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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

信息周报
“双一流”建设办公室编 第 4期 2017年 4月 7日

张尧学校长在工科学院“双一流”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7 年 4月 1日,根据录音整理）

编者按：现将张尧学校长在 4月 1日工科学院院长“双一流”建设座谈会上

的讲话内容全文整理如下，请各二级单位组织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双一流”建设涉及到学校的方方面面，我在双代会上的讲话也主要围绕“双

一流”建设，谈了“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怎么样办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

培养人，以及做什么样的科研、怎么做科研”的问题，希望和大家共同思考。“双

一流”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建规立章，建制度，执行规则，党的领导、党的建设都应

该在这些制度规章中体现。特别是要体现总书记讲的“四个坚持”、“四个服务”。

这是为了保证大家有一个好的教学科研环境。让学生在这里能够好好学习，有一个

多维的成长空间，老师有一个努力工作、幸福并快乐的家园。

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核心任务应该怎么抓？

第一是把“人”放在首位。我们现在讲的很多问题，如学科和学院的关系问题，

投入和产出问题等，都是缺少核心的领军人才，学校最大的问题也是领军人才不足。

这一点从院士的评选中可以看出来。上一次院士评选，北京大学入选 7位、清华大

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都是 4位以上，湖南大学都有 3位，我校就田红旗院士入

选。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对人才重视太少。从资源投入看，没有着力去培

养下一代的领军人才。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外面人才引不进来，内部的人才长不

起来。学校党委经过多次研究，在年轻人才的培养上，下了很大的决心，做了几件

事：一是培养一批 35岁以下的副院长；二是让引进的年轻人集中精力搞科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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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青年教师 8年不上讲台，集中精力做科研；三是对有基础、有潜力的副教授，通

过创新驱动计划在经费上给予足够支持，理工医资助 100万左右；四是对引进的青

年千人、杰青等高层次、有学术地位的人才，尽量给予全国中高以上的工资水平、

安家费和必要的科研条件；同时通过特聘教授的方式，让他们有工作的环境、工作

的条件、工作的平台，在体制上允许他们根据需要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全方位提供

支持空间，让大家能够尽快地成长起来，为学校的后十年打基础。这是学校的想法。

同时，学校也没有放松对现有教授的支持，在启动“创新驱动计划”之前，学

校每年拿 1000万，支持处于大项目断档期的教授。随后，对接国家的“双一流”

建设，学校将这 1000 万并入了启动的“战略先导计划”，就是学校拿钱支持好的

项目，要求这些项目能够对接国家需求、能够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团队骨干能够

成为领军人才。这些支持，都是针对人的，并没有针对到学院。但是，这并不是说

学校就放弃了对工科的支持，学校对工科是非常重视的。这些年，学校经费的使用

更多地倾向于普惠性，大幅提升了教师待遇。从普惠性来讲，大家工资涨了，校园

环境和办学条件好了。保证师生员工有舒心的生活环境，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从这

个角度，我们是把人放在第一位的。

把人放在第一位，要抓两个事。一是本科人才培养与教学。要通过我们的培养，

首先让本科生真正学会价值判断、选择、塑造。其次是能力的培养。到底要培养什

么样的能力？目前我们的老师还是以培养学生“考试力”为主，总是用分数、考试

来考核学生。但是教学教的不仅仅是考试力，教学改革最大的难度也在这里。真正

的“双一流”建设，就要思考本科生的培养，要从培养“考试力”为主转变到培养

“思考力”和“行动力”为主。这个转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现在正在推的开放式

课程还不是我想要的开放式课程，比以前仅仅进步了一点点。怎么样让学生围绕着

问题在上课之前就有所准备，在课堂上老师能够以讨论式的、交互式的方式来进行

教学，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提高行动力，老师考核学生的

时候根据学生的这种思考力和行动力来作出判断，这是我们教学努力的方向。另外，

我们还要注重知识传授和智慧的启迪。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知识传授发生了很大变

化。教师的知识如何更新、发展？这要求教师要紧密地和科研相结合。没有好的科

研的老师，很难担起知识传授的重任。智慧启迪重在培养学生的总结、抽象、思考

和辨别，要真正把价值、能力和知识转化为智慧。

把人放在首位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引进国内外拔尖人才。在引进过程中间，“德”

是首要的。如果这个人只是一味地谈钱、谈待遇，那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大家一

起在愉快的环境下共同奋斗。我们要着力培养一大批想干活、能干活、能出活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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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培养成为核心的领军人才。这样的人才，只要有一个能够带领和形成梯队，整

个学院和学科就有发展力了。

第二是要抓科研项目。抓人才而不抓科研项目，人才是上不去的。抓科研项目

首先是要对接国家需求。我说三个“回归”，一个是要有学术水平，第二个是要有

兴趣，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有需求。要给有兴趣有水平的人腾出时间、留出空间、提

供条件，让他们把自己的问题想好，鼓励有兴趣有水平的人去研究国家重大需求。

我国科技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973、863都取消了，设立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思路就是以应用带动产业链，带动基础研究，然后螺旋式上升。

举个例子，我们的人民币用一段时间就变黑，但日元用 10 年还跟新的一样，

关键技术在哪里？国家造币总公司一直想突破这个问题，这就是国家需求。要解决

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第一，问题出在哪里，你要找出来，第二找出问题，还

要判断能不能进行产业化。第二个例子，国家现在对海洋特别重视，很多大学都着

手在这方面布局，我们学校搞不搞？我们学校的学科强项是矿业和有色金属，与海

洋利用高度相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主动去找国家海洋局汇报。两会期间，中国

铝业的校友还和我沟通，说现在铝业已经回暖，我们能不能再进一步加强合作？这

全是需求。

产业问题、基础研究问题，都要通过需求来解决，然后又反过来促进需求上升。

我们的教师如何从国家、企业的需求中寻求突破，列成重大研发计划选题；或者如

何很好地介入已列成重点研发计划的项目？其它以兴趣驱动、目前不是国家需求的

研究，通过国家基金委申请国家自科立项。我们要迅速转换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

从满足国家需求的角度去抓科学研究。为什么出先导计划？国家一个重大研发计划

要协调多少个单位？我们为什么一个项目不能协调多个学院、多个学科？要以国家

需求为目标，将学科、学院组织起来，共同去做一些事。我们做得好的或者已经有

基础的重点方向，要尽早梳理出来，能报奖的要尽早报奖。我们培养一个院士至少

要十年，要有大量成果的累积，要从 40岁左右的人中去找苗子，组织 40岁左右的

人瞄准院士去努力，争取让我们的中青年拔尖学者 40岁左右成为国内一流的专家，

让领军人物在 50岁左右成为院士，这是我们的目标。条件就是两个：一是 ESI。有

不少教师对 ESI有看法，认为工科不要搞 ESI。但是大家要以发展和全面的眼光去

看待，很多同样是以工科见长、主要学科是工科的学校，甚至有些原本没有我们实

力强的院校，都进了工程学 ESI千分之一，我们还不赶紧发力？所以大家要认识到

问题的艰巨性、严肃性，要重视工程学 ESI进千分之一的建设，要团结起来，这关

系到学校工科的荣誉。二是国家奖，以前我们很骄傲地宣传，学校三年一个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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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后面还能不能再拿一等奖？如果奖励力度不够，学校可以研究再提高奖励力

度。关键是有没有可以冲击一等奖的项目。其实，ESI是获奖的一个重要支撑，如

果你有很好的高水平论文作支撑，获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如果一篇好文章都

没有，只说搞了多少应用是没用的。写一篇好文章不是那么容易，是要费很多精力

和时间、白很多头发的。大家做科研，拿经费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出成果，

发高水平论文，获国家奖。

第三，鼓励从成果转化中拿钱，不鼓励从科研经费中拿钱。最近国家下发了一

系列科研经费管理文件，更加人性化了，人工费、科研绩效等可以列支。这其中大

部分给到了学院，一部分是给到了个人。国家也通过了成果转化法，鼓励成果转化。

我们的教师要加大成果转化的力度。

第四，学校会为学科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学校去年就组织了大型仪器设

备的论证，只要经费到位，就按轻重缓急安排购买。关于工科学科建设的条件保障

问题，我们也将向常委会提议，每年拿出一笔钱作为工科学院的条件支撑建设。至

于到底投入多少钱？是平均分还是不平分？上一年度没用完的是转入下一年还是

收回？大家可以继续讨论。这笔钱到位后，各学院要按照财务管理办法做预算，由

院长负责，按照程序审批使用。可以用于如生产线、小型设备的维修维护或者院里

一些机动的事等等。

第五，“双一流”建设还有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绩效。双一流建设办法明确提

出要实行“绩效考核、动态调整”。目前具体的遴选和绩效考评方案都还没明确，

但是人才培养质量、人才队伍建设、ESI、学科评估结果、国家级奖励、学校综合

改革情况等肯定是考核要素。按照“双一流”建设办法，就算我们第一批进去了，

若建设绩效不好，也很可能成为动态调整的对象。

总之，学校“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我们的大学带入正轨，建

好制度，提升国际化水平。最核心的是要有若干在国际、国内都有一定影响力的领

军人才，在国内要持续有院士产生，在国际要有一批学者去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主

席、知名杂志主编等。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为学校工科的发展努力工作。

报：全体校领导。

发：全校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