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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新概念、新 理 念。在 我 国，从“国 家 大 学”的 提 出 到“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百年历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密切相联，而且 与 人 类 文 化 和 文 明 的 发 展 密 切 相 联；未 来 时 期，不 仅 要 立 足 和 丰 富 中

国特色，更要恪守世界一流大学精神，遵循世界一流大学基本规律，充实世界一流大学内涵，创新世界一流 大

学治理体系，形成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新模式，为世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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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党和政府积极

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的

重要战略方针。探索和遵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规律和发展之路，不仅是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的重要任务，而且是高校推进中国乃至世界高等

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因此，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来源、意义界定和基

本规律，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一、概念源流：从“国家大学”
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本质特征的一种思

维方式。《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解释是，人类

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出

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比如从白雪、白马、白纸

等事物里抽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就得出“白”的概念。

从思维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初

步的现象开始，逐步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并
认识同类或相近的事物，进而提高认识事物和建设

美好家园 的 水 平。在 这 个 意 义 上，对“世 界 一 流 大

学”这种特殊事物的认识和概念把握存在一个认识

发展过程，理解这个过程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新

概念。这个新概念的孕育和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

曲折的发展过程，在中国发展的时长达到１００年之

久。客观地说，参与这个历史认识过程的，不仅包括

中国大学办学主体，而且包括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

充分体现于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

种复杂因素的综合集成，其中，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

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政治家贡献了智慧，发挥了

重要作用。例如，文献记载，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先

生在１９１５年２月２０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

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之牛津、剑



桥，德之柏林，法 之 巴 黎，吾 死 瞑 目 矣。”［１］１９１９年，

蔡元培先生积极回应社会之关注，“仿世界各大学之

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改造和建

设北京大学，使北京大学不仅闻名全球，而且影响了

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这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知识分

子对国家建 设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的 理 想 抱 负 和 责 任 担

当。１９４５年９月，冯友兰在《大学与学术独立》中提

出肩负国家“知识上底独立，学术上底自主”的“大大

学”的概念，他说：“在世界各国中，不见的所有底大

学都是大大学，但在世界的强国中，每一个强国都必

须有几个大大学”，因此建议国家“要树立几个学术

中心，其办法是把现有底几个有成绩底的大学，加以

充分底扩充，使之成为大大学。”［２］很显然，“大大学”

就是冯友 兰 心 目 中 的“世 界 一 流 大 学”。１９４７年９
月，胡适又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文章中

建议政府“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

五个到十个成就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

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

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３］那个时期，西 南 联

合大学的艰难实践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积累了至今

令人称赞的成功经验。１９５０年至“文化大革命”前，

国家批准建 立 了 一 批 重 点 大 学。１９７６年，粉 碎“四

人帮”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国家确立了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并逐步恢复和建设全

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其间，一批教育家密

切关注中国大学的发展进步，积极推动中国大学的

创新发展事业。例如，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９日，南京大学

匡亚明、浙江大学刘丹、天津大学李曙森、大连理工

大学屈伯川 等 四 位 老 教 育 家 联 名 上 书 建 议 国 家 将

５０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使之成

为“世界知名的高等学校。”［４］之后，国家相继选择一

批基础较好 的 大 学 进 行 重 点 建 设。１９８５年 清 华 大

学第七次党代会提出要逐步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

一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 大 学”。［５］１９８６年，

北京大学党委研究室在总结北大改革建设工作时，

明确提出要把“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学校的发展

目标。１９９３年，北 京 大 学 校 长 丁 石 孙 在“全 国 高 教

论坛”上提出“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一流大学”。

１９９４年，北京大学提出了“创建一流大学”的建设目

标。［１］可以看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 中 国 著

名大学一直以服务国家利益为使命，不断瞄准世界

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世 界 教 育 处 于 风 起 云 涌 的 改

革建设时期。１９９３年２月，国 家 颁 布《中 国 教 育 改

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

命的挑战，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

１００所左右的 重 点 大 学 和 一 批 重 点 学 科、专 业。”随

后落实为著 名 的“２１１工 程”。此 后，学 术 界 开 始 在

学术期刊论文中逐渐地使用“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

概念。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江泽民同志 相 继 为 复 旦 大

学九十周年校庆、上海交通大学百年校庆题词，提出

“面向新世纪，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

平的社会主义综合大学。”“继往开来，勇攀高峰，把

上海交通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１］这两校的题

词内容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对重点大学发展境界的热

切期待。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

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

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讲话针

对“世界一 流 大 学”概 念 进 行“四 个 应 该”的 内 涵 阐

释，即“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

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

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

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

进文明 成 果 交 流 借 鉴 的 桥 梁。”［６］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４
日，教育部发布《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由此开启 著 名 的“９８５工 程”。经 过“三 期 建 设”，我

国重点大学积累了坚实的基础，也显示了我国一流

大学冲刺世 界 一 流 大 学 的 实 力。２０１０年７月，《国

家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明确了到２０２０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

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

世界一流大 学 水 平”的 奋 斗 目 标。２０１１年４月，纵

观全球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趋势，胡锦涛同志在清

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强调清华大学作为国家重点

建设的大学要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

路，进一步指明了国家重点大学的发展方向。之后，

围绕继续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主题，国家出台

了高等教育系统的第三项国家工程项目，该项目是

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

升为核心任务的“２０１１计划”，这是以新的政策举措

推进中国特 色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建 设 事 业 的 又 一 战 略

部署。

·２· 耿有权：试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众所周知，在发展中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
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究 竟 未 来 中 国 一 流 大 学 之 路 如 何 选

择，可以说，中国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有识之士均在

不断 地 思 考 和 研 究 这 个 重 要 问 题。２０１４年５月４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指明了前进方向：“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

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
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

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

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为
此，“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

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７］到 这

里，应该说我们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针的重大核

心问题上达 成 了 重 要 共 识。２０１５年，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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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

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奋斗

目标后，国务院发布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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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

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之路，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参与

者和推动者，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接班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

服务。

至此，我国对中国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概

念界定可谓更加清晰、更加透彻了。其潜在的逻辑

是，首先，抽象的世界一流大学并不存在，世界一流

大学只能建设在各国历史文化土壤中，她们既存在

一些普遍的共性特征，也存在显著的特殊性和个性

化特征，换言之，各国均有权结合自身历史、国情、文
化等因素筹划建设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理性

判断，也是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专家贾弥尔·萨尔米

（Ｊａｍｉｌ　Ｓａｌｍｉ）博士的研究结论，并 得 到 世 界 各 国 包

括中国社会和中国大学的普遍认可。其次，各国建

设富有自身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只能由各国政府

和大学根据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自行设计发展方

向、发 展 道 路 和 发 展 战 略，任 何 他 国 无 法 代 劳。第

三，事实再次证明，中国人的智慧不比别人差，中国

人在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战 略 规 划 和 建 设 上，如“２１１工

程”和“９８５工 程”，引 领 了 世 界 各 国 大 学 政 策 演 变，

极具开拓性、示范性和先进性。总而言之，从百年前

国人梦想的“国家大学”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新概念的孕育生成和广泛使用，折射出发展中国家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也体

现了我国自主探索和大胆实践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规

律的坚定决心和战略态度。

二、意义界定：何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何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一个十分复

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高度综合的实践问题。当

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意义和评价标准还没

有完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试图弄清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的新概 念，显 然 存 在 一 系 列 困 扰 和 问 题。

但是，人类有认识 和 探 索 复 杂 事 物 本 质 的 好 奇 心、

潜力和意 志 力，而 中 国 特 色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的 实 践

经验正生 动 地 展 现 在 当 代 环 境 中，因 此 我 们 必 须

积极面对，深入思 考，逐 步 推 进 对 相 关 问 题 的 科 学

认知。

就实质特征而言，未来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

定是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换言之，没有中国

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中国要建设的世界一流

大学。这里的“中国特色”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积淀，来
源于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等有机结合。如

果说“世 界 一 流”（世 界 级、国 际 性）是 共 性，是 普 遍

性，那么“中国特色”就是个性，是特殊性，共性融于

个性中，普遍性融于特殊性中，个性和特殊性不断巩

固和丰富共性和普遍性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惟

有立足“中国特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一流大

学才能赢得支持，赢得成功，赢得未来。其一，强化

一流大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和未来的选择，

中国一流大学必然服务和贡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步中发展壮大。

其二，强化扎根中国大地的一流大学的中华民族文

化属性建设。历史证明，就文化而言，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民族性越强，世界性越强。因此，未来

·３·耿有权：试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一流大学需要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过程中促进大学的中华民族文化属性建设，努力成

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其三，强化中国一流

大学的至善境界追求。儒家经典《大学》曰：“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因此，中国一流

大学追求至善境界目标，努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不
仅是中华民族止于至善精神的生动反映，也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最佳体现。

就要素内涵而言，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不仅体现在一流大学的教育方针、办学方向、党的领

导上，而且体现在一流大学建设始终立足于中华大

地、认真遵循教育规律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上面，根
本反映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好地

为人民服务上面。具体说，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是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遵循，是推进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前提条件。进一步说，中

华文明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

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自然有其独到的价值和发展

的未来，因此，中国一流大学应该立足中华文明丰厚

的土壤中，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切实按照教育

规律办学兴校，争创一流。总之，既要充分体现中国

的历史和国情现实，又要始终坚持国际公认的评价

标准；既要在可比性办学指标上达到甚至超越国外

世界一流大学，更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

突出的贡献；既要拥有若干世界一流学科，更要形成

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先进文化，真正走出一条富

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

就外延范围而言，正如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专家

贾弥尔·萨尔米博士所言，“尽管国家确立了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大学能

够或者应该追求这种国际地位。”［８］就是说，我 们 建

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备选学校和学科，应该是指那

些确实有基础、有实力、有潜力、有愿景、有战略，且

其建设成就 被 世 界 高 水 平 大 学 所 认 可 的 大 学 和 学

科，而不 是 指 所 有 中 国 大 学 和 所 有 学 科。可 以 说，
“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等重大项目，也是因此要求

而产生的。但是经过多年的建设之后发现，这种方

式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因此

未来时期，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国家将重

点建设战略转向开放性的，竞争性的，差别性的，层

次性的，当然 更 是 国 际 性 的，也 即 未 来 建 设 方 略 是

“统筹建设”，一方面，打破“２１１”和“９８５”高校身份壁

垒，采取适度开放、竞争选优的政策措施，为全国不

同类型高校营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坚
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

改革为动力，倡导差别化发展导向，鼓励和支持特色

发展和分类发展。可以说，这种战略性的转变，标志

着中 国 特 色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建 设 进 入 了 新 的 发 展

阶段。

就国际意义而言，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不仅在国

内赢得了重 要 支 持，在 国 际 上 也 赢 得 了 非 凡 声 誉。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引导和支

持中国一流大学在当代赢得了世界性的地位和全球

影响力，这反映了“中国特色”，不仅具有鲜明的“中

国性”，也具有突出的“世界性”，因此应该给予充分

的肯定，并继续发扬光大。而且，事实给予了充分的

证明。凡有识之士，不仅可以从中国大陆依靠国内

高校自主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支撑了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事实看出来，而且可以

从英国《泰 晤 士 报 高 等 教 育 增 刊》世 界 大 学 排 名

（ＱＳ／ＴＨＥ）、上 海 交 通 大 学 世 界 大 学 学 术 排 名

（ＡＲＷＵ）、《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球大学排名等

权威信息看出来，也可以从中国大陆的诺贝尔科学

奖零突破、高 被 引 科 学 家、《Ｎａｔｕｒｅ》和《Ｓｃｉｅｎｃｅ》等

世界权威期刊论文的规模发展以及人们累积的信心

等方面找到更多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面向未来，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必定会取得更大更新的发展成就，不仅将继续为

中国乃至世界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而且将进一

步丰富和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内涵，

使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体系中赢得更多的尊重

和更美好的未来。

三、基本规律：“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的实践主题

显然，无论是何种特色或何种模式的世界一流

大学，其共同点均为大学的发展成就达到世界一流

水平，并被全球高等教育界及其以外的广泛领域所

认可。没有这一点做基础和保证，很难说某种特色

是成功的特色，是富有世界意义的特色。因此，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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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说，未来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重

点应是在继续保持和突出“中国特色”的同时，更多

地侧重于通过深化改革来推进“世界一流”的文化建

设、水平建设和内涵建设。

其一，打造世界一流文化，汇聚全球一 流 学 者。

世界一流文化，体现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是世界一

流人才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水、空气和环境。任何地

方，没有世界一流文化，都难以吸引、培养、留住世界

一流人才，也难以发挥世界一流人才的作用。世界

一流文化意指什么？概言之，首先指世界一流的精

神文化，即人们普遍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幸福快乐

的源泉，其次是与一流精神文化高度契合的物质文

化和制度文化。当今世界，美国、英国、德 国、法 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哪个不是世界一

流文化的缩影和代表？其校训文化的真理情结、学

术大师的境界追求、校园建筑的精神品味、求学环境

的优美设计，均是世界一流文化的生动体现。在这

个角度看，建设世界一流文化，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至关重要，甚至处于核心的战略地位。

其二，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培育世界一 流 人 才。

世界一流学科，必定是在世界一流文化环境和氛围

中生长出来的，必定是与世界一流文化建设密切联

系的。凡是缺失世界一流文化的大学，不可能产生

世界一流学科，也不可能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在这

个意义上，世界一流学科，可以说是世界一流文化的

奇葩，是世界一流文化的成果。世界一流学科又是

大师人才和优秀学生聚集的高端平台，换言之，当全

球学术大师汇聚于拥有浓厚的一流文化氛围的大学

时，世界一流学科自然“水到渠成”。因此，大学建设

世界一流学科，与引进全球学术大师、培育世界一流

人才，是“水乳交融”的关系，是“浑然天成”的结果，

它们也是世界一流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三，创造世界一流项目，开拓世界一 流 科 研。

世界一流科研，造就世界一流学科，培育世界一流人

才，但是它与世界一流的重大项目又是紧密相关的。

没有世界一流的重大项目作为基础和平台，任何大

学都难以吸引世界一流大师和拔尖创新人才的科研

参与，也难以产生世界一流学科文化。世界一流科

研项目，属于原始创新研究，通常与人类的孕育、健

康、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利益密切联系，因此具有重大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战前后，美国众多研究型大

学就是在参与阿波罗计划等一系列世界一流重大科

研项目的过程中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他们堪称

世界一流大学崛起的典范。因此，借鉴世界范围内

一流科研的成功经验，创造和参与世界一流科研项

目，取得世界一流的科研成就，为中国乃至人类发展

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富有特

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不二选择。

其四，培育世界一流学术文化中心，谋求国家学

术独立。无论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培养世界一流

人才，创造世界一流项目，开拓世界一流科研，其目

的都是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学术文化中心，是为了国

家完全的学术独立，并为国家建设和人类发展做出

重大贡献。美 国 高 等 教 育 专 家 菲 利 普·阿 特 巴 赫

（Ｐｈｉｌｉｐ　Ｇ．Ａｌｔｂａｃｈ）教授等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

“学术世界一直由中心和外围界定。”“发达国家最好

的大学拥有卓越的研究能力和声望，这些大学被认

为是中心。而那些依靠这些中心建立起来的寻求知

识和领导力的机构则被称为外围。”那么，“是什么导

致一个学 术 体 系 或 学 术 机 构 被 视 为 一 个 中 心？ 通

常，是一个大的研究型大学。”［９］历史表明，成为世界

一流学术文化中心，需要各种有利因素的综合集成，

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需要历史的机遇和战略的把

握。就此而言，未来时期我国研究型大学肩负着重

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其五，创新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贡献世界高

等教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启示人们，没有新的

独特的高等教育思想或大学理念，不可能造成一种

新的发展模式，不可能“量产”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

一流学科，也不可能对世界高等教育做出重要贡献。

回顾西方世界，从中世纪时代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

学到法国巴黎大学，从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到美

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的发

展历程，无不证明了这个真理。在这个视角看，未来

中国一流大学建设，既要遵循世界一流大学基本规

律，创造世界一流科研成果，更要大胆创新高等教育

思想或大学理念，努力开辟符合中国特色要求又能

引领全球教育发展的“大学之道”。唯有这样，２１世

纪中国一流大学，才能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事业做

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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