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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筑基固本：加快我国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战军等人在《锚定教育强国 加快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高地》一文中指出，我国 147 所“双一流”

建设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领头羊”，形成了高等教育集聚效

应，增强了它们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加快世界一流大学高

地建设需筑基固本，实施“四大基石”和“八大引擎”战略组合。

（1）夯实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建设的“四大基石”

第一，夯实教育理念引领之基。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具有

一定的“世界主义”属性。新时代，世界一流大学高地更应成

为引领人类文明互鉴的桥梁。面对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复杂挑

战与前所未有的机遇，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应坚定地站在个体

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推动实现集体性的文明互鉴。它们应超

越民族国家的传统界限，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意识，

致力于增进全人类的福祉与繁荣。

第二，夯实人才竞争之基。人才是创新的源泉。我国世

界一流大学高地作为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的摇篮，必须率先

担负起全方位培养、引进、留住、用好人才的重任。这就要

求我们走好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持续优化并强化人才

引进体系，尤其聚焦于基础科学研究及高端制造业等关乎国

家战略部署的关键领域，施以更为积极的人才吸引策略。通

过构建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世界一流大学高地

将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夯实我国在激烈国际竞

争中的人才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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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夯实科技创新之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科技创新占据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领域虽

取得显著进步，但仍面临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受制

于人等挑战。为夯实科技竞争之基，我们应充分发挥我国世

界一流大学高地作用，积极整合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大学

及科技领军企业的优质资源。通过协同合作，聚焦关键共性

技术、基础前沿技术以及原创引领技术领域，力求实现重大

突破，率先形成国家科技发展的局部领先优势。

第四，夯实国际影响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强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

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

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必须夯实中国世界一流大

学高地的国际影响之基。这需要我们积极扩大国际学术交流，

深化高等教育科研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时主动参与全球高等

教育治理，形成高等教育的中国经验，真正发挥“重塑世界高

等教育”的作用。

（2）激活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建设的“八大引擎”

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分布格局彰显了我国高等教育

的区域特色与发展潜力。从地理分布的角度看，北京、上海、

南京、成都、武汉、西安、广州、天津这八座城市凭借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活跃的经济发展，成为

“双一流”建设高校集聚的高地。这八座城市及其所承载的“双

一流”建设高校，共同构成了我国世界一流大学高地体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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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引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推动了科技创

新与文化繁荣，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和智力支持。未来，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持续增

加和改革的不断深化，这“八大引擎”将更加稳固，为我国高

等教育迈向世界一流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2. 我国城市群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分类推进策略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高书国等人在《我国城市群高等

教育协调发展的总体特征及分类推进策略》一文中，分析了

我国 19 个城市群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区域协调发展状况，

提出了相应的分类推进策略。

（1）发挥高等教育先导作用，推动政治文化科技中心

城市群的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类属于政治文化科技中心的城

市群，如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通常具备三个

特点：一是具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和科研机构，能够推动

知识创新和技术研发；二是作为国家或区域的政治、文化、

科技中心，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三是为城市群的经

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这类城市群应整合区域

内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资源，形成创新联合体，推动跨学

科、跨领域的资源整合，促进创新要素的集聚和流动。

（2）依托高等教育伴生效应，促进经济发达地区城市

群的经济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类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

群，如粤港澳大湾区、关中平原城市群，通常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为高等教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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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应用场景；二是对高端人才和科技

创新的迫切需求，以支持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这类城

市群高校应与地方产业紧密结合，定制化培养符合市场需求

的专业人才。

（3）推进高等教育与生态保护融合，促进自然环境保

护区域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类属于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为

主的城市群，如宁夏沿黄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等，通常

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自然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需要采

取特别的保护措施；二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但拥有独

特的文化和生态旅游潜力，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着更

高的要求和期待。这类城市群高校应重点培养生态保护、环

境科学、绿色农业等相关专业人才。

（4）加强高等教育与城市联动发展，促进重点开发城

市群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类属于以重点开发为主的城市群，

如成渝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等，通常具有两个特点：一

是经济发展迅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旺盛，尤其在人才培养

和科技创新方面；二是产业结构多元化，对不同类型的专业

人才和技术研发有广泛需求。这类城市群应根据城市群的产

业发展规划，定制化培养急需的专业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

（5）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城市群发展新活力。针

对发展失调城市群的特定情况，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政

策。例如，对于资源丰富但开发不足的城市群，可以探索资

源税改革，将部分税收用于当地高等教育和技术研发，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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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可持续的资源开发和技术创新。

3. 面向未来产业的研究生教育结构改革路径

浙江大学研究员林成华等人在《面向未来产业的研究生

教育结构改革逻辑、困境与路径》一文中认为，研究生教育

结构改革面临着市场调节灵活性欠缺，政策的时滞和动力递

减，以及资源配置多层次差异等困境。为了更好适应未来产

业的发展，文章提出如下建议。

（1）坚持有为政府引导与未来产业市场调节的深度融

合

第一，政府强化政策规划引导研究生教育结构改革。政

府应根据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制定研究生教育的长期战略

规划。同时，政府进一步下放办学自主权，允许高校以代理

人的身份直接与未来产业市场沟通。

第二，政府与市场深度融合构建创新型教育生态系统。

一是教育部门定期开展未来产业市场发展调研，倾听未来产

业发展的实际教育需求。二是建立由高校、企业、研究机构

和政府部门共同参与的“产业引领的教育联盟”。三是建立全

国统一的研究生就业市场信息平台，为研究生、企业和高校

提供实时、透明的就业信息。

（2）强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改革政策的时间效率和动力

传导

第一，通过多部门联合的分工协作提高研究生教育改革

政策效率。一是建立由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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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共同组成的未来产业教

育改革协调委员会。通过定期召开多部门联席会议，委员会

可以及时沟通政策需求、调整改革方向，避免因部门间的沟

通不畅或决策迟滞导致政策实施的延误。二是在政府多部门

联合工作中利用大数据平台、区块链技术等信息技术提高研

究生教育改革政策的传导效率。

第二，促进外部动力转化为内部动力以强化研究生教育

结构改革政策的动力传导。一是明确改革愿景，增强政策实

践者的认同感。二是制定细化标准和评价标准，提供具体的

操作指南。要针对不同的改革领域和对象，制定详细的实施

标准和步骤。

（3）建立与未来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研究生教育资源配

置模式

第一，强化未来产业企业供给研究生教育资源。一是鼓

励高校与未来产业企业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平台。二是鼓

励未来产业头部企业建立知识孵化型企业大学，与正规研究

生教育共同承担起未来产业发展的职责。

第二，加大未来产业集中区域的研究生教育资源供给。

一方面，要重点布局未来产业集聚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加

强区域内高校间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建立区域性研究生

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区域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

教育资源，形成共享的课程库、实验室资源库以及研究生导

师资源库，供区域内的高校和企业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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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激发与未来产业相关的研究生教育结构资源利用

效率。从科类结构上看，平衡好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人文

社科与理工科的资源投入比例；从类型结构上看，优化应用

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相关专业的资源投入模式；从管理体制

结构上看，设计好不同管理体制高校在面向未来产业的研究

生教育结构改革中经费管理方式等。此外，还要实施资源配

置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未来产业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研

究生教育的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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