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流大学的强国使命与战略前瞻

摘要：纵观历史，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在时代洪流中与国家同

频共振，并提供了诸多战略支撑。立足新时代，现代一流大

学如何主动承担强国使命、进行战略性谋划是一个亟需深刻

探讨的问题。以浙江大学的办学经验为例，一流大学应当把

握时代变革契机，致力于思想引领和知识创新，通过提高拔

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锻造战略性引领性科技创新力量、

构筑全球学术影响力的人才群峰助力教育图强、科技制胜和

人才引领，从而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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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是国家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战略支撑，历

史上众多世界一流大学都在与国家同频共振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如剑桥大学产生了理论力学体系和电子学理论等基础

科学的重大成果，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

科学理论依据，引领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现代一流大学应该如何发展、

承担怎样的责任使命是一个值得探讨深思的问题。2023 年 6

月，浙江大学发布了《使命愿景红皮书（2023 版）》，提出

了具有浙大特色的办学使命，即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

归，致力于思想引领和知识创新，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卓越贡献。

一、教育图强：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教育是一所大学的根本，无论时代如何变革，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始终是高校的职责所在。当前，无论是 AI 技术还

是 ChatGPT，无外乎是数据、算力以及算法的迭代发展。高



校培养的学生应当是能掌握并且运用这些现代工具、拥有独

立思考能力的卓越人才。

从基础学科规律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学科包含数

理化、天地生等，以获取新知识、揭示新规律为目的。基础

学科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

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源头。

如磁共振科学技术的发展，归因于物理学、化学、生理医学

等方面的重大理论突破，并催生了千亿级别的磁共振成像与

谱学产业。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三

方面支撑。从人才维度来看，大学应当培育学生强烈的好奇

心、质疑与批判精神。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高等教育

大会在《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宣言中提到的，

“高校必须培养学生能够分析社会问题，寻求问题解决方案，

使学生掌握有效表达能力、创新和批判性分析能力、独立思

考和团队合作能力。”从教育者维度来看，大学应当拥有言

传身教、精神感召的学术大师，提供学知识、做研究的一流

平台，以及包容创新、崇尚创新的创新氛围。从政策制定者

维度来看，教育应当避免急功近利，系统性长期支持，多元

化投入，进一步健全基础学科研究人才的评价机制，支持新

型高水平研究机构建设发展等。

以浙江大学为例，我们建立了从中学到研究生阶段的长

周期贯通培养模式，不断深化大学中学贯通、本博贯通、科

教贯通、产教贯通、学科交叉贯通等，助力学生在多平台、

多领域提升基础能力、专业能力和研究能力，加快成长为拔

尖创新人才。与此同时，我们鼓励学生在创新发展中推进创



业转化，建立了全链条创业体系。

一是激发创业意识，学校设有 154 门通识课程、编写了

16 部教材，打造了“创业基础”MOOC 课程，年访问量超过

千万；设立了全国首个创业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开展了中

美法联合培养全球创业管理硕士生项目等。

二是培育创业技能，学校入选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建

设了 30 个院级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开展了 75 大类 140 余项

学科竞赛，设立了 20 余个创新创业类学生社团，深入推进

产学一体，加快建设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开展了 18 个工

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卓越培养项目等。

三是对接创业融资，学校利用浙大校友企业总部经济园、

紫金众创小镇、全球创新创业基地等平台孵化创业企业，开

展校友创业大赛，通过校友设立的投资机构等汇聚资源，助

力企业融资发展。

四是推动创业公司落地，学校提供强大的项目技术、创

业辅导等，对接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工商注册、税务登

记、代理记账、法律咨询、财务规划、税务筹划等服务。

二、科技制胜：锻造战略性引领性科技创新力量

当今世界进入大科学时代，前沿性、颠覆性和非对称性

创新日新月异，科学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学科交叉成

为重大科技突破的重要趋势，基础研究愈发成为解决核心技

术的关键推动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加速创新范式演

进。一流大学应当紧紧围绕“四个面向”，坚持有组织科研

和自由探索并重，强化战略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努力成为重

要创新领域的领跑者、新兴前沿交叉领域的开拓者。

以浙江大学为例，一是强化基础研究，建设基础学科研



究中心，支持关键核心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大团队有组织

的基础研究，推进国际大科学计划。二是加强科技攻关，在

重大领域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整合优势力量承担国家研发

任务，积极培育重大成果。三是打造国之重器，建强全国重

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医学中心等重大创新基

地。四是推进交叉会聚，实施面向 2030 的学科会聚研究计

划，推动文理交叉、医工信交叉、农工交叉、医药联动。如

学校成立了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汇聚了包含工科、理科、

信息学科以及人文学科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团队，致力于打造

世界一流的脑科学交叉研究平台，研制成功我国首台基于自

主知识产权类脑芯片的类脑计算机，同时也是目前国际上神

经元规模最大的类脑计算机。

三、人才引领：构筑全球学术影响力的人才群峰

一流人才是引领科学中心转移的风向标，世界的科学中

心首先是世界的人才中心。16 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 5 个

世界科学中心。一是 16 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促进

了科学发展。二是 17 世纪的英国，产生了牛顿、波义耳等

科学大师，开辟了力学、化学等多个学科。三是 18 世纪的

法国，基础学科在这个时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四是 19 世

纪的德国，产生了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一大批科学家，创立

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细胞学说等重大科学理论。五是 20

世纪的美国，产出占同期世界总数 60%以上的科学成果，集

聚了全球近 50%的高被引科学家。《全球人才流动趋势与发

展报告（2022）》指出，世界主要国家的人才竞争力指数旗

鼓相当，亚洲国家跟欧美国家人才竞争实力平分秋色。

面向未来，一流大学要营造以人为本的最优人才生态环



境，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人才真正“引

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有发展”。因此，浙大面向不同人

才群体，提出了拉高标杆、分类培养的思路，对各类人才精

准施策、精心培育。以浙大数学学科发展为例，学校结合国

际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打造了数学高等研究院“人才特区”，

通过营造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赋予充分独立的自主权力、

完善激励评价制度、提供个性化服务等，取得了一批引领世

界的标志性成果。

（杜江峰，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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