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改革动态 
 

 

2015年第 10期 

 

发展规划处                                  2015年 8 月 1日 

【聚焦“十三五”规划】 

高校学科建设如何走出新路？ 

（田建国  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教授，博士生导师） 

走出“封闭保守”，以问题为导向调整学科方向 

学科建设的核心是学科方向。我们在实践中看到，现在相同的知识和技术含量的学科，

由于主攻方向不一样，往往在产生的效益、贡献上有很大差别。上一轮全国重点学科评估，

清华大学的自动化和计算机学科，学术得分都是第一，但是综合得分都只拿了第二。自动化

学科综合排名第一的是东北大学，因为它为鞍钢的技术改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计算机学科

排名第一的是国防科技大学，因为它对国防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学科排名说明，现

在高校学科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加重视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地方经济社会

的增长点在哪里，学科专业就办到哪里，而且学科建设不仅跟着社会跑，甚至要领着社会跑。 

过去我们的学科建设是自我发展、自我循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都是根据自身学科设

置运行的，无视社会发展，无视外界评论。这种封闭保守的学科理念必须改变。这就要求我

们从以学科导向改变为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问题中蕴含着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问题中蕴含着学科延伸的广阔空间，问题中蕴含着学科机理的不断改变。从学科发展上提出

问题和发现问题，从学科内涵上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调整学科方向的根基所在。如此，

我们培养的人才能够解决问题，有创造力、贡献力，而不是在本学科内自娱自乐、自我欣赏。 

科学史证明，人类几乎所有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天才性贡献，一定是因为人类的需求、

国家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为世界贡献的诺贝尔奖并不多，但是

斯坦福贡献了硅谷和乔布斯等，被认为是当前世界最有活力的地方。斯坦福着眼世界产业结

构调整，瞄准行业共性技术，以学科群对准产业群，实现学科链转为产业链，集群化推动产

学研合作，它贡献的一个个的产业链，一个个的公司都是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需要。大学搞

产业，要搞就搞有助于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原创性的产业链，有核心竞争力的技

术成果。 



以问题为导向调整学科方向，也是保证学科长盛不衰的法宝。著名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

实验室，140年历史中出了 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先后五次在学术上

改变了主攻方向。卡文迪什实验室是一个以物理学前沿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世界著名实验室，

利用物理学发展出的仪器和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其转而重点从事天文和生物研究，在这两

个新研究方向上都取得了划时代的研究成果，开辟了射电天文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崭新领域。

在天文学上发现了类星体和脉冲星，赖尔和休伊什获得了 197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分子

生物学上发现了 DNA的双螺旋结构，克里克和华生获得了 1962年的生物和医学诺贝尔奖。 

美国大学也是在不断调整学科方向中实现了大的发展。自 20世纪中叶，它们通过自身变

革，建立学科创新动力机制，促进了 60年代的航天、70年代的电子、80年代的软件、90年

代的互联网以及正在兴起的第五次技术和产业革命，带来美国经济社会的五次跨越式发展。

2010年，美国又在学科发展方向上提出，教育要面向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学必须开始培养相

应的劳动力，在课程安排上要把重点转移到智能制造、新能源、纳米技术、生物科技、地球

科学、生态学、系统理论及各种职业技能，创造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突破性技术。 

当然，调整学科方要注意内涵调整和提升，动不动在名称上做文章是没有意义的，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 2013年预算为 7.22亿美元，拥有 4000名员工，800 名学生，

已经涌现了 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核物理的重要学派，可它依然叫实验室。 

“有所不为”，整合集聚优化学科 

学科建设战略上要讲“有所为有所不为”，战术上要讲“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

往往要比有所为更难。1969 年，斯坦福大学撤销了建筑学院，尽管当时其在全美建筑学院排

名前 10至 12 位。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建筑学院投入很大，要进前 5位所付出的代价有

些不值；二是“近邻”加州伯克利已有一所美国顶尖的建筑学院。斯坦福大学的做法是值得

借鉴的，学科建设不能齐头并进，因为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只有舍得放弃，才能集中力量，

做强自己。学科发展要集中在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社会需求的学科。不属于这个目标的，

就应该舍弃。 

从这个意义讲，学科增加是一种发展，学科减少，重新优化组合了，强势更强了，同样

也是一种发展。学科发展不能盲目扩张，盲目铺摊子。要以核心强势学科为圆心，向周边拓

展，发展支撑学科，建设新的学科，把没有明显优势的学科整合到强势学科支撑体系中去，

实现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统筹发展。特色学科、重点学科要做强，

新兴学科、应用学科要“出新”，传统学科要搞活。 

现实中，我们会看到进行学科布局时，每一位教授都会据理力争自己学科最重要，甚至

说撤销自己学科或不增加自己学科投入就是对历史的犯罪。其实，这实在是一种没有必要的

情绪。 

整合集聚优化学科，就要重视学科交叉融合。卡文迪什实验室就是因为实验室主任布腊

格从学科交叉中发现了新的学科生长点，才激活了知识（物理学知识）与科学的需求（生物

学和天文学本身的内在发展要求），实现了它们之间的有效碰撞。交叉出新意，交叉出活力，

高校的学科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产学研合作，因为现在的学科

发展在边缘交叉领域最能形成突破点。当然，学科综合集成是有选择的综合交叉，是把各个

学科的知识进行最优化的组装，使其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和无限的潜能。高校必须运用交叉力

量，构筑学科群落，构建高水平跨学科研究平台，从而发展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突出重点，切忌“一片高原、没有高峰” 

在学科建设上，我们要造峰，优先重点支持一批可以尽快进入国内乃至国际一流的重点

学科，从而彻底改变当前高校学科建设中“一片高原、没有高峰”，甚至是“一片平原”的

状况。在这方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验值得借鉴。加州伯克利原来有化学院、工

程学院等 14个学院，下设 100多个学科系，各个学科发展非常均衡，每个学科水平都很高，

就是没有一个学科是真正的世界一流，特色不明显，因而始终进入不了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每个领域都要保持全美前三名，后来发现这不可能。于是，他们

调整发展战略，集中力量，重点发展原子生物工程，要求学校的每个系都尽量去和原子生物

挂钩，以形成自己特色。经过几年努力，终于促进劳伦斯发明了加速器。正是由于发明了加

速器，加州伯克利拿了 17个诺贝尔奖，伯克利的生物原子工程学科成了世界第一，学校因此

世界闻名。 

加州伯克利的做法告诉我们，精心培育特色学科，是重点学科建设的根基。特色就是优

势，就是重点，就是水平。特色就是不求大、不求全，只求不可替代。特色是以小胜大，以

弱胜强的突破口；特色是异峰突起，出奇制胜的切入点。 

高校规模不在大小，关键在于优势和特色；学科建设不在齐全，关键在于实力和创新。

重点学科建设必须突出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新。其中，“人无我有”是特色

的特殊层面。只要人无我有，无论实力是否强，研究是否前沿，都可看作学科建设中的特色。

对于人无我有的学科，最重要的是要看准学科发展方向，提出跨越式发展思路。“人有我强”

是一般层面，学科建设特色更多反映在实力上，反映在学科群的综合协调发展上。学科竞争

最终要看实力。“人强我新”是学科建设中的最高层面，它强调创新水平和领先地位。 

在培育学科特色方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说：“普林斯

顿不像哈佛，也不希望变成哈佛。反之也不希望哈佛变成普林斯顿。”意思就是说各校有不

同的学科特色。尽管当前世界一流大学大多是综合性大学，或者在朝综合性迈进，但并不是

说他们所有学科均为一流学科。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哈佛大学的一流学科是法学、医学；斯

坦福大学一流学科是心理学、电子学，剑桥大学一流学科是物理学、生物学；牛津大学一流

学科是数学、政治学。一所大学如果能在整体学科水平较高的基础上，有一两个学科具备一

流的影响力，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加州伯克利原校长田长霖先生曾这样讲：“世界上地位上

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取得突破。”因为一所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

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后，要想办法扶植最优异和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

最好的，待它有名气了，其他学科也会自然而然地跟上来。 

重点学科建设还要发挥领军人才的重要作用。牛津大学因为罗素的哲学成就，使牛津大

学成为当时世界哲学研究中心。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当年就因为引进了爱因斯坦，加州理工

学院就因为引进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名校。德国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

的成功也是因为聘请了黑格尔、谢林、雅可比等一批世界级大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培

养学科带头人、名师、名家，也是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转自中国高等教育 2015 年 7月

27日） 

【新动态】 

李克强：促进科技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度融合 以改革创新培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他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 6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院士和全国广大科



技工作者致以问候和敬意。李克强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既发挥好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和科技人员的骨干中坚作用，又最大

限度地激发群众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要依托“互联网+”

平台，集众智搞创新，厚植科技进步的社会土壤，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实现创新链与产

业链有效对接，塑造我国发展的竞争新优势。更好发挥“一次分配”的作用，使千千万万人

靠创业自立、凭创新出彩，在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中通过辛勤劳动和智慧富起来，共同分享

改革和发展成果，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追求。李克强强调，要把科技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在

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上融合起来，既要“顶天”，努力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勇攀世

界科技高峰，又要“立地”，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李克强

说，中科院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国家队和思想库，各位院士是我国科技创新的杰出代表。

希望大家倍加珍惜昨天的荣誉，切实担负今天的使命，奋力创造明天的辉煌，一如既往争做

科技创新的领跑者、青年英才的培育者、科学精神的传播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新的力量。（转自《中国政府网》 2015年 7月 30 日）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发布：上海第一    日前，华东师范大学发布“长江经济

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15）”。该指数聚焦于区域内城市相互之间的影响力和对外服务

能力，是对城市的组织能力、对外服务能力和联系强度的综合评价，表现为城市区域协同发

展的控制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原上海市副市长、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延照

教授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间协同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以上海为例，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联

系对于解决上海商务成本过高的问题和提升长三角整体竞争力至关重要。应该重点从以下五

个方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工作：第一，制定并完善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机制；

第二，建立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机制；第三，加快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产业梯度

转移机制；第四，以城市群建设为抓手，发挥城市集聚效应；第五，需建立有效的政产学研

合作机制，集思广益，深化研究。（转自《上海教育新闻网》 2015年 7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