者每年毕业生至

４３ ． ３ ８％
，
研究生 ９ １ ２ ８ 名

，
占 学生 总 数 的 ５６ ． ６２％？ 。少有 ５０ 人获博士学位

，
研究经费超过 ４０００ 万美元

，

麻省理工学院现有 １ ０５ ２７ 名 学生
，
其 中本科生 ４５ ２７后者年研究经费超过 ２５００ 万美元 。而据美 国大学协

名
， 占 学生 总数 的 ４３ ． ００％

，
研究生 ６０００ 名

，
占 学生会成员 资格分类

，
主要包括 ６０ 所最 负盛名 的研究型

总数 的 ５ ７ ＿ ００％間 。 进行个案对 比可看 出
，
从研究生大学

，
如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等 。美 国

总规模看
，
清华大学是哈佛大学的 ２ 倍多

，
是斯坦福高 等 教 育 专 家詹姆斯 ？ 杜德斯达 （ Ｊａｍｅ ｓＪ ．Ｄ ｕｄｅｒ

－

大学的 ３ 倍多
，
是麻省理工学院 的 ５ 倍多

；
北京大学ｓ ｔａｄ ｔ

）分析认为 ，
美 国

“

全 国共有 １ ２５ 所研究型大学
，

是哈佛大学 的 １ ． ７ 倍
，
是斯坦福大学 的 ２ ． ７ 倍 ，

是麻在数 目 上 只 占全 国 ３６００ 所高等教育机构 的 ３％
， 却

省理工学院 的 ４ ． １ 倍
；
从研究生 占在校生 比例看

，
清培养 了全 国 ３ ／４ 的哲学博士

，
这些博士将构筑全美

华大学低于哈佛大学 ２ 个百分点 ， 但高 于斯坦福大高等学校 的教师阵容
”

［

１ ３
］

。 显然 ，
世界一流大学亦被

学 、麻省理工学院 ９ 个百分点
，
北京大学低于哈佛大称 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
其主要使命是在开展高

学 ５ 个百分点
，但高于斯坦福大学 ６ 个百分点

， 高于水平本科生教育 的 同 时
，
着力进行较大规模 的一流

麻省理工学院 ５ 个百分点 。可 以看 出 ，
就研究生教育水平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 。 这不仅体

规模而言
，
我 国少数重点高校 已 达到世界一流

，
就研现一流大学人才培养 的质量 内 涵

，
而且能够说 明 一

究生教育质量而言
，
重点 高校也处于快速进步过程流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的质量水平 。 从这个

中
，
不少一流学科培养 了

一批一流水平研究生 ，
支撑角度看

，
我 国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

赋

了包括航天领域在 内 的 国 家高新尖科技领域的重大予部分高校 的使命定位必然是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

发展 。 应该说 ，
这是 自 改革开放特别是

“

２ １ １ 工程
”

和大学
，
因 此 自 然要求建设较大规模 的世界一流水平

“

９８ ５ 工程
”

实施 以来
，
重点高校在 国 家相关政策推的研究生教育 。

动下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取得 的重要成就
，
未来也将 ２ ．

“

双一 流
”

建设 的 战略规划
， 攸关研究生教育

成为实现
“

双一流
”

建设战略 目 标和世界一流研究生的科学发展

教育 目标的基础平 台 。 大学发展史告诉人们
， 任何高校要想建成世界

二
、

“

双 － 流
， ，

建设 战 略构 建攸关世界－流水 平

—流大学和－流学科
，

不是短＿ 就能实现 目 标 的 。

几乎所有高校都是在 国 家强有力政策指导及社会各
研兄生教育

界支持下
，
经过师生 员 工 的 长期奋斗才有可 能成为

从长远来看
，

“

双一流
”

建设 的 战略构建
，
攸关未世界一流 。 这个建设过程 ，

既是漫长 曲折的
，
也是需

来我 国研究生教育 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 。

“

双一 要很多 因 素 的参与协调 和支持配合 的
，
其 中包含很

流
”

建设 的使命引 领 、 战略规划 、 资源 配置 、 体制保多不确定 因 素
，
在这种情形下

，
那些追求

“

双
一流

”

的

障 、环境优化等 ，
将对我 国 的

一流水平研究生教育发国家和 高校
“

需要考虑 的 问题清单
”

很长 通常需

展产生重要影响 。要集 中最大多数人的智 慧力量制定长远战略规划 和

１ ．

“

双 一流
”

建设 的使命 引 领
， 攸关研究生教育操作性强 的实施计划

，
以 指导大学的发展事业 。通过

的境界追求考察研究 国外一流大学 战略规划文本
，
我们发现哈

从某种意义上说
，

“

双一流
”

建设的使命任务 ，
就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 、芝加哥大学 、加州理工学院 、牛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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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大学 、剑桥大学等世界名 校 ，
均有翔实的战略规划和一流学科面临 的形势将与 以往大为不 同 。 与前期

文本
，
其规划研制 时 间 通 常在 １

￣２ 年 ，
各校规划 文

“

２ １ １ 工程
”

和
“

９ ８５ 工程
”

的建设形势相 比
，
这里最大

本 内 容 十分丰 富 ，
共性特征是 聚 焦 于

“

使命
”

（
Ｍ ｉ ｓ

－的不 同 是 ： 形势更 紧 ，
视野更宽

，
要求更高 ，

内 容更

ｓ ｉ ｏｎ
） 、

“

价值
＂

（
Ｖａ ｌｕｅｓ

） 、

“

卓越
＂

（
Ｅｘｃｅ ｌ ｌｅｎ ｃｅ

） 、

“

研究
”

多
，
速度更快 ，

效率更好 。 那 么究竟
“

怎样统筹推进

（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和
“

质量
＂

（ Ｑｕａ ｌ ｉ ｔ
ｙ ） 等关键议题上 ，

其 中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
”

教育专家认为
“

主

关于人才培养特别是研究生教育都有长期 的发展 目要还是要依靠高校综合改革 ，
通过体制改革激发高

标和实施政策 ，
包括打造世界一流师资 队伍 ，

培养拔校 内 生动力 和活力
”

【

１ ７
）

。 换言之 ，
综合改革和体制改

尖创新人才 ，
建设世界一流研究生教育等 。这启示我革

，
不仅是推动

“

双一流
”

建设的 良方
，
而且是推进世

们
，
重点 大学在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水平研究生教育界一流水平研究生教育 的重要手段 。 因 此 ，
这就要求

时
，
不仅要积极呼应

“

双一流
”

建设的 战略意愿 ，
而且大学必须紧跟 国 际高等教育和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

要切合
“

双一流
”

建设 的行动计划 ，
并全面落实到 师形势要求

，
持续找准突破点和着力点 ，

不断通过深化

生员工 的教育教学实践 中 去 。 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 ，
解决 困 扰或阻碍大学发展 的

３ ．

“

双一流
”

建设 的 资源配置
，
攸关研究生 教育各种 问题 ， 其 中包括制 约

一流水平研究生教育发展

要素 的优化 的各种棘手问题 。 例如 ，
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问题 、学

正如美 国 比较高等教育学专家阿特 巴 赫 （
Ｐｈ ｉ ｌ ｉ

ｐ术管理问 题 、去行政化 问题 、人事制 度改革 问题 、科

Ｇ ．Ａ ｌ ｔｂａｃｈ
）教授指 出 的 ，

“

研究型大学的运行经费必研体制 问题 、人才培养模式 问题等 。 实际上 ，
当 高校

定是高 昂 的 ，
而且 比其他大学需要更多 的经费 ，

在学逐步解决 了这些重点 、热点 和难点 问题时 ，
不仅

“

双

生人学和教 师雇佣方面也通常更挑剔
，
高居学术 系 一流

”

建设能获得长远发展的制度环境 ，
而且世界一

统的顶端 。

”

而
“

对大多数高等教育系统来讲 ，
研究型流研究生教育需要 的体制机制 ，

也将得到更进一步

大学都 只是其 中 的一小部分 。 在美 国
，
３０００ 多所高的完善和巩 固 。

校 中 只有大概 １ ５０ 所是研究型大学
”％

。 只要
“

看一 ５ ．

“

双一流
”

建设 的环境优化 ， 攸关研究生教育

下很多大学的预算 ，
包括花费在学生和教师身上 的文化的改进

钱 ，
就会知 道不是每一个大学都能负担得起这样 的国 际经验表 明

，
没有优 良 的 文化环境 和环境文

费用 的
”

［

１ ６
］

。 因此就某高校来说
，
当确立

“

双一流
”

建化
，
特别是独立精神 、 思 想 自 由 、学术 自 由 、 研讨 自

设 目 标时 ，
其必然举措是集 中 资源投人 到最有潜力由 、教学 自 由 等软性要素 ，

大学要想办成世界一流
，

实现一流 目标的高水平学科及能培养一流人才的学培养世界一流的研究生 ，
几乎不可能 。 通常 ，

大学越

术平 台上 。然而 ，
当学校并不拥有充裕 的或难 以获得是在 自 由 的文化环境下 ，

越能够建成世界一流学科
，

长期充足 的资源时 ，
要提 出

“

双一流
”

发展 目 标
，
显然越能够培养 出 拔尖创新人才 ；

越是在不 自 由 的 文化

不太合适 。换言之 双一流
”

建设必然涉及办学资源环境 中 ，
越难 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

越难 以培养拔尖

的筹集分配和优化组织 问题 ，
以 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创新人才 。近年来 ，

张楚廷教授在多个演讲场合反复

的研究生教育为例 ， 譬如涉及学科建设资源 、研究生重 申
一个命题

，
就是 ：

“

最高水平 的大学是最 自 由 的

导 师资源 、 奖学金资源 、 国 际交流资源等组合 问题 ，
大学 。反过来说也对 ，

最 自 由 的大学也可能是最高水

学校就需要慎重加 以研究和处理 。如此看来 ， 高校在平 的大学 。

”

他还说 如果缺少 自 由
，
杰 出 人才就不

推进
“

双一流
”

建设 中对研究生教育资源的配置必须会有 。 蔡元培的成功在于八个字 ： 思想 自 由
，
兼容并

有 战 略性 的谋划 推动
，
否则将影 响世界一流研究生包 。

”
［

１ ８
１中肯地说

，
在此方面

，
与发达 国 家一流研究型

教育的健康发展 。 大学相 比
， 那些处于发展 中 国家的研究型大学

，
因 为

４ ．

“

双一流
”

建设 的体制保 障 ， 攸关研究生教 育受到 复杂 的政治 、历史 、 文化等 因 素 的影 响 ，
还存在

改革 的成效 较大 的差距 。 因此
，
面 向未来

，
不断推动大学学术环

随着 国 际高等教育 的发展 ，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境 的优化

，
努力 实现文化环境和环境文化 的建设 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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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不仅是推进

“

双一流
”

建设的重要任 务
，
而且是实 ２ ．着 力 深化研究生教育 改革

，
完 善一流研究 生

现世界一流水平研究生教育 的重要 内 涵 。教育体制 和机制

三
、 关 于 推动世界

－ 流研究 生 教育 质 量发 展 的生教Ｍ

临着新 的 发展形势 ，
如果继续沿袭 以 往过时 的研究

生培养模式来做
，

不仅不利 于研究生教育事业 的科

面 向 未来 ， 推动建设世界
一流水平研究生教育学发展 ，

而且不利 于
“

双一流
”

建设 目标的实现 ，
换言

体系 ， 造就世界一流水平研究生教育质量 ，
已经成为之

，
研究生教育政策 和模式等都需要做 出 相应 的积

一个现实而 紧迫 的重要课题 。 要 回答这样一个时代极 改变
，
这就需要在研究生教育领域推进综合改革

课题
，
需要 国 家 、高校 、社会等各方 同心 同德 、群策群的进程 。综合改革的总体 目 的应 当是 ：

适应
“

双一流
”

力
，
切实遵循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 ，

共 同推进研究生建设 的需要构建世界一流水平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

教育综合改革 ，
着力 优化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和运行机制 ，

以 服务于实现世界一流水平研究生教

和研究生培养模式
，
努力 建设一流研究生教育文化育质量的 目 标 。 推进综合改革 的 总体思路应当是 ： 认

环境 。 真遵循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 、育人规律和办学规律 ，

１ ． 切 实遵循研究生 教育规律 ，
推 动一流研究生以 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的需 要 为 要

教育科学发展 求 ，
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核心 ，

以世界一流师资 队

研究生教育是教育系统 的 高端组成部分
，
主要伍为支撑 ，

以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精神 文化为环境保

培养人 的科学研究 和创新能 力
，
这使研究生教育具障 ，

实现世界一流水平研究生教育质量 目 标 。 为此 ，

有不 同 于其他教育层次 的规律和特点 。

“

我们既不能相关教育管理部 门特别是研究生教育 主管部 门及责

按本科教育规律办研究生教育 ，
也不能按经济规律 、 任高校

，
应该大胆解放思想 ，

勇 于深化改革 ，
敢以

“

壮

科技规律办研究生教育 ，
既不 能脱离世界 闭 门 办研士断腕

”

的 勇 气和手段 ，
破除一切阻碍研究生教育健

究生教育
，
也不能完全照搬 国外 的研究生教育 。我们康发展 的不利 因 素 ，

加快建设适应世界一流水平研

需要遵循既与前几者相关 ，
又 不 同 于前几者 的建立究生教育需要 的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 。

在我 国 国情基础上 的研究生教育规律 。

”
１

１ ９
】 回 顾过 ３ ．抓住关键环节和要素 用 力

， 构建
一流研究生

去
，
我们实际上是在还 没有完全弄清楚 中 国 的研究培养模式

生教育规律究竟是什么 的情况下 ，
就开始借鉴 国 外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研究生教育 ，

关键是构建世

经验开展研究生教育
，
壮大研究生教育规模

，
结果经界一流水平研究生培养模式 。必须承认 ，

目 前我 国 高

过三十多年努力 达到 了研究生教育大 国 的水平 。 用校 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
还难 以适应

“

双一流
”

建设的

中 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 长 赵 沁平 院 士 的话需要
，
与发达 国家一流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相 比 ，

还

说 ：

“

我 国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 ，
在具有 中 国特色 的存在很大差距 。对照世界

一流研究生教育 目 标要求 ，

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 中 ，
基本上是借鉴 国 外 和摸着虽然我们不能立 即解决所有发展性问题 ， 但是可 以

石头过河 。

”
１

５
］因 此

，
借助

“

双一流
”

建设的战略指导
， 从解决部分问题人手 ，

以 解决部分 问题为牵 引 带动

我们 必须慎重对待研究生教育 ， 努力探索 中 国 的研其他 问题 的解决
，
特别要学会从关键环节 和关键要

究生教育规律 ，
在实践 中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发展素 入手推进改革 ，

应该说这是一种可行 的 改革步骤

研究生教育事业 。 如 ，
遵循研究生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和建设方法 。 如果 以这样 的毅力 、思路和决心来做 ，

律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
；
遵循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那 么不管是在 国 家或高 校建设平 台 上 ，

还 是在学科

推进研究生教育 战 略规划 的制定实施 ；
遵循研究生建设平 台上 ， 我们都可 以 有所作 为 ，

也应该有所作

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和科学研究发展 的规律推进官产为 。 例 如 ，
上海第二军 医大学曹雪涛 院士 的学术 团

学研的 有机结合 ；
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建设一流大队经过十多年努力

，
找准关键环节和关键要 素进行

学研究生教育体系等 。 改革 突破 ， 成功探索到 了 世界一流水平研究生培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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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即
“

医学免疫学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
‘

思行
，

培 丨
４

］
刘 延 东 ？ 在 国 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 第 三 十 二 次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
Ｊ

］

＿

养模式
”

，
其宝贵经验 和 成功模式令人称道 ，

该 团 队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
２〇 丨 ６

（
３ ）

．

也因此赢得 了全 国首届研究生教育成果奖唯一的特 ［
５

］
赵 於 平 ． 开 拓 、 创 新 、 求 真 ，

科 学 构 建 研 究 生 教 育 学 学 科 体

等奖 丨

２０
１

。 此典型案例也说明 ， 抓住关键环节和关键要系
［
Ｊ
］

．研 究 生 教 育 ｗ 究
’
２〇 丨 ４ （ ６ ）

＿

素进行改革突破
，
对构 建世界－流水平研究生培养

［
６

］
刘 延 东 ？ 在 全 国 研 究 生 教 育 质 量 工 作 会 议 整 国 务 院 学 位 委

模式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 义 。
胃

’

ｉ＿ ２０ １ ５
（

１
） ：

１

－

２ ．

４ ．突 出
一流文化重要性

，
构建一 流 的 研究生教 ｎ ，〃 ，

［
７

］
清 华 大 学 学 校 基 本 数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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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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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 ｔ／ａｂｏｕ ｔ／ａｂｏｕ卜６ ． ｈ ｔｍ ｌ ．

很显然
，

一流文化建设不仅对推进世界一流水
间 北 京 大 学 ２〇 １ ５ 年 基 本 数 据

［
ＥＢ ／０Ｌ

］

．ｈ ｔ ｔ

ｐ ：
／／ｘｘｇ

ｋ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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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意 义 ，
而且对实现

“

双一流
”

 ｃ ｎ／ｄｏｃ ｓ ／２０ １ ５ １ ２２ ３ ２２５ １ ０４２ ８ ７４ １ ０ ．

ｐ
ｄｆ ．

建设的战略 目标具有重要意乂 。 当 目 ！ Ｊ ，
在 大众创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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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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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创新
”

的环境下
，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一 ＊ 流文化建 ｈａｒｖａｒｄ／ｈａ ｒｖ ａ ｒｄ

－

ｇ
ｌａｎｃｅ ．

设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 什么是 

一 ＊

流文化 ？ 简 目 之
，
就 ［

１ ０
］
Ａｂｏｕ ｔＳ ｔａｎ ｆｏｒｄ

 ［
ＥＢ／０Ｌ

］

． ｈ 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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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以追求知识 、追求真理为核心 的
“

创新文化
”

。 国 内 ［
１ １

］Ｍ ＩＴ２〇 １ ６
ｇ

ｒａｄｕ ａ ｔｅａｄｍ ｉ ｓｓ ｉｏｎ ｓ ［
Ｅ Ｂ ／０Ｌ

］

．ｈ ｔ ｔｐ ：
／／ｗｅｂ ．ｍ ｉ ｔ ．ｅ

－

外 的经验表 明 ，
这种

“

创新文化
”

的形成需要一个历 ｄ ｕ／ａｄｍ ｉ ｓ ｓ ｉ ｏ ｎ ｓ ／
ｇ
ｒａｄ ｕａ ｔｅ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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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
ｐ
ａｒｔｍｅ ｎ ｔ

＿

ｉ ｎｆ（ｈ
ｐ

ｃ ｌｆ

史过程
，

也需要各方面力量 的 支持 ， 包括来 自 国 家 、

［
丨 ２

］
菲 利 普 ？ 阿 特 巴 赫

， 利 斯 ？ 瑞 丝 伯 格
， 劳 拉 ？ 拉 莫 利 ？ 全 球

政府 、社会 、 学 校 、 家庭等方 面 的 有 力 支持
，
还包括高 等 教 育 趋 势 ： 追 踪 学 术 革 命 轨 迹

［
Ｍ

］

． 姜 有 国
，
喻 悄

，
张

人 、财 、物 、环境等要素供给 的支持 。 但是 ，

“

创新文蕾 ， 译 校 ． 上 海 ：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社

，
２〇 丨 〇

：
１ ４ ．

化
， ，

就其本质来说最需要 的是思想 自 由 、学术 自 由 、

間 倾 斯 ？ 杜觀 达 ＿ ２ 丨 世 纪社綱划 ，
译

；
王 定 华

，

学 习 自 由 、学术 自 治等关键要素
，
或者说

，
缺少这些

＿＿ ［
１ ４

］
ＳＡＬＭ ＩＪ ．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

挑 战 与 途 径
［
Ｍ

］
？ 孙 薇 ，

王 琪
，
译

关键要素 的供给保障 ，

“

创新文化
”

很难形成 。关找校 ． 上 海 ：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社 ，

層
：

８ ．

－

点
，
近年来 国 内外众多－流大学校长 、教育专家和

問 菲 利 普 ． 阿 特 巴 赫 ？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建 立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的

社会有识之士均表达 了共识观点 。 国务 院办公厅也挑 战
［
Ｍ

］
／／刘 念 才 ，

ＳＡＤＬＡＫＪ ．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 战 略 创 新

出 台 了 《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 》
［

２ ｜

］

，
可 以说

，改 革 ． 上 海
：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社

，
２００９

：
３９ ．

这份文件充分表 明 了 国 家对此关键 问 题 的 高 度 重 ［
１ ６

］
约 翰 ． 汉 尼 斯 ． 卓 越 大 学 的 评 价 与 形 成

［
Ｇ

］
／／教 育 部 中 外 大

视
，
并且真正着手解决一些突 出 问题 。 因此从这个学 校 长 论 坛 组 委 会 ． 中 外 大 学 校 长 论 坛 文 集 ． 第 ４ 辑 ． 北

角 度看
，
相关重点高校应 当积极顺应时代要求 ，

自 觉京
：
外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出 版 社

，
２０ １ ０

：
４２ ．

担当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任务 ，
在建设一流

“

创新文化
”

 ［
Ｉ ７

］
李 立 国 ．

一 流 大 学 建 设 视 野 下 的 高 校 综 合 改 革
［
Ｊ

］

． 国 家 教

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更好 、更远 ， 进而为实现
一流水育 行 政 学 院 学 报 ，

２〇 丨 ６
（
２

） ：
３ ．

平研究生教育和
“

双一流
， ，

建设 目 标做 出 重要贡献 。

［岡 张 楚 廷 ？ 大 学 与 教 育 哲 学
［
Ｍ

］

． 重 庆
：
西 南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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