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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是建设若干个世界一流学科。理论上，世界一流学科需要多种多样的定

位方法；实践中，至少有八种有价值的方法，包括基 于 学 科 排 名、国 家 战 略、大 学 规 划、人 才 培 养、知 识 创 新、大 学 财

富、自我理想和办学特色等定位方法。采用任何一种定位方法都存在局限性，国家和大学必须综合使用这些方法，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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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是大学的基石，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

根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是建设世界一流

学科，也就是拥有若干个世界一流学科，才能成为

世界一流大学。这样，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究竟什么是

世界一流学科？我们对世界一流学科如何定位？

怎么样定位才具有科学价值？可以说，对这些基

本问题的理性认识和科学回答，不仅影响着大学

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而且影响着世界一流大学

的整体建设。
一、基于学科排名的定位：多 方 参 照，综 合 分

析，有利于了解学科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对建设

世界一流学科有参考价值

基于学科排名的定位，就是依据大学 或 学 科

排名定位 学 科 居 于 何 种 地 位 以 及 具 有 何 种 影 响

力，进 而 确 定 哪 些 学 科 是 世 界 一 流 学 科 的 方 法。
这种定位方法目前在全球高等教育界十分流行，
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争议也很多。有专家研究

指出：“虽然各类排名在方法上都有不足之处，但

是排名绝不容忽视。”［１］目前国内外有关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排名至少有１００多种，其中有

世界影响力的排名包括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

刊大学排名、ＱＳ公司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大学排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美国

ＥＳＩ学科排名以及中国国家教育部学科评估排名

等。这些排名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是利用大

学或学科的公开可信数据，采用定量和定性、硬指

标和软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

权威性；个性是基于自身对大学的认识、立场和判

断选取若干个指标进行分析排名，以赢得社会影

响力乃至世界影响力。例如，美国ＥＳＩ学科排名

就是以其客观性和权威性，正在获得全球大学的

关注，包括中国高校近年来也广泛采用这个排名

体系及其相关信息。因此，多方参考各有特点且

价值互补的排名体系及其信息，对科学定位我国

世界一流学科及其建设成就有重要意义。
二、基于国家战略的定位：有利于引导大学把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
以更好地服务国家利益

基于国家战略的定位，就是依据学科 满 足 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历史、层次和影响来确定学科

处于国内何种地位乃至国际上的学科地位和影响

力，进而确定哪些学科是或有资格建设世界一流

学科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定位世界一流学科，
有利于引导各大学把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与满足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的发展。事实上，任何大学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只有在纳入国家战略体系并受到强

有力的政府资助才有实现的可能，在发达国家如

此，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进入２１世纪，这种趋

势更加明显。在我国只有列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计划的学科才更有希望实现世界一流建设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

样重要”，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２］，所以我国 在 布

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时应当给予人文社会科学更

多的关注，这不仅符合２１世纪中国在全球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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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战略要求，而且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基于大学规划的定位：有利于发挥大学在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更好地体现办学自主权

基于大学规划的定位，就是依据大学 战 略 研

究并纳入创建世界一流学科规划来确定某个学科

未来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可能性的方法。这种方法

的运用正充分地体现在全球性研究型大学的办学

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人们有理由相信，
任何大学在确定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这样的重大战

略前，均是经过充分的调研和科学的论证，然后才

得出相关结论的：譬如未来时期内哪个学科有能

力冲刺世界一流水平，哪个学科暂时还没有实力

冲刺世界一流地位，等等。因此，一旦大学确立了

这样的学科战略规划，那么，国家和社会应该及时

地认可，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这不仅对大学发挥

办学自主性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能够产生较大影响。
四、基于人才培养的定位：有利于促进大学在

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过程中加强对世界一流拔尖创

新人才的培养力度

基于人才培养的定位，就是依据学科 培 养 和

塑造的拔尖创新人才在世界范围内的非凡声誉而

确定学科的世界一流地位的方法。凡是世界一流

大学 和 一 流 学 科，毫 无 疑 问，包 含 一 个 命 题 和 任

务，那就是要培养大批世界一流的拔尖创新人才。
如果没有培养出一批世界一流的人才，所谓的学

科名气、学 科 声 望 也 是 徒 有 其 表、名 不 副 实。例

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牛津大学等向

来以培养包括美国总统、诺贝尔奖得主等在内的

大批杰出人才而闻名全球。实际上，美国卡耐基

教学促进基金会就是根据所授学位的层次和数量

来给大学进行分类的，其中包括最高层次的年授

予博士学位数不少于２０个（２００５年版标准）。同

时，我们从世界名校著名实验室培养的杰出人才

包括师生共获诺贝尔奖的信息也可以看出来，例

如美国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阿贡国家实

验室等，就拥有这样的一流学科。这些学科之所

以培养出 优 秀 人 才 是 因 为 这 些 学 科 坚 持 大 学 理

想，且在世界科学领域范围内占据重要地位，部分

科学家甚至拥有推荐包括诺贝尔奖等国际大奖候

选人资格的权利。换句话说，辉煌的培养人才的

成就足 以 代 表 世 界 一 流 学 科 的 水 平。也 就 意 味

着，培养了世界一流人才的学科就是世界一流学

科。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大学的世界一流学

科建设成就，那么无疑将推动大学更加重视世界

一流人才培养工作。
五、基于知识创新的定位：有利于促进研究型

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过程中成长为世界一流

的学术文化中心

基于知识创新的定位，就是依据学科 在 人 类

知识创新和发展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来确定学科

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由此定位世

界一流学科的方法。历史表明，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重在进行知识创新，推动人类知识发展

的进程，这个特性也决定了一流大学具有研究型

属性。美国比较教育研究专家阿特巴赫认为研究

型大学是“在许多学科领域从事知识的创造和传

播，并拥有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所必需的实验室、
图书馆及其他基础设施”［３］。以此为标准，我们可

以认定世界一流大学多为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

学科均为研究型学科。凡是一般的教学型大学或

教学研究型大学，则难以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或

培育出世界一流学科，因为它们不是以知识创新

作为价值定位和战略目标。“在美国，在３０００多

所高 等 院 校 中 或 许 只 有 其 中１５０所 是 研 究 型 大

学。”［４］这些大学在知识创新方面扮 演 重 要 角 色，
在中国，目前“９８５”和部分“２１１”高校可以承担这

种职能。因此，从知识创新的角度提出世界一流

学科的建设标准，将会有力地促进大学在建设世

界一流学科过程中强化知识创新者和知识传播者

的角色、地位和影响，进而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学术

文化中心的战略目标。
六、基于大学财富的定位：有利于众多大学辨

别自我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经济实力，从而科学

地调整学校的战略方向和计划

基于大学财富的定位，就是依据学科 在 获 取

国家财力支持的广度、力度和持久度方面在全球

范围内所处的地位而定位学科居于全球位置的方

法。这种方法在发达国家的大学或学科受到高度

重视。因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无疑需要

世界一流的资源和财富。没有巨大的源源不断的

财力支持，任何大学都不可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

大学，任何学科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学科。那

么，大学如何获得这样的财富？以美国大学为例，
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这些大学

的校长同时肩负着在全球物色和挑选世界一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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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以及筹措世界一流资源财富的重大任务，因为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需要雄厚的物质财富和资源支持，否则将难以

为继。除此以外，大学还想方设法吸引众多的杰

出校友捐款，帮助大学实现财富的累积发展，使大

学的财富运转和人才培养实现“互动良性循环”的
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以财富的多少来定位

大学应该拥有世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规模，不仅

有利于大学识别自身有无创建世界一流学科乃至

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实力，自觉调整学校的战略

方向和工作计划，而且有利于国家科学分配稀缺

资源以推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值得注

意的是，目前一些国家的大学或学科凭借国家给

予的巨大资源支持，正在谋求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的学术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并且取得了积

极的进展。同时也有一些大学在满足创建世界一

流学科和世界一流大学对财富的巨大需求上力有

不逮，不得不放弃世界一流学科和世界一流大学

的目标追求。这些现象均值得我国一流高校思考

研究。
七、基于自我理想的定位：有利于激发那些富

有人类理想和强大创新力但暂时处于弱势地位的

学科创造世界一流科研成果

基于自我理想的定位，就是依据大学 或 学 科

自我设计的理想境界而确定学科在未来所处世界

性地位的方法。当今时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 学 科，是 所 有 重 点 大 学 或 重 点 学 科 的 理 想。
因此，这些大学在规划未来的战略时，均以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发展为目标，这个目标鼓励和

引导着全球无数的学科人才和重要学术资源汇聚

到相关学科中来。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国家或社会

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良好氛围所包

围，在这种情势下，暂时还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科在

受到国家、政府及其他蓬勃发展着的学科的巨大

支持和激励下，必然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和

科研能力，继而走上世界一流学科竞争道路。因

此，我们应该解放思想，以开创性的政策鼓励和支

持有潜力的弱势学科努力创造辉煌，为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八、基于办学特色的定位：有利于引导大学创

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办学模式，为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基于办学特色的定位，就是根据学校 学 科 建

设的特色内涵、质量水平在全球范围内所处的地

位和影响而确定学科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方法。这

种方法有益于高校追求特色化内涵式发展，能有

效扼制高校同质化建设的趋势。众所周知，建设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确定的战略方

针。那么，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有的大 学 声 称

自己 要 建 设 中 国 特 色、世 界 一 流、学 校 品 格 的 大

学，还有的大学明确要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社会

主义大学、世界一流的农业大学、世界一流的财经

大学等等。按照这些建设目标，学校自然拥有宏

大的特色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也就是说，大学强调

自身特色对国家、对地区、对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从而吸引或引导国家和地区加强对本校的战略支

持。由于行政化力量的有效推动，这种鼓励和支

持特色发 展 的 政 策 思 路 正 在 各 个 地 区 和 高 校 形

成，而相关政策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一花独放不

是春”，只有各个高校充分发挥个性化办学特色和

潜力，各自走出富有自身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道路，整个中国的大学才能创造出富有中国特

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进而为世界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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