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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两个一流”：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什么

“两个一流”引发各地争相推出“区域高水平大学打造计划”

2015年8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指导方针和

具体目标，明确提出要通过一流学科的建设带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2015

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出，要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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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一流建设”将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

议题。它将与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引导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重

大举措一起，重塑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

为了对接“两个一流建设”，广东省率先启动了“7+7”区域高水平大

学和一流学科打造计划，以及建设高水平理工大学计划。在广东省的刺激下

，其他省市自治区迅速公布了各自的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北京市开启了“北

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清华大学“未来芯片技术高精尖创

新中心”等13个北京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获得首批认定。上海市正式开始实

施高峰高原重点学科建设计划，第一阶段投入36亿元，到2020年，力争使上

海高等学校学科整体实力达到一个新水平，20个左右的一级学科点和一批学

科方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浙江省发布了《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省一流学

科遴选工作的通知》，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启动区域一流学科建设工程。

中西部省份也不甘示弱，陕西省政府推出《陕西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发展规划

（2016—

2020年）》，计划用5年时间，建成一批具有创新条件、培养创新人才、产

出创新成果的国际知名、国内的优势学科。河南省政府也发布《关于印发河

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将打造一批具备世界一流水

平的优势学科和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前列的特色学科。以学科为基础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这些改革计划共同的特点。在“两个一流建设”政

策的推动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区域发展的新时代。

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

为什么是“两个一流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什么

关系？这是因为学科是大学的细胞，世界一流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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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大量的实证数据证明，学科水平与大学发展水平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学

科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声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人们说“办大学”就是“办学科”。中国院校研究学会会长刘献君教授曾经

指出，没有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香港大学第14任校长徐立之也曾

这样描述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之间的关系，如其所言，“每当有国际学术会

议的时候，如果我们相关学科的老师会被邀请去做专题演讲，全国各地甚至

世界各国的学生都希望来上这门课，那这个学科就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学科

。有10个到12个这样的学科，我们就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了。”

学科本来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知识体系，二是学

术制度。大学中的学科必须具有教育学含义。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学科既是

科学研究的平台，也是教学育人的平台；既是学者队伍汇聚的平台，也是创

新创业的平台；既是科教融合的平台，也是产教融合的平台。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必须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基础和抓手。《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四个基本原则：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坚持以学科

为基础，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强调要引导和支持大学优

化学科机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

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学术性与实践性：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

学科评价的标准有两个维度：一是学术性维度，即学科必须有明确的研

究主题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一是实践性维度，即学科必须能满足社会的

某种需要。前者称为学术逻辑，后者称为社会需求逻辑。从学术逻辑来看，

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是客观的，是国际可比的；从社会需求逻辑来看，一流

学科的评价标准是主观的，是有地方特色的。

根据学术逻辑，一流学科有两个标志，一是拥有一流科研，产出一流学

术成果；二是有一流的教学，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一流科研和一流教学要

依靠一流的学者队伍，建设一流的学者队伍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充足

而灵活的经费，二是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

根据社会需求逻辑，一流的学科不但要为区域工商业创新作出突出贡献

，而且要为区域人力资源形成作出突出贡献，甚至还要为区域文化建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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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换句话说，从社会需求逻辑来看，学科建设应该面向

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

世界一流学科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参照系。世界高等教育有两大体系

，因此，世界一流学科应该有两大参照系。一个是欧洲大陆体系，一个是盎

格鲁-北美体系。盎格鲁-

北美体系传统上强调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重视学科的学术逻辑；欧洲大陆

体系传统上强调国家需求、政府控制，重视学科的社会需求逻辑。这两大体

系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竞争状态，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盎格鲁-

北美体系。正因为如此，美国科学基础数据库（ESI）成为当前世界一流学

科的主要评价标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普遍接受。尽管如此，欧洲大陆体

系依然有可取之处。事实上，盎格鲁-

北美体系也在积极吸收欧洲大陆体系的实践标准。

中国大学具有浓厚的欧洲大陆体系色彩，强调社会需求一直是我们的传

统，但是国际标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两个一流建设”实质上是主体

性和国际化双重挤压下的高等教育政策，一方面我们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遵循社会需求逻辑，重视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在国际可比指标

上达到世界一流，遵循学术逻辑，借鉴国际经验。当前世界有三个有影响力

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排名体系，除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学术排名体系

依然坚持单一的学术逻辑，其他的两个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

报）都既重视学术逻辑，又重视社会需求逻辑。其中，社会需求逻辑主要通

过学科声誉、学生满意度、社会贡献等来体现。

根据“两个一流建设”的“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统领，以支撑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综合世界三大学科排名

体系，我们认为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一流的学者队伍、一流的学生

质量、一流的科学研究、一流的学术声誉、一流的社会服务。

为什么说这五个方面是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呢？这是因为国外大学

排名只是在学校层面把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纳入评价标准，在学科层面只

重视科学研究。国外的学科评估主要是了解院系的科研条件、科研活动和科

研产出，尤其强调科研产出。对科研产出的评价工具主要是基于ESI数据库

，对一家学术机构五年内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具体指标包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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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数量和他引率。而中国强调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是一体的，我

们不但在大学层面强调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在学科层面也强调人才培养和

社会服务。我们认为，学科既是科学研究的平台，也是教学的平台；既是教

师队伍建设的平台，也是创新创业的平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统筹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五大建设任务：建设一流师

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

推进成果转化。这五个方面就是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

（周光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发展战

略学会改革与发展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2月16日

三、北京大学推行“师生交流时间”制度

“刚开始并不觉得这个制度有多靠谱，老师们那么忙，博士生、硕士生

都带不过来，谁下课时间还理你一个本科生！后来才发现，老师们真的理我

，包括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两次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平新乔老师，只要

跟他约，一定会答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本科生周彭口中的“约”

，是北京大学为增进师生交流推出的完善师生交流时间制度。

北大教务长办公会近日审议通过的《北京大学关于完善师生交流时间（

office 

hour）安排的意见》规定，教师每周需安排时间和地点与学生针对学业等问

题进行交流。该意见将“师生交流时间”阐释为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扩展。交流的内容则是开放的，材料解读、内容深化等

与教学相关的内容，学习计划、社会实践、校园活动等学生关心的问题，无

所不包。

曾几何时，课上慷慨激昂，课后转头就走，一头扎进科研，学生难觅踪

影，成为大学校园师生关系广受诟病的通病。

2014年，北大曾针对毕业一年的毕业生开展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网络问

卷调查，以2013届本科毕业生为样本发放问卷2244份。虽然受联络等因素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