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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视野中的世界一流大学体系建设

耿有权

摘　要：生态学衍生的方法论原则有四个：有机性和内在关联原则；整体性原则；共生互动与自我生长原
则；具体性原则。要认清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体系�就必须通过 “大学－教育、大学－经济、大学－
社会、大学－国家、大学－精神、大学－文明 ” 等构成的生态体系来考察。我们致力的 “中国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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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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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有中国特色的
一流大学建设�才是人民满意的一流大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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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 （Ｅｃｏｌｏｇｙ） 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之
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及其机理的一门自然科学。［1］
生态学的研究内容是生态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

互依存关系和动态平衡关系。生态学告诉我们�每
个事物都是更大的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与其它部分紧密相联、共生互动、化为一体。
按这种观点�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复杂的有机
性整体�而不是支离破碎的混合体。在这个意义
上�如果说 “世界一流大学 ” 是一个 “特殊事
物 ”�那么要想细致地考察这种 “特殊事物 ”�我
们就不能单纯就世界一流大学论世界一流大学�而
必须把它放在 “更加复杂、更加广阔的系统 ” 中
进行审察。因为�这个 “更加复杂、更加广阔的
系统 ” 就是它赖以生存的合理性根据和生态依据。
换个角度说�在观察世界一流大学系统的存在状
态和发展变化时�采用 “生态理念 ” 或 “生态
观 ” 加以考察�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
性。在廓清 “生态理念 ” 或 “生态观 ” 的基础
上�认真地考察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 ” 在这个复
杂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和构成�然后再往前推进
和展开�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准确地判断 “中国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 的宏观环境和发展前景�也

就能够更好地推进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 ” 的生态
体系建设。

一、生态学孕生的方法论原则
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是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

家Ｅ·海克尔 （Ｅ．Ｈａｅｃｋｅｌ） 创立的。其学科目标
是深入了解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
揭示出生态平衡的内在规律。后来�德国著名生态
哲学家汉斯·萨克塞 （ＨａｎｓＳａｃｈｓｓｅ） 将生态学进
一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并形成了哲学的生
态方法论。萨克塞指出： “我们要尽可能广泛地理
解生态学这个概念�要把它理解为研究关联的学
说。” ［2］3 “生态学要求观察事物之间的关联。” ［2］70
“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 ［2］193落实这种关
联的观点�意味着人们必须把事物放在有机整体中
进行认识�必须通过这个有机关联的整体并按照这
个有机整体自身的要求来推进认识事物的进程。这
就孕育了 “生态学的方法论原则 ”�其基本内容包
括：有机性和内在关联原则；整体性原则；共生互
动与自我生长原则；具体性原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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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机性和内在关联原则
生态哲学认为�生态就是生命的状态。生命的

特性就是有机性。有机性的本质是广泛而内在的普
遍联系。有机性和关联性�是一个生态观点或生态
理念的重要特性。依据这个观点�世界上任何一个
事物都是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这个部分与有
机体内部的其他部分以及有机体之外的部分都保持

着密切的关系和联系。任何事物一旦离开了有机体
的其他部分�都将无法生存、无法发展。据此理
论�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一个内部由高度复杂的有机
部分构成�外部与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巨大系
统。因而�世界一流大学的现实建设�必须既保持
内在的有机性�也要保持外在的关联性和沟通性�
同时要处理好外在与内在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只有
这样�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譬如�任何
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显然是某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一
个组成部分。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保持其内部各种
关系的有机联系�与所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其
他部分保持密切联系�而且要与所在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并使内在因素与外
在因素都能和谐共处。这样�才能够获得健康顺利
的发展。

（二 ） 整体性原则
生态哲学认为�生态系统始终追求整体的合理

性�而非仅仅强调个体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任何
个体不可能通过摆脱整体来获得价值的合理性。于
是�作为生态整体的价值观�必然内在着坚决反对
将个体性价值无限突出的价值取向�必然内在着将
个体并入整体来观察和考察的价值取向�必然内在
着将生态价值观作为任何个体的价值的终极追求。
依此观点�我们在认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内涵
时�就要将世界一流大学的各个部分作为属于世界
一流大学整体的部分来对待�即作为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来对待。进而�在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时�一定要将世界一流大学各个
部分的建设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整体的部分来对

待和处理�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整体建设不可分离的
部分来对待和处理。这样看来�在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时�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在某个部分的建设�比
如只强调一流大学师资队伍建设等�而要着眼于整
体、着眼于全部�着眼于是否能促进世界一流大学
整体性建设。换句话说�对世界一流大学任何部分

进行改革都必须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并始终按总体
要求开展工作。惟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和有
效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工程�也才能使世界一
流大学的建设得到科学的发展。

（三 ） 共生互动与自我生长原则
生态哲学认为�任何整体都是由各个部分构成

的�而且整体的各个部分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共
生互动和自我生长的。所谓共生互动指各个部分是
共同存在一个整体环境中�并处于互相影响、互相
依赖的生存状态之中。所谓自我生长是指各个部分
能在整体环境中保持自我生长的生命力和推进力。
在一个由各个事物构成的整体中�如果说共生是前
提�互动是基础�那么自我生长就是确保这个整体
生命力的根本和动力。据此观点�任何一所世界一
流大学不仅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
等相互联系�保持共生互动的关系�而且还保持着
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进步的趋势和方向。实
际上�这种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进步的特
点�是由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共生事物的内在本性决
定的�是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共生事物在与其他部分
互动中产生的结果。因此�为了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的建设和发展�我们不仅强调大学要在自身之内保
持和谐发展�并与外部世界保持密切联系和互动发
展�而且强调大学要始终保持自我生长的趋势�并
以自我生长体现自身价值。换言之�世界一流大学
一刻也不能忽视外部因素影响或忽视共生互动、自
我发展的动态本性�否则�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愿
景将归于迷茫甚至失败。

（四 ） 具体性原则
生态价值观的具体性原则是指民族性、多样

性、相对性。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自然特性�是民
族性格的自然表现。多样性本质上也是具体性。多
样性是民族性的自然表现�是世界丰富多彩的根本
特性。相对性是相对于一个民族�相对于一个历史
阶段�相对于一定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水平的合理
性。按照这种观点�考察世界一流大学时�我们要
把它放在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民族、具体的发展阶
段、具体的文明社会中�要把它放在某个大学历史
发展的某个阶段的环境中加以考察和研究。事实
上�只有具体探讨某个重点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观
及其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建设�我们才能确切地了
解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层次和发展进度。换言之�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大学�也没有抽象的世界一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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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没有抽象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没有抽象的
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这些都是应用具体性原则得到
的认识和结论。

二、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现
实生态体系

要观察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现实生态系统�我
们就必须通过 “大学－教育、大学－经济、大学
－社会、大学－国家、大学－精神、大学－文明 ”
等构成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体系来考察。惟此�我们
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规律

以及建设前途。
（一 ） “大学－教育 ” 生态
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大学�必然依赖 “教育体

系 ” 这个最直接的系统和生态。这可以说是 “大
学－教育 ” 生态。在这个角度看�目前中国世界
一流大学的 “现实生态系统 ” 客观上可这样归纳：
期待出现的世界一流大学－ “985” 高校－ “211”
高校－高中－小学－幼儿园。据上海交通大学刘念
才教授的研究报告�2所大学处于这个 “金字塔 ”
的顶端。在 “985工程 ” 一期建设高校中�国家2
所以 “世界一流大学 ” 为目标定位的国内最著名
重点大学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7所目标定位
是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25所目
标定位是 “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4］95－9799
所是 “211工程 ” 高校。这个 “数字生态系统 ”
是 “2－7－25－99”。它其实就是中国高校创建世
界一流大学的大学－教育生态体系。站在最新发展
阶段�其他高校和其他基层部分则按如下所述。据
教育部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7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2321所。其中普
通高校1908所�成人高校413所�普通高校中本
科院校740所�高职 （专科 ） 院校1168所。高中
教育共有学校31255所�2007年全国共有幼儿园
12∙91万所。［5］可以说�这就是我国从幼儿园到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完整教育生态体系。也许有人关
注 “世界一流大学与幼儿园到底是什么关系？” 的
问题。道理很简单。 “万丈高楼从地起 ”�我们的
一流大学肯定是从最低层次发展来的�同时也是依
靠最低层次支撑和保证的。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
看�重视世界一流大学与重视幼儿园建设本质上是

一致的�准确地说�从幼儿园抓起才最符合世界一
流大学的创建规律。简言之�在建设中国世界一流
大学过程中�我们不仅要 “向上看 ”�而且要 “向
下看 ”；不仅要 “向前看 ”�而且要 “向后看 ”；不
仅要 “向最高层次看 ”�而且要 “居高临下地看 ”。
因为�这才是符合和遵循 “生态理念 ” 和 “科学
发展观 ” 的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观 ”。

（二 ） “大学－经济 ” 生态
世界一流大学与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

联系密切。这可说是世界一流大学的 “大学－经
济 ” 生态。我们知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需人、
财、物、管理四大要素。人须是聪明的、充满智慧
的�这可能要通过吸引全球智慧人士参与竞争才能
得到；财须是充足的、用起来也是舍得的、而且是
方便的、受到人民支持的；物包括实验器材、实验
设备、实验条件等须是能得到有力支持的。同时�
管理还要科学化、规范化、有可持续性。显然�这
四个方面没有一个不与国家经济条件乃至综合实力

有关。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依靠以世
界一流经济条件为核心的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力量

支持。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10月公布的资料�在
长达30年持续发展后�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2003－2006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年均增长 10∙4％�
大大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长 4∙9％的水平。2006
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180个国家和地区
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居第11位。按汇率法计算�
2006年我国经济总量已达到26452亿美元�居世
界的位次由2002年的第6位上升到第4位。［6］又据
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公布的 《2007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
是246619亿元�稳居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位置。［7］
但客观地说�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因为�2006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虽突破 2000美元�达到
2010美元�比2002年翻一番�位居世界的位次由
132位上升到129位�但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
世界192个主权国家中位置依然靠后。［6］据刘念才
教授等人的研究报告之结论�产生世界著名大学
（世界前 200名 ） 的基本条件是 ＧＤＰ总量超过
3000亿美元�产生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前100名 ）
的基本条件是人均 ＧＤＰ达到2∙5万美元。而按我
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上海、北京等部分发达地区
在2020年前后 ＧＤＰ总量将超过3000亿美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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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ＧＤＰ将接近或达到2∙5万美元。如果再加上政
府的大力支持�乐观的预计是�到2025年左右�
北大和清华有可能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100名�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其他若干所名牌大学将进入世
界前200名�成为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8］就是说�
我们在认识中国世界一流大学时�必须把眼光放在
中国特殊的环境中。这个特殊环境�特别是指中国
经济生态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生态的发展阶段。

（三 ） “大学－社会 ” 生态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个客观事实是�在当今

世界�世界一流大学全部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或
阵营中。只有极少数世界一流大学曾经生存于苏联
社会主义社会体系或阵营中�但他们最终随着社会
转型而归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特别是那些名牌世
界一流大学�基本上都居于经济强大的资本主义国
家－－－美欧、日本等国。应当看到�世界一流大学
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并已习惯于资本主义运行体
系�准确地说�它们的内部建设制度匹配于世界资
本主义体系。在这样的历史生态和社会生态中�我
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要充
分考察如何建设契合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世界一流大学。若根据现实社会要求和
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状态�我们只能是采取改革开放
和不断创新发展的态度�来逐步推进属于我们社会
类型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根据
国家长远发展计划�我国到21世纪中叶才能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是中
国世界一流大学不可回避的大背景和大环境。这个
背景和环境要求我们必须深入考察世界一流大学与

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我们

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配合
的生态体系。而且�我们还要在大学内部制度方面
创造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制度的生态运

行体系。事实上�譬如�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
中�对于如何处理好稳定工作、学术自由、学术自
治、大学与政治乃至宗教等关系问题时�我们不仅
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内部不能回避�而且在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之外部也不能回避。因为�从生态学
角度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已经
转化为整个社会生态的建设�而整个社会生态建设
对世界一流大学正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

（四 ） “大学－国家 ” 生态
世界一流大学�每个国家都希望拥有�而且希

望能拥有更多。这表明�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必然是
属于某个国家和地区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和全球
的。这可以说是 “大学－国家 ” 生态。从全球的
国家系统看�据联合国新闻部网站及中国新华网统
计数据�截止2006年6月的资料汇编�世界共有
192个主权国家�联合国计有192个会员国。［9］在
世界七大洲中�除南极洲外�都有国家分布�各大
洲的国家分布是不均衡的�非洲国家最多�达53
个�其次是亚洲 （39个 ）�以下依次为东欧及独联
体国家 （28个 ）、西欧 （23个 ）、拉丁美洲 （33
个 ）、北美洲和大洋洲 （16个 ）。另外�有2个常
驻联合国观察员国：梵蒂冈、巴勒斯坦。［10］据来自
上海交通大学的分析报告�在2007年版 “世界大
学学术排名 ” 中�我国大学进入世界前500强的
学校较少�而且这些高校在国际上排名表现也不是
很好。结论是�目前我国没有进入世界前100强的
大学�151－202名只有清华大学1所学校�203－
304名只有5所大学�305－402名只有2所大学�
403－510名只有6所大学。［4］88同样据此资料�世
界500强大学中绝大多数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大
学�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
意大利、俄罗斯、捷克及欧洲其他富国等经济发达
国家的大学。而世界一流大学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
只占相当小的比例。［11］1－6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中国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所依靠的 “国家生态
体系 ”。也许有人会说�世界一流大学与国家有多
大的关系？这是很切实的问题。上述资料显示�世
界一流大学与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国家越是发
达�世界一流大学就越有可能诞生�而且越有可能
产生更多的一流大学。我们发现�诞生世界一流大
学的某些关键因素也具体地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之

内。或者说�西方发达国家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的各种优势。例如�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诺贝尔奖由西方发达国家瑞典掌控；掌握诺贝尔奖
的评委是以西方语言为母语和评语的；就是印度这
样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几个诺贝尔奖也有个十分关键

的因素�那就是他们以发达国家的共同语言－－－英
语为母语。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一流大学在相当
长时期内仍然属于西方发达国家�这是生态发展的
自然结果�也是客观的现实生态。

（五 ） “大学－精神 ” 生态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大学的追求一定要与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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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智慧相适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最根本
的问题�因为它是考验中国人意志、决心、毅力的
最好体现。自从中国政府1998年确立建设若干所
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和奋斗理想以来�我们国内大
学没有缺少过悲观、哀叹、失望、沮丧�甚至直到
现在�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或忧患观
念。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树立一种全民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的伟大精神和伟大追求�迫切需要造成一种
全民参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 “精神暖流 ”�以便
使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为民族奋发向上、勇
于进步的 “精神动力 ”。打个比方说�这就如同我
们国家近年来全民积极参与的伟大事业 （如争办
奥运会、争取飞船上天、争创和谐世界等 ） 一样�
我们同样要在心理和精神状态上加以调整�使之符
合我们的创建工作。为此�我们需要建立合理的
“大学－精神 ” 生态。它要求我们必须以世界大学
之理念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世界一流大学之精
神来建构和引领我们的社会发展�特别是精神境界
的提升�并以世界一流大学的快速发展来体现中国
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民族精神的巨大进步。在
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创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不如说是创建属于中华民族的世界一流心态、世界
一流精神和世界一流意志。可喜的是�近年来�社
会上已出现非常乐观的新气象、新风貌�这就是全
民都认识到建设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重大意义�而
且已采取积极配合建设的价值态度。但是�准确地
说�与21世纪早期建成中国世界一流的愿望相比�
我们的精神状态仍不够强烈�表现出来的创建行动
仍不够迫切�所采取的创建性改革还有进一步提升
的空间。换言之�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进
一步改革开放�以更加自信的大国姿态、大国智慧
和大国力量�来推进我们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体系
的建设。

（六 ） “大学－文明 ” 生态
在文明系统中考察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一个非

常有趣但也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据哈佛大学塞缪尔
·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的考察�世界上至
少有12种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经不复存在�
5个文明依然存在�它们是中国文明、日本文明、
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另外还有东正
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12］显然�当今
世界一流大学�绝大多数存在于以信仰基督教为核
心的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后代－－－日本文明系统

之中�但总体上西方文明占据世界一流大学的多数
席位�其它文明皆望其项背。再按世界一流大学发
展的历史进程来分析�世界一流大学起源于古老的
意大利�先在英国�后在德国、法国�其次在美
国、日本、俄罗斯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基本
上都属于基督教文明或与西方文明有密切联系的文

明体系。历史上�在儒家文明中�二战后日本有少
数著名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可以说�这确实填
补了儒家文明世界一流大学的 “空白 ”�但从儒家
文明的发源地－－－中国来看�中华文明特别是在中
国大陆至今还没有真正产生过世界一流大学。即使
我们称道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 “西南联大 ”
或 “北大 ” 可以成为旧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但
那仅仅是指某些学科或某些人物具有较高的水平和

影响�也就是说�一旦把他们放在人类文明的高度
和角度上看�这个判断就显得十分无力。因为�她
们不能真正代表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水平。从
这个角度看�为了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仅需要中国几代人的
持续努力�它更应被看作是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或
儒家文明的重大标志之一。反之�如果不从这个角
度和高度来认识�我们就没有把创建中国世界一流
大学的 “意义 ” 和 “高度 ” “看够 ” “说足 ”。因
此�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是代表整个
13亿中华儿女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光荣�
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演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历史丰

碑。换言之�中国世界一流大学是属于全体13亿
中国人民�是属于黄皮肤、黑眼睛、主要信仰儒家
文化的中华民族的世界一流大学。同时�世界一流
大学还是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的成果。如果站在
这样一个大的系统中来认识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应该说�这才是我们主动适应全球化发展潮流
看待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自觉表现。

三、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生态体系
之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从来都以特色见长�从来都与所
在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态体系相互适应。历史证明�
英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与英国整个社会生态体系相

适应�德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与德国整个社会生态
体系相适应�美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与美国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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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态体系相适应。以此而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自然与中国的整个生态体系相适应。具体地
说�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之生态体系建设�一定
要与中国的大学－教育生态、大学－社会生态、大
学－经济生态、大学－国家生态、大学－精神生
态、大学－文明生态等构成的整个社会生态体系相
适应。

（一 ） 让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深深扎根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土壤

在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是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最大特色背景。在当今世
界一流大学均属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下�我们强
调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不仅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身带来的挑战�而
且包含了必须研究和解决特色背景带来的重大课

题。譬如�一个显著挑战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本
身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力支持�但社会主义国家目
前却处于发展阶段。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世界顶
尖人才普遍习惯于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资本主义背

景的形势下�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人才引进等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个巨大挑战。近年
来�有的学者已经提出并开始研究 “中国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 等课题。［13］于是�社
会主义世界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存在一个显著的

挑战。这就是�既要向资本主义世界一流大学学
习�也要克服资本主义世界一流大学给中国社会带
来的潜在威胁和不利影响�同时要努力使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深深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

中。应该说�这不仅涉及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办学
方向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成败。

（二 ） 推进基础与大众化教育以夯实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根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国
民收入方面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而且
在全体人民受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其他

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一位伟人曾经说过�
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的。言外之意�全民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实现民族发
展和国家繁荣的重要基础。目前�中国有13亿人
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可以说是一个人口资
源大国。但是人口资源大国不代表人力资源大国�

更不代表人才资源强国。必须冷静地看到�在相当
长时期内�我们必须不断强化基础教育与大众化教
育�甚至主要是强化基础教育并实施好大众化教
育�着力提升中国人民的整体教育素质。打个比方
说�就像乒乓球一样�因为有一流民众参与乒乓球
事业建设�我们中国的乒乓球才能走向世界、称雄
全球。事实上�西方世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世界一
流大学�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在相当长时间内狠抓
民众的大众化教育直至基础教育。换言之�基础教
育和大众化教育支撑起了他们的世界一流大学。否
则�结果便是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即使某一日
有世界一流大学之诞生�那也是整个民众付出重大
代价而造成的�不值得为人称赞。所以�在这个角
度看�我们要制定和落实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规划�而不要搞不符实际的世界一流大
学规划和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的过程中切不可以牺牲基础教育和大众化教育

为代价。因为�强化基础教育和大众化教育不仅是
中国社会民众提升综合素质的迫切需要�而且是中
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真正根基。更重要的是�因
为基础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发达造就了世界一流大

学�这不仅令中国人骄傲�也是中国人民赞成的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

（三 ） 让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科学地契合中国经
济生态发展阶段

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就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和人民受教育水平等方面来

看�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在
相当长时间内处于在这个阶段。这是我们在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必须冷静面对的客观事实。据
上海交通大学刘念才教授的报告结论�世界一流大
学的产生与发展�与所在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现状看�世界一流大
学大多数在发达国家；从历史上看�世界一流大学
的重心转移与世界经济、科技中心的转移相一致。
该报告通过分析当前世界高水平大学与所在国家／
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的关系
发现：产生世界著名大学 （世界前200名 ） 的基
本条件是ＧＤＰ总量超过3000亿美元�产生世界一
流大学 （世界前100名 ） 的基本条件是人均 ＧＤＰ
达到2∙5万美元。而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上
海、北京等部分发达地区在2020年前后ＧＤＰ总量
将超过3000亿美元、人均ＧＤＰ将接近或达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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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再加上政府对名牌大学的重点支持�北京
的清华和北大、上海的复旦和上海交大几所著名大
学完全可能在2020年前后进入世界大学百强�成
为世界一流大学。可以说�这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不可回避的历史现实和客观规律。

（四 ） 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积极引领中国的国
家生态发展

当今世界�国家的生态发展仍然是一个严峻的
课题。不仅经济发展是国家生态的组成部分�而且
社会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也是国家生态建设
的组成部分�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更是其中的一项
重大课题�因为它涉及政治、经济、科学等方方面
面的建设内涵和建设水平。人们曾经反复提出这样
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何
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些问题的所指不仅包含
教育系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而且包含了我
们在国家生态基础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就是
说�在当今世界�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作用和力量
的情况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仍然需要依靠国家的
支持�包括国家的经济支持、政治支持、文化支
持、道义支持等。但是�对于国家如何支持大学建
设以及国家如何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我
们的国家是期待在建的 “中国级 ” 世界一流大学
的重点高校给予圆满回答的。所以�我们的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不仅是指我们自身的建设�而且也包
含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江泽民同志2001年在清华
大学90周年校庆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指出： “大学
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 教育部于2007
年7月颁布了 《关于加快研究型大学建设、增强
高等学校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对研究型大
学建设规定了总体要求、基本任务和具体举措。
《意见》认为�以科学研究见长的研究型大学是保
持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加快建设一批
研究型大学�对于加强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强调指出：研究型大学应当成为我国经济
发展的 “加速器 ”、社会进步的 “推动机 ” 和政府
决策的 “思想库 ”。在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研究型
大学之功能发挥�已经明晰地涉及到国家发展的思
想、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的方向性问题。可以
说�这就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引领国家生态发
展的一个明证。

（五 ） 努力以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升中华
民族精神境界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绝不能仅被理解为要创建
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单纯问题�而应该被理解为
努力提升中华民族精神境界的最大问题。如果说举
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实现飞船上天等可以短期内
提升中国人民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境界�那么�世界
一流大学则是从战略上、整体上、长远的角度提升
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因为世界一流大学从事的
是一项基础研究并可以使中国不仅保持科技的不断

进步�而且可以保持中国人民的精神理念始终有追
求世界一流的期望平台。事实上�在当今世界�表
现和提升民族精神的舞台有很多�如联合国、各种
区域发展平台等�但是可以说�没有哪一项可以代
替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和作用。众所周知�1998
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强
调指出： “我们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
流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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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讲话向
世界正式宣告我国 “985工程 ” 的诞生�同时也是
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的精神追求是崇高的、是世
界一流的。在新世纪�中国人将以此为凝聚力并不
懈奋斗。

（六 ） 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同弘扬21世纪中
华文明结合起来

从全球文明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不仅包含了我们中国�而且也包含着为全
体中华儿女争光的意义。同时�它还包含了在儒家
文明的发源地－－－中国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大
意义。人们知道�世界不停地传诵着中国有五千多
年的灿烂文明历史�而且是唯一没有中断的人类文
明。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诞生过 “四大发明 ” 的
文明却居然没有真正诞生过世界一流大学�特别是
与建国不到200年的美国却有世界上最多的世界一
流大学相比较�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不仅中国
大陆人需要世界一流大学�而且世界上的华人都需
要世界一流大学。当初�我国香港科技大学的创建
就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是中华儿女�就有
义务和责任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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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的奋斗�香港科技大学就跃升到世界著名
大学的行列。据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的孔宪铎
教授介绍�科大是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科教人员
大汇合的地方�1／3以上生长在香港�1／4以上生
长在内地�1／6以上生长在台湾。孔宪铎教授认
为�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所高等学府�能够吸引
和聚集这么多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生长而从海
外学成归来的专业人才�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和研
究工作。［14］应该说�这是我们儒家文明乃至中华文
明的共同力量导致的综合性结果。它也向世人昭
示�伟大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
精神源泉和根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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