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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是国之重器
□	文 /马陆亭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急剧升温、逆全球化思潮汹涌、国际格局

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扑面而来，我们的战略定力是以创新驱动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如何认识大变局这一史诗级的大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对变局实现的理

想预期和识别标志，科技创新发挥着关键作用，教育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一过程中，高

等教育与创新的关系更为直接，高等学校对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大学的地位

在不断提升，一流大学成为国之重器。逻辑递进的关系是：

未来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已见及可见的四轮科技革命的引领性创新分别以蒸汽机、电

气化、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带动人类社会开启着一场又一场经济社会的形态变迁。

经济形态由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流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社会形态由乡村、大城市、地

球村演变为数字空间，它们相互叠加、包容而共存。这个由科技革命催生的智能化数字时

代，对人类而言是一种全新的存在。未来个体的生存发展方式、群体的生产生活联系都

将发生变化，世界秩序和经济结构正在面临重构。

世界进入以创新主导发展的时期。面对时代变迁，旧动能驱动式微，新动能积聚待

发，新兴技术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要素，创新成为经济增长迫切需要的动力来源。

叠加在原三维视觉空间之中的数字空间，通过虚实交融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更增加

了发展对技术的依赖。在这个全新的时代，靠跟踪、学习、模仿已经不行了，而必须以创

新引领，国际竞争围绕着生物链、产业链、供应链顶端展开，谁赢得了变化谁就占据着先机。

创新决定未来，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我们需要通过创新活动有意

识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形态跃迁。

由创新引发的高等教育地位在显著提升。经济代表今天，科技预示明天，教育决定后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

在创新，基础是人才，自主创新之路是应然和必然选择。环绕高等学校将形成科技的创新链、社会的产业链和经济的价值链，

大学真正进入到社会中心，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社会进步的助力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成为大学重要的办学方向。高等教育需要通过多方位服务国家战略、通过持续提高创新能力而履

职尽责。

高等学校的影响力越来越超越校园。经由创新成果、拔尖人才、技术转移、文化辐射和国际交往，高等教育与社会实现

良性互动，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是基，高等学校的影响力辐射是实，由苦练内功形

成的内涵、特色、水平将通过服务社会的能力、作用、影响而展现出来。大学的意义在不断超越着大学校园本身，高水平大

学的影响力在不断跨越区域甚至跨越国界，一流大学成为支撑国家发展的牢固中坚。这是未来大学价值的真正体现。

“双一流”建设大学要有使命担当。作为国家创新发展的先导力量，高水平大学的人才聚集功能、科学源头作用和重大创

新突破更值得期待。面向未来，“双一流”建设大学要聚焦创新力和实现力开展工作，突出人才培养高地和世界创新中心的

体制机制建设，胸怀国之大者、心系国家发展，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难点，着力疏通高科技产业循环的问题堵点，

着力形成新兴产业催化的源头激发点，不断开拓新的科学领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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