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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一流”建设的时代方位可以概括为“两个大局”和“两个中心”。“两个大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中心”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和“加快建设

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 国 逻 辑 是 扎 根 中 国 大 地 办 大 学。“双 一 流”建 设 的 基

本方略包括５个方面：一是突出立德树人，培养一流人 才 方 阵；二 是 突 出 学 科 交 叉，构 建 一 流 大 学 体 系；三 是 突

出原始创新，完善大学创新体系；四是突出开放合作，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五 是 突 出 师 德 师 风，建 设 一 流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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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

特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

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了“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也是其“双一流”建设思想的最新表述。从

２０１４年考察北京大学时的讲话到２０１８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从２０２１年考察清华大学时的讲话到

２０２２年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

一重要思想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双一流”建设的时代方位

“双一流”建设是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启动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二是改革开放新时

期，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此相对应，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全面

学苏”的重点大学建设。从１９５４年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６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

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指定９０多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一大批苏式工科类行业高校进入了国家重点建

设的行列。二是“三个面向”的重点大学建设。从“七五”“八五”期间重点建设１５校到“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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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点大学建设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美式研究型大学成为赶超标杆。三是“扎根中

国大地”的重点大学建设。从２０１５年启动“双一流”建设到２０２１年确定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重点大学建设强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习近平总书记将“双一流”建设的时代方位概括为“两个大局”和“两个中心”。第一个大局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教 育 强 国 是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基 础 工 程，必 须 把 教 育 事 业 放 在 优 先 位 置”①。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基础，代表着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高度，建设高等

教育强国是教育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在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

前，党和国家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

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②。为此，我们要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全面推进高等

教育现代化。第二个大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集中体现为国际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一方

面，以美国为代表的的西方世界国力相对衰落，在维护全球霸权地位及国际秩序方面逐渐力不从心；另一

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世界发展动力历史性地转向东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风险和机遇并存。一方面，大变局意味着难以把握的巨大风险。１００多年前，晚清重臣李鸿章曾

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感慨，为旧中国最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注脚。今天的大变

局同样蕴含着大挑战，美国为了继续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在经济脱钩、科技脱钩和学术脱钩等方面展现

出激进好斗姿态，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大变局意味着开新局。大变

局正在催生一个有别于美式帝国秩序的后西方世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塑造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并引领全球未来发展。

“两个中心”是 大 变 局 的 逻 辑 展 开。第 一 个 中 心 是 中 国 要 成 为“世 界 主 要 科 学 中 心 和 创 新 高 地”。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如其所言，“中国要强 盛、要 复 兴，就 一 定 要 大 力 发 展 科 学 技 术，努 力 成 为 世 界 主 要 科 学 中 心 和 创 新 高

地”③。在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必须矢志不移地坚持自主创新。第二个

中心是中国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２０２１年９月，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④。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纵横两个角度深刻阐述了世界科技中心和人才中心转移现

象。“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１６世纪以来，

全球先后形成５个科学和人才中心。”⑤一是１６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科学发展，产生了哥

白尼、伽利略、达芬奇等一大批科学家；二是１７世纪的英国，培根经验主义哲学加速推动了科学进步，产

生了牛顿、波义耳等科学大师；三是１８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营造了向往科学的社会氛围，产生了拉格朗

日、拉普拉斯、拉瓦锡、安培等一大批卓越科学家；四是１９世纪的德国，新人文主义运动加速了科学发展，

产生了爱因斯坦、普朗克、欧姆、高斯、黎曼等一大批科学家；五是２０世纪的美国，实用主义带来了科学的

发展，集聚了费米、冯·诺依曼、爱迪生等一大批科学家和发明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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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合在一起就是学术中心。近代以来，世界学术中心也是周期性转移的，意大利、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判断世界学术中心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重大科学

成果占同期世界总数的比例超过２５％，另一个是世界顶尖的学者和留学生的集聚地。纵观近代科学发

达史，一个国家先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然后才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一个国家先失去世界学术中心地位，然后

才失去世界科学中心地位。中国要成为世界重要的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首先必须成为世界重要的学术中

心。当今世界正在形成北美、西欧、东亚三大学术中心，中国要有所作为，必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集群，打造

世界一流大学高地，最终成为世界重要的学术中心。２０２１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一个

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

水平和质量”①。“双一流”建设正是在世界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学术中心转移的时代方位中展开的。

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逻辑

１．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的教育

现代化之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高等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任何世界一流大学都具有本土文明的底色。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取代德

国成为新的世界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靠的就是“扎根美国大地办大学”。正如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

所言，“美国的大学不能从英国、法国或德国移植，它必须是有独创性的，生长在自己的土地上，符合美国

社会和政治的风俗。”③

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模仿多于创新的特

点。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大学主要模仿日本，而日本现代大学基本上源于欧洲大陆；民国时期，中国转向

学习美国，逐步建立起以通识教育为特点的美式高等教育体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全面学苏”，形成

了以专业教育为特点的苏式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再次转向美国，试图以美国常春藤大学为

模板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应该说，一百多年来，我们时而学习美国，时而学习欧洲大陆，始终没能找到一

条适合中国特点的世界一流大学之路。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提出了“扎根

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著名论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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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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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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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

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的新路”⑤。这些论述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和“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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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特点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体现了中国文

化和中国制度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一流大学，体现了国际“好大学”的共同特

性。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国际“好大学”的模式与中国本土文化、地方制度重组后的产物，具有四个

主要特点。

第一，文化特征：坚持大学之道。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植根中国本土文化、继承中国本土文化基

因。任何一个国家要建立大学这类机构，必须在其本土文化中有关于大学的概念。中国本土的大学概念

是《礼记·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大学之道”强调立德树人

和大学的政治功能。这完全不同于美国大学的３Ａ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３Ａ原则强调

学术与政治分离、“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逻辑。中国大学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正是对“大学之道”的继承与发扬。

第二，制度特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

的。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要求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坚持“四为方针”，即为人民服务，为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① ２０２１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正式将“四为方针”融入总则之中。应该说，“四为

方针”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精神的具体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特征集中体现为其法定治理结构为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第三，国情特征：坚持知中国、服务中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培养“知中国、服务中国”人才的

大学，它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发展中国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坚持“四个面向”，即 面 向 世 界 科 技 前 沿、面 向 经 济 主 战 场、面 向 国 家 重 大 需 求、面 向 人 民 生 命 健

康。② “四个面向”不仅遵循学术逻辑，而且遵循社会需求逻辑。这是中国一流大学与美国一流大学的根

本区别。美国一流大学遵循学术逻辑，奉行“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治理原则，导致大学德育边缘，陷于

“失去灵魂的卓越”。中国一流大学主要遵循社会需求逻辑。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中国大学或许不如国外

顶尖大学；但从服务社会的角度看，国外顶尖大学远远不如中国“双一流”大学，立德树人大学模式也将是

中国对世界高等教育最突出的贡献。

第四，质量特征：坚持国际可比。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其共性特征。世

界一流大学有两个标志，一是拥有世界一流的教学，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

产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世界一流的教学和世界一流的科研，依靠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建设世界一

流的教师队伍有两个前提条件：充足而灵活的经费和良好的管理体制机制。可见，一流教学、一流科研、

一流师资、一流经费和一流管理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其中一流教师队伍处于核心地位，这也是中

国要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的 根 本 原 因。正 如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考 察 时 所 言，

“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③

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方略集中体现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中。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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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突出立德树人，培养一流人才方阵。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大学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应该将

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评价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在２０１８年考察北京大学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①。

为此，必须抓好三项基础性工作：一是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三是形成高水

平人才培养体系。② 在２０２１年考察清华大学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

重点，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③。

第二，突出学科交叉，构建一流大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

内部各部分之间具有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④ 从大学外部治理层面来看，要推进高等教育体系分类管理

和分类指导，引导高校立足自身、准确定位、办出特色；从大学内部治理层面来看，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

“催化剂”，对大学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在２０１８年考察北京大学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大学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对关键共生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攻关

创新。要下大力气组建交叉学科群和强有力的科技公关团队，加强学科之间协同创新，加强对原创性、系

统性、引领性研究的支持”⑤。在２０２１年考察清华大学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瞄准科技前

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紧培养紧缺人才”⑥。

第三，突出原始创新，完善大学创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一流大学既是人才培养的中心，又是

科学研究中心。既要培养一流人才，又要产出一流学术成果。在２０２１年清华大学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必须在自然科学领域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

地，要完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

的大学创新体系，勇于攻克‘卡 脖 子’的 关 键 核 心 技 术，加 强 产 学 研 深 度 融 合，促 进 科 技 成 果 转 化。”⑦在

２０２２年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

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 展，不 断 推 进 知 识 创 新、理 论 创 新、方 法 创 新，使 中 国 特 色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真 正 屹 立 于 世 界 学 术

之林。”⑧

第四，突出开放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合作既是大学发展不竭动力，也是大学要为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作贡献的必由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全球愿景，也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

基石。在２０１３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２０２０年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高校加强与世界一流大

学和学术机构的合作，引导高校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⑨在２０２１年清华大学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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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搭建中外教育文化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人类共同福祉”①。

第五，突出师德师风，建设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师队伍是到达一流大学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总

书记认为，教师队伍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水平。“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

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②关于教师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

有好老师”的标准，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不但是习近平总

书记对中小学教师的要求，也是对大学教师的期许。关于“有道德情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学教师

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③。“评价教师队伍素质

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④关于“有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学教师要“始终同党和人民站

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⑤。关于“有扎实学识”，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大学教师要研究真问题，“着眼世界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善于学习新知

识、新技术、新理论”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

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受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⑦关于“有仁爱

之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有爱才有责任。广大教师要严爱相济、润己

泽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

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⑧。

三、“双一流”建设热潮的冷思考

第一轮“双一流”建设已完成，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在第一轮“双一流”建设中，１４０所“双

一流”建设高校承担了全国超过８０％的博士生和６０％的硕士生培养任务，逐步成为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

主力军和科技创新人才的生力军。不仅如此，国家“双一流”建设引领带动各地建设了４１０所地方高水平

大学和１３８７个地方优秀 特 色 学 科，高 质 量 的 高 等 教 育 体 系 正 在 逐 步 形 成。新 一 轮“双 一 流”建 设 入 选

１４７所大学，将引领带动更多的地方高水平大学开展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双一流”建设热潮滚滚。

在这种情况下，用习近平总书记“双一流”建设思想检视“双一流”建设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１．从历史角度审视建设逻辑

从历史角度来看，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

学等古典大学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终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另一种是南洋理工

大学、浦项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新兴大学通过有效的战略管理和体制机制创新

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前者遵循自然生成逻辑，是在一定文化土壤中长出来的；后者遵循人为设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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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是通过模式移植刻意设计出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分两个层次，一是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二是

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① 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是评估主义泛滥的产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世界一流大学；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具有本土文明的底色，能给其他国家、其他文明带来实质性的

启示和借鉴，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人为设计的世界一流大学大都是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

学，自然生成的世界一流大学才是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就是要创建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但在中国高等教

育发展中有一个未经反思的基本经验：行政主导、重点建设。从１９５４年国家指定６所大学为全国重点大学

到“七五”“八五”期间重点建设１５校，从“２１１工程”到“９８５工程”，建设逻辑贯穿其中，呈现出强烈的路径依

赖。应该说，建设逻辑是后发型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基本策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具有合理性。但是我们

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建设逻辑只能产生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不能产生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

学。“双一流”建设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理念，结合人为设计和自然生长两种逻

辑，以人为设计逻辑打造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以自然生长逻辑培育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２．从大教育观审视紧缺人才培养

从大教育观的角度看，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必须保持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大教育观是一种

大学改进思想，主张“跳出教育谈教育”。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其结构和行为归根到底

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因此，必须将教学与科研的改进置于社会变革的总体框架之中。对一所大学来说，

微观层面的“学科与专业”“教学与科研”改进以学校层面的“组织与管理”改进为前提，而学校层面的“组

织和管理”改进以宏观层面的“体制与结构”改进为前提。在宏观层面的“体制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

况下，组织内部的“学科与专业”“教学与科研”“组织与管理”改进难以取得应有成效，必须跳出大学谈大

学、跳出教改谈教改。社会变革是大学改进的主要推动力。纵观全球大学发展史，绝大部分的大学改进

都是由社会发起的。②

习近平总书记 “双一流”建设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大教育观。习近平总书记是在“两个大局”

和“两个中心”建设的战略高度论述中国的“双一流”建设，是一位卓越政治家从历史纵深和全球视野对高

等教育体系的全面审视。从大教育观的角度看，紧缺人才培养需要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协同。然而，“双

一流”大学“闭门造车”培养紧缺人才现象突出。事实上，紧缺人才培养不是大学系统能够解决的问题，大

学培养的人才最多只是半成品。清华大学曾被誉为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充分说明大学培养的只

是有可能成长为工程师的“初级品”。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在工作世界摸爬滚打１０年以上，不可能成为卓

越工程师。但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双一流”大学却急功近利地要培养卓越工程师，要从供给侧破解紧

缺人才培养难题。实际上，破解紧缺人才培养的突破口不在人才培养的一方，而在人才使用的一方。这

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紧缺人才培养出来了，但他们不愿去紧缺行业就业，紧缺人才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另一种是国家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如“两弹一星”人才），但有这方面人才的强烈需求，通过使用别的

国家培养的人才或者别的学科培养的人才解决了紧缺人才问题。由此可见，破解紧缺人才难题必须坚

持大教育观，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必须坚持紧缺人才在使用中培养，通过需求侧（工作世界）而非供给侧

（高等教育）解决紧缺人才培养问题。

３．从创新链角度审视大学科研

科学研究进入大学并实现制度化标志着完全意义上的大学的诞生。完全意义上的大学具有教学和

科研两种基本职能，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是现代大学区别古典大学的标志。科研之所以在大学取得合法地

位，是因为科研具有育人功能。事实上，大学的一切活动包括科研、社会服务如果不能支撑人才培养，就

·１２·习近平总书记“双一流”建设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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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２，（１）：１５－１７．
周光礼．以“九个坚持”为根本遵循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８，（１１）：１－４．



不具有合法性，就不能认定为大学固有的活动。从产业链的角度看，科学研究分为“上游”的知识创新和

“下游”的技术创新，前者属于基础研究，后者属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较应用研究更具学术性，更具育人

价值，因而普遍被认可为大学合法职能。应用研究在许多国家不被认可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中国的国家

创新体系包括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其中，知识创新体系以中科院和顶尖大学为主体，技术创新

体系以企业为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要建立以产

出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①

然而，在“双一流”建设中，许多大学过于强调应用导向的知识生产，把解决“卡脖子”问题作为“双一

流”建设的主要任务，忽视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忽视基础将永远落后。“卡脖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

国原始创新能力的不足。事实上，我们特别擅长１到１０的创新（集成创新），特别不擅长０到１的创新

（原始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讲话中明确指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

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②“双一流”建设应该聚焦原始创新能力、聚焦

基础研究。任正非也提醒顶尖大学不要过于关注眼前工程和应用技术方面的问题，“大学不要管当前的

‘卡脖子’，大学的责任是‘捅破天’。当然有一部分工科院校可以做这些工程、工业应用的突破事情，但是

对于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应该往‘天上’走，不要被这两、三年工程问题受累，要着眼未来二、三十年国家与

产业发展的需要。……如果大学都来解决眼前问题，明天又会出来新的问题，那问题就永远都解决不了。

你们去搞你们的科学研究，我们搞我们的工程问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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