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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教育家，一

生功勋卓著。 他在长期的高科技实践中，十分重视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学科专业建

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培养了大批科技帅才、将才和航

空航天领域的领军人才。 钱老一生心系教育，一直与

国内外的教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钱老对教育和

人才培养特别关注，他说：“我们要十分重视教育和人

才培养。 当代世界科技竞争最激烈的是人才竞争。 一

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因素。 ”
到了晚年，他最为关心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把造就拔

尖创新人才视为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多次向中央领

导建言献策、 发表语重心长的谈话。 2005 年 7 月 29
日，温家宝总理看望他时，钱学森坦诚向总理建言，国

家要高度重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这充分体现

了钱老的战略眼光和宽阔胸襟，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

钱老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多年来，西安交通大学对钱学森教育思想进行了

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2009 年 12 月高

教司曾请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程光旭教授来司作讲

座，专题介绍西安交通大学关于钱学森教育思想的研

究与实践，使我们对钱学森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加深

了理解。 大成智慧教育是钱学森教育思想的重要内

容，可概括为四点：
一是要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教育培养学生。钱学

森把人类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所有知识分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等 4 个层次

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

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

学、文艺理论等 11 个门类。 从纵向上看，最高层次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通过横向的 11 架

“桥梁”与 11 个门类连在一起。这 11 架“桥梁”是自然

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

观、军事哲学、人学、地理哲学、建筑哲学、美学等。 钱

学森曾说：“我想我们宣传的‘大成智慧’……既不只

谈哲学，也不只谈科学，而是把哲学和科学技术统一

结合起来。 ”
二是要把系统科学的最新成果教给学生。钱学森

是公认的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

号召学者们一起参与系统科学的研究，他说：“我们若

是把这件事做成了，将会是震动世界的，在科学史上

的意义将不亚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钱学森指出，一

定要让大学生懂得系统科学，让学生上系统科学的课

程，把系统科学的最新成果教给学生。 让学生对客观

世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于不同类别的系统，知道

用哪一类方法论去面对。
三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专博相济，注重专深博

广的统一。钱学森指出，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来看，一

方面已有学科不断分化，越分越细，新学科、新领域不

断产生，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不同学科、
不同领域之间相互交叉、结合与融合，向综合性、整体

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 拔尖人才应

该实施“通才教育”，使之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计

算机处理现有知识；政治可靠、道德纯洁、文理并重、
古今融会、中西贯通。 只有具备这样素质的博与专辨

证统一的人才，这种全才加专家的拔尖人才，才会有

战略眼光，才会有大成就。
四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文理并举，注重科学与

艺术的结合。钱学森曾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

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 “艺术上

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

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

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

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

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

度的联系中得到启迪， 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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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
钱学森教育思想内涵丰厚，我们要深入研究。 缅

怀钱老，就是要学习他祖国至上、赤胆忠诚的爱国精

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真精神，勇于探索、敢于

突破的创新精神，服务人民、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深

入研究、积极践行钱老教育思想，大力推进教育教学

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造就一大批像钱学森那样

具有高尚人格、 渊博学识和创新精神的拔尖创新人

才。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全局

性和战略性的重大任务。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国家中长期人

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要求，教育部和中

组部联合启动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

划”。实施这个计划的目标任务是：在我国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科学等优势

基础学科，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大力推

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的全方位创新，吸引

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形成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良好氛围，努力使受计划支持的学生成长为相

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

学家队伍。 目前，已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19 所高

校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

领域进行试点。这批高校基础学科的相关领域代表了

我国的最高水平，理科生源质量高，有培养创新人才

的成功经验， 有不断进行教育改革探索的积极性，与

国外一流大学有良好的合作交流基础。 我们实施“基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着力点在于四个

“出”，也就是出思路、出经验、出成果、出人才。经过各

高校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已经在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

体制机制改革方面进行了大力度的探索：
一是建立“试验区”。即在参与计划实施的高校内

建立“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区” 。 从目前各计

划参与高校的实施情况来看，各高校的“试验区”在教

学、科研和管理方面大胆创新、深化改革，享有充分自

主权，在考试招生、专业设置、教师聘任、经费使用、考

核评价等方面实行“试验区”的特殊政策。
二是实施教授治学。各高校的“试验区”成立了教

授委员会或其他相应的学术组织，负责制定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方案，对“试验区”的年度预算、发展规划等

提出咨询意见，对教师的学术水平进行评价，对教师

评聘、教学科研工作等进行学术把关。
三是配备一流教师。各高校的“试验区”实行严格

的教师选拔和聘任制， 以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为导

向，改革教师评价制度。 借助国内外两方面优质教师

资源，为“试验区”提供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国际化师

资，聘请相关领域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对培养

方案及培养过程进行指导，聘请海外知名学者主持或

参与教学，安排高水平专家、学者担任授课教师，邀请

知名学者、优秀教师和社会杰出人士担任学生导师。
四是选拔优秀学生。各高校“试验区”实行自主招

生，建立多元录取机制。 根据学科特点探索多样化的

学生遴选方式，多次选拔、逐步到位，同时实行开放式

动态进出机制和自由选择机制，不拘一格吸纳选拔优

秀学生。邀请相关学科领域的国际一流学者和国内知

名学者参与学生选拔过程， 重点考察学生的综合素

质、创新能力、学术兴趣和发展潜质，真正将有悟性、
有激情、有志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最优秀学生选入

“试验区”培养。
五是创新培养模式。各高校“试验区”将素质教育

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着力培养学生的良好道德品

质、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积极开展教学

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实行因材施教，突出

个性化培养；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自主选择

专业学习，让学生有自由探索的时间、空间进行自主

学习、研究性学习，参与科研项目训练。
六是营造学术氛围。各高校“试验区”通过聘请世

界级科学家访问、举办经常性的高水平学术报告等形

式，搭建高端开放式学术交流平台，鼓励学生参加或

组织研讨班、学术报告、学术沙龙等学术活动，建立学

习者“社区”或科学研究“乐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学术理想和创新潜能，并内化为勤奋学习、奋发进取

的自觉行动。
七是改革教学管理。各高校“试验区”实行班级管

理与导师制相结合；制定灵活的课程选修、免修和缓

修制度；改革学业评价制度，经评价不适合继续参与

计划的学生，可转出计划继续学习。
八是加强条件保障。各高校“试验区”为学生实验

实践教学、 科研训练和创新活动提供有力条件保障，
将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实验室、国家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等向参与计划的学生开放。
九是开展国际合作。各高校“试验区”通过中外联

合培养、交换生项目、暑期学校、实验室研究、海外实

习、国际学术会议、短期访学等方式，分期、分批将学

生送到国外一流大学学习和交流，师从世界一流科学

家，进入学科前沿，从事高水平科学研究。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实施以来，各

高校聚集了一批国际学术大师参与本科教学，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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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拔尖创新人才来培养未来拔尖创新人才的新机制。
同时，各高校的“试验区”发挥了优秀 “领跑者”的示

范和引领作用， 推进各类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的创

新，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高，带动了各高校其

他相关各学科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工作。
我们学习践行钱学森教育思想，就要进一步研究

把握钱学森教育思想的精髓，用钱学森教育思想来审

视和完善各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优化

课程结构和培养环节，尤其是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方面，要充分体现与钱学森提出的学科交叉和大跨度

综合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相匹配，以此来教育培养学

生具有大德、大智的思维结构和内涵。 我们要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全过程，充

分发挥文化育人功能，大力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高

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品格， 促进学生文理兼通、专

博相济、科艺并举、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们要针对学

生的特长和发展方向制订和实施个性化培养方案，鼓

励学生展现特长、发展潜质，追求卓越。我们要广泛开

展研究型教学与研究性学习，通过研讨式、探究式等

学习形式，创新教学方式，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我们要

通过“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实施，造就

一大批钱学森式的拔尖创新人才。
（张 大 良 ， 教 育 部 高 等 教 育 司 司 长 ， 北 京

100816）

一、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科技、社会、教育的不断进步和发

展，社会各界对大学评价的需求和关注日益增强。 至

今，已有许多机构对大学进行排名，为公众提供信息

和建议。 大学排名的意义、做法等已成为一个热门话

题。大学排名最早起源于 19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早在

1870 年， 美国联邦教育局收集 100 多所院校的多项

数据，根据这些数据作为评估学校的办学绩效，并将

这 100 多所院校分为三类：大学和学院、理科学校、专

科学校。经过多年的发展，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美国大学排名发展渐为成熟。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了各

类的大学排名，形式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反映了

美国各大学的表现。 如今，世界各国大学排名异彩纷

呈。 多种多样的大学排名争相发布。 在这些大学排名

里，有针对本国大学的排名，也有对全球大学的排名。
而在同一范围的排名里，有综合排名，也有专项排名。
不同的世界大学排名在发布机构、排名设计、指标体

系、排名结果、发布形式等方面均有不同。 世界范围

内，产生了许多具有较大影响的世界大学排名，如《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世界最佳大学（World’s Best
Universities, WBU）”［1］，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

术 排 名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中国高校在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的进步和问题

———基于 2011 年《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的分析

邱均平 马 凤

摘 要：从 2005 年起，中国科学评估研究中心每两年对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现状进行综合评价。
2011 年，在此前多年评价研究的基础上，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第四次对世界一流大

学与科研机构进行了评价研究。 本研究的原始数据来自美国汤姆森科技集团出版的《基本科学

指标》（ESI）和《德温特创新专利引文索引》（DII）数据库。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我国取得

了可喜成绩，但通过仔细比较和分析，我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差距，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的任务仍很艰巨，特别是在建设世界高水平的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型成果方面差距

还很大。 从自身来看，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各个评价指标上，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明显进步，
但是在取得良好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关键词：基本科学指标；世界一流大学；科研机构；学科建设；科研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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