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创新驱动发展中与国家同向前行 

——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 25 次全体会议综述 

（2015年 7月 27日） 

当今，创新定位的战略高度前所未有，创新驱动越来越成为国家命运

所系、前途所在。作为人才第一资源和科技第一生产力重要结合点的高校，

当如何作为？ 

7 月 22 日至 23 日，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 25 次全体会议

在北京举行。会议紧扣时代脉搏，聚焦“全面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引

领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主题，深入交流分析了高校引领支撑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机遇和挑战。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袁贵仁出席会议并讲话，咨询会执行主席、吉

林大学校长李元元作主题咨询报告，来自 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咨询委员、

81 所其他部委和地方所属高校主要负责人，教育部党组成员，相关部委负

责同志，以及教育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了本次会议。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本次会议以创新为主题，很重要、很及时，不仅

契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也符合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解决高校改革发展“短板”问题的要求，大学不仅要服务国家创新驱

动战略，还要在服务国家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模式的创新。 

 

高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创新 

大学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过程。从高等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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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史来看，主动服务国家需求往往是大学迅速崛起的重要条件。 

“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脱离本民族、本国发展的需要和根本利益是

不可能的。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担当。那么，大学怎么服务于国家和

民族？”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认为，高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自觉承担创新使命，全面提升创新能力。 

“中国经济发展如此迅速，但是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北

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表示，当前高校发展还跟不上国家对创新人才

的需求，在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高校必须要认清形势，有所担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徐惠彬指出，世界工业革命与大学的关系越来

越密切，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德国大学的崛起，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美

国大学的崛起，当今进入工业 4.0 时代，国家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和

“互联网+”，对大学而言是难得的机遇，大学应该抓住机遇为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实现经济转型作出应有的贡献。 

“高校只有主动适应国家和地区的需要，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更好

发展。英国的牛津和剑桥这两所老牌大学，曾经因长达一个世纪的自我封

闭、与时代需求严重脱节而使学校陷入衰退，这就是警示。”天津大学校长

李家俊表示。 

 

提升创新能力，要有“大创新”格局 

创新能力是高校办学治校水平的集中体现，创新对高校而言并不是新

要求，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如何理解其新内涵？ 

“全面提升高校创新能力，不仅要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还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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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通过学科交叉推动取得前

沿技术突破，建立学校、地方、企业、行业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新模式。”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达了他的看法。 

在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看来，体制机制创新必须先行，凡是体制

机制改革先行一步、政策调整比较到位的学校，创新能力提升效果显现得

就比较明显。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李守信认为，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这个坎过

不去，所有的创新都无从谈起。 

“过去这几十年，我们抓创新，突出强调的是，直接用科研成果为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新一轮改革中，科技创新一定要跟人才培养、社会服务、

文化创新等结合起来，要统筹规划、协调推动。”薛进文表示。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的认同，他认为，高校要

把思路打开，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都要包含进来。对以文科

为主的院校而言，不能以为一讲创新就是理工科院校的事儿，实际上，技

术理论的创新、话语体系的创新、智库的建设、文化的创新、评价体系以

及开放创新等领域里，文科院校都大有可为。 

那么，如何才能释放创新的活力？“考核评价体系太重要了。”西北农

林大学校长孙其信表示，评价是指挥棒，要提升创新能力，评价本身的创

新至关重要。如果评价导向不鲜明，甚至出了偏差，不但发挥不了应有的

激励作用，反而可能成为“绊脚石”，必须围绕是否有利于创新、怎样激发

创新，确立和完善评价的原则、标准和方法。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表示，提升创新能力，创新文化不容忽视，

培养创新人才归根到底是要塑造新的校园文化，要努力营造鼓励求异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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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和理性思维的新型文化。 

 

紧抓落实，全面提升创新能力 

全面提升创新能力，是对高校领导干部抓改革、谋发展能力的一次集

中考验。 

“全面提高高校创新能力是永恒的主题，核心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

创新体制和创新文化，现在操作比概念更重要。”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表示。 

对于高校怎么进行创新，黑龙江大学校长何颖认为，要处理好三个关

系，首先是人与制度关系，通过制度设计让老师的积极性迸发出来。其次

是要把创新和综合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再其次还要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

研究之间的关系，作为地方院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应用性研究的同

时，怎样把基础研究保持下去，这些都需要高校去思考实践。 

在邱勇看来，抓好落实要围绕四件事：一是创新人才培养，加强创新

创业教育，推进教学改革。二是开展创新科研，组建跨学科交叉平台是其

中的重点。三是进一步梳理服务模式，为创新驱动发展作出贡献。四是国

际合作，所有改革必须在开放的环境下来做。 

延边大学校长朴永浩表示，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强对各省高等教育

管理全过程指导，适时对各个省份高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进展情况组织

一次巡查。中央关于高等教育全面推进改革的核心政策措施，各省份落实

得怎么样，这方面要加强指导。 

“不要等，也不要怨天尤人。重在干，重在实践，重在探索。”东北大

学校长赵继表示，在创新问题上，实践是创新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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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普遍表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等教育大有可为、大

有作为。高校要牢记使命，把握机遇，全面提升创新能力，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来源：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