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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直是我国的 理 想 和 追 求，一 流 大 学 建 设 既 要 扎 根 中 国 大 地，又 要 借 鉴 国 际 经 验。

文章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作为筛选亚洲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选取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

香港科技大学为例，从历史的视角研究亚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特点。文章通过研究发现，亚洲的一流大学与

政府之间具有天然的共生关系，政府直接对大学进行设置、管理与重点拨款；大学强化办学理念，服务于国家和

地区发展需要；大学采用“引进与培养相 结 合”的 方 式，汇 聚 一 流 师 资 从 事 教 学 和 研 究；大 学 实 施“重 点 研 究 领

域”发展战略，进行一流学科建设。鉴于此，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应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明确大学

办学定位、加强环境营造和平台搭建工作、建设一流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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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一直是我国的追求。１９４７
年，胡适先 生 提 出“中 国 要 建 设 几 所 世 界 一 流 大

学”的愿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有计划、

有步骤地实施了重点高校建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我国又开始 实 施“２１１工 程”和“９８５工 程”建 设；

２０１５年以来，我国为了有序地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出台

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双一流”建设不仅是实现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 家

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必然选择，更是高等教育服 务

于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选

择。“双一流”建设既要扎根中国大地，又要借 鉴

国际经验。近年来，亚洲多所大学在各 个 世 界 大

学排行榜中迅速崛起，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这说明一流大学作为战略抉择，是可以成功建 设

的。因此，分析亚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特点，借
鉴其发展轨迹中蕴藏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内地“双

一流”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研究对象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Ｔｉｍ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发 布 的“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 世 界 大 学

排名”（Ｔｉｍ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ｉｅｓ，ＡＲＷＵ）、夸 夸 雷 利·西 蒙 兹 公 司（Ｑｕａｃ－
ｑｕａｒｅｌｌｉ　Ｓｙｍｏｎｄｓ，ＱＳ）发 布 的“ＱＳ世 界 大 学 排

名”（ＱＳ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以 及《美 国

新闻和世界报道》（Ｕ．Ｓ．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

发布的“ＵＳ　Ｎｅｗｓ世 界 大 学 排 名”（Ｕ．Ｓ．Ｎｅｗｓ
Ｂｅ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是世界四大最具影响力

的全球性大学排名。其中，ＴＨＥ世界大学排名的

评价指标既包含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整体研发实

力，又包含了学校在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和国 际 化

程度，还考察了学校的研究与工商业界的联系，较
为全面地评价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各个方面［１］。因



此，文 章 以 ＴＨＥ世 界 大 学 排 名 作 为 筛 选 亚 洲 世

界一流大学的依据。

从２０１３年开始，ＴＨＥ连续发布“世界大学排

行 榜”及“亚 洲 大 学 世 界 排 行 榜”。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东京 大 学（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ｋｙｏ，以 下 简

称“东大”）、新加坡国立大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以 下 简 称“国 大”）、香 港 科 技 大 学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以下简称“香港科大”）在排行榜上都

位居前列（见表１）［２］。它们之中有的办学历史悠

久（东京大 学），有 的 建 校 时 间 很 短（香 港 科 技 大

学）；有的学科“大 而 全”，有 的 学 科“少 而 精”。它

们分布于亚洲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是后发型 亚

洲世界一流大学的典范。因此，文章选 取 这 三 所

大学为例来分析亚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特 点，

为我国内地“双一流”建设提供经验参考。

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三所大学在世界与亚洲大学排名中的位次

国家／地区 大学名称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世界排名 亚洲排名 世界排名 亚洲排名 世界排名 亚洲排名

日本 东京大学 ４３　 ７　 ３９　 ７　 ４６　 ７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 ２６　 １　 ２４　 １　 ２２　 １

中国香港 香港科技大学 ５９　 ６　 ４９　 ６　 ４４　 ６

二、亚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特点

（一）设置认定：政府直接设置并重点拨款

与欧美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更多依靠学校

自身努力不同，亚洲国家（地区）的政府对整个教

育拥有很大权力，亚洲世界一流大学设置更多 是

政府计划的结果，是政府意志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政府在大 学 建 设 过 程 中 始 终 扮 演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角色。

东大是日本 最 早 出 现 的 欧 美 型 大 学［３］，其 前

身是明治时期创办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科学

校。１８７７年４月１２日，日 本 文 部 省 将 东 京 开 成

学校和东京医科学校合并，成立东大，并对东大管

理机构、咨询机构等的设置做出了具 体 规 定。作

为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东大的办学经费主要 由

政府资助，并且在过去的１００多年里，东大的发展

始终离不开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成 立 之 初，文

部省将全部教育经费的４０％拨给东大，这一比例

一直持续到１８９０年［４］３２。１９０７年，日本政府又制

定了《帝国大学特别会计法》，规定在国立学校的

教育经费中将东大的教育经费独立出来，并以 法

律形式固定下来［５］，这从立法的 角 度 保 障 了 东 大

教育经 费 的 稳 定 性。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开 始，东 大

每年财政预算都在千亿日元以上，政府投入占 其

总预算的比重超过９０％。２０１７年，东大财政预算

总额为２　５９５亿元（约合人民币１３８．５亿元）［６］，其

中政 府 直 接 投 入 ８２７亿 日 元，占 预 算 总 额 的

３１．９％。除此之外，日 本 政 府 还 通 过 一 批 公 共 社

团法人机构对政府来源的资金进行分配，这 样 实

际来自政府的投入占比５０％以上。

国大是新加坡政府设置 的 第 一 所 国 立 大 学。

１９８０年，新 加 坡 政 府 颁 布《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法

令》［７］，将新加坡大学和新加坡南洋大学合并为新

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当时的教育部部长为国大

的首任校长，总统是国大的名誉校 长。作 为 新 加

坡教育部直属的公立大学，政府是其办学经 费 的

主要来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大每年获得政府５
亿左右新币的财政拨款，这占国大运营经费 的 比

例超过８０％，即 使 在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时 期，政 府 对

教育的投入也是有增无减。为将国大建成世界级

大学，进入２０００年后，政府每 年 对 国 大 的 拨 款 提

升到１２亿 新 币 左 右，占 国 大 运 营 经 费 比 例 的

７５％左右。随着高等教育经 费 来 源 的 多 样 化，国

大拓宽经费来源渠道，通过扩大社会和企业 赞 助

等方式降低政府拨款的比例，即便如此政府 资 金

占国 大 运 营 经 费 的 比 例 仍 然 保 持 在６０％以 上。

此外，政府还通过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形 式 对

大学进行专项资助。由此可见，国大 的 发 展 始 终

与政府的支持息息相 关。ＴＨＥ主 编 菲 尔·贝 提

（Ｐｈｉｌ　Ｂａｔｙ）指出：“和西方政府不断缩减大学预算

的情况相比，国大每年都从政府获得充足的 教 育

经费。”［８］正是得力于 新 加 坡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近

年来国大在世界各个大学排行榜中迅速崛起并稳

步提升，在ＴＨＥ亚太地区大学排名中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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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大是香港政府为应对社会和经济发展

需要而创建的大学。为了维持香港经 济 的 发 展，

保持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香港政府决心 建

立一所“与世界同类级院校一争雌雄的专攻高科

技和现代 企 业 管 理 的 研 究 型 大 学”［９］。１９９１年，

香港科大应运而生。香港政府对香港科大投入了

巨额经费，其建校初期所需要的３５亿港币基建经

费中除了香港赛马会捐赠的１９．２６亿 港 币 外，其

余全由香港政府承担。除此之外，香港 政 府 还 承

担了其１３．４７亿港币的运作资金，这在 当 时 世 界

高等教育投资中是屈指可数的。建校 初 期，香 港

政府的财政投入占香港科大总收入的８０％以上。

随着学费、社会捐赠和其他收入的增加，香港政府

的投入所占比例开始下降，但即便如此，该比例依

然超过５０％。２０１６年，香港科大运营经费投入共

４３．１８亿港币，其中５４％源自香港政府，２５．５％来

源于学费，７％左右来源于社 会 捐 赠，１３．５％来 源

于其他渠道［１０］。

从三所大学的发展历程可 以 看 出，它 们 虽 然

创建初衷不同，但都是政府重点资助对象，政府在

其追赶式 发 展 过 程 中 始 终 扮 演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角

色。在不干涉大学自主办学的情况下，政 府 主 导

着大学的发展，通过大量资金的投入保证其向 社

会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类优秀人才和先进的科研成

果。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大学跻身于世界各个大学

排行榜前列的物质前提。

（二）办学理念：服务于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

大学的办学理念是指导办学实践的基本原则

和价值取向，它指导着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

务工作。亚洲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理念均表现出

为国家和地区发展服务的特点。

明治维新时期，创办东大的 初 衷 是 为 了 满 足

社会 对 人 才 的 需 求，并 实 现 国 家 的 强 盛。１８８６
年，明治政 府 颁 布 的《帝 国 大 学 令》第 一 条 规 定：

“帝国大学以传授适应国家需要的学术技艺并研

究其奥蕴为目的”［１１］。这体现出当时东大的办学

理念至少包 含 两 项 基 本 内 容：第 一，大 学 以 传 授

知识与研究学问为基本职能；第二，大学所传授与

研究的知识、学问必须以适应国家基本需要为 根

本目的［１２］。１９１８年，日本政府制定的《大学令》再

次确认了 这 一 国 家 主 义 色 彩 浓 厚 的 办 学 指 导 思

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大修改了其 教 育 理 念

和任务，即“作为学术的中心，向社会传播科 学 文

化，使大学成为维护学术自由、思想 自 由、研 究 自

由和追求真理的媒介”①。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日本政府提出“技术立国”方针后，为满足社会对

技术人才的需求，东大把科技人才的培养作 为 重

点，大 力 发 展 理 工 科 专 业。在１９９５年 日 本 实 施

“科技创新立国”战略后，东大为进一步强化产学

研合作，采用兼任企业研究开发部门的顾问、特邀

人员或讲师等举措，共同研究生产中的科学 技 术

问题，为该企业的发展服务；同时企业委托东大搞

研究 项 目，将 研 究 成 果 应 用 到 实 际 生 产 中 去［１３］。

产学研合作模式使得东大与企业之间保持着良好

的合作关系，东大用科研技术促进企业的发展，从

而为国家经济建设与地区发展服务。正是由于这

种适应时代潮流、符合日本国情的办学理念 与 改

革措施，使得东大成为日本学术思想和科学 创 造

的源泉，为日本社会的发展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毕业生对明治以来日本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在明 治 时 期，东 大 培 养 的１　０００名 毕

业生中有１／４进入官厅担任要职。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前日本政府总理大臣２５人中有８人毕业于

东大［４］１５３。战 后，东 大 对 日 本 社 会 政 治、经 济、科

技、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巨 大 贡 献。截

至２０１６年，东大已有１１位校友获得诺贝尔奖。

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国 家，新 加 坡 积 极 走 全

球化的发展道路。为了更好地迎接全球化的新挑

战和新 机 遇，满 足 国 家 发 展 需 要，２００２年 国 大 当

时的校长施春风将“发展知识、鼓励创新，教 育 学

生、培育英才，服务国家、回报社会”作为国大的办

学理念，致力于实现其“跻身全球知识企业 之 列，

使教 育、研 究、创 业 协 同 发 展”［１４］的 愿 景。２００９
年，国大当时的校长陈祝全提出“立足亚洲、影 响

未来的世界级顶尖大学”的新愿景，为实现这一愿

景，树立了“通过教育、研究和服务，改变人们思维

和行动”［１５］的办学理念。这一理念包含了三个相

互扶持的重点：落实转型教育，培养 思 想 活 跃、懂

得把握时机、勇于改变现状的领袖及栋梁人才，以

及能适应不同环境的世界公民；从事影响深 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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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活动，以期拓展知识疆界，为社会进步做出贡

献；提供国大应有的专业支持，成为社会、经济、国

家发展的一股力量［１６］。为实现这一愿景与理念，

国大一直秉承“无墙文化”原则，即“人才不设墙”、

“观 念 不 设 墙”、“思 维 不 设 墙”和 “知 识 不 设

墙”［１７］，将国大建设成“全球化大学”，将学生培养

成“负责任的全球化公民”。正是由于其多年来在

人才培养上一直秉承“无墙文化”理念，国大正在

发展成为一 所“国 际 化 大 学”，在“２０１７年 全 球 最

国际化大学排名”中位列第四，其毕业生在国际人

才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国大在人 才 培 养、科

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直接服务于新加坡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首先，国大培养的高水 平 人 才 注

重满足新加坡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需 要，

适应新加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 需 要。其 次，

国大在科学研究中重视与工业界进行合作开展实

践研究，科 研 成 果 能 够 尽 快 在 社 会 上 得 到 应 用。

最后，国大还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如在政府机

构和社会团体中担任职务，主动开设国家所需 的

专业，为新加坡社会经济建设培养人才，通过与社

会生产部门结合，为工业界、生产部门提供技术指

导或咨询服务，或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１８］２４。

香港科大建校之初就以发展成为一所致力于

为香港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国际化优秀学府 作

为自己的愿景，这一愿景要求香港科大既要走 在

国际前列，又要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还要与香港政府和工商界通力合作，把香港发 展

成为以知识为本的社会。为实现这一 愿 景，其 办

学理念确 定 为“通 过 教 学 与 研 究，增 进 学 习 与 知

识，尤其在科学、技术、工程、管理及商业方面的学

习与知识及研究生程度的学习与知识；并协助 香

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１９］。在这一愿景和办学理

念的指引下，香港科大始终坚持以科技为先导 的

学术研究方向，眼光瞄准整个世界，确立“重点研

究领域”的发展战略。这些重点研究领域都是 在

香港发展知识型经济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角色的

领域，并且具有国际性和时代性，同样这些领域所

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能帮助香港科大提高其国际竞

争力并确保其在香港的领导地位。香港科大还与

工业界、本地和海外学术机构广泛合作，将一些与

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科技产 品，

服务于社会。目前，香港科大的近千项 专 利 中 有

一半已经被业界在产品开发和技术集成中 运 用，

为香港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从三所大学的办学理念 可 以 看 出，创 建 者 对

自身愿景和历史使命有着准确而清晰的认 识，能

够考虑到学校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因地 制 宜

地选择符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并将学校的发 展 与

地区的进步、国家的发展相结合。日 本 经 济 迅 速

发展、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等形势都促使东大 需 本

着“做大做强”的办学理念进行学校建设，以适应

国家需要、服务于世界公共事业。在新加坡“全球

化”经济 发 展 路 线 下，国 大 理 性 地 认 识 到 扎 根 于

“无墙文化”理念的建设模式可以培养出更具竞争

力的国际化人才。香港科大的创建者意识到由于

资源有限，无法办成各个领域都出类拔萃的大学，

关键是要做到“高精尖”。他们根据自身使命和实

际条件，自建校起就选择了“少而精”的特色发展

道路。

（三）人才建设：引进与培养相结合

作为典型后发型世界一 流 大 学，在 世 界 一 流

大学建设中走追赶式发展的道路，实施“国际化”

人才战略，采用“请进来和送出去”相结合的方式，

汇聚一流人才从事教学和研究，是亚洲世界 一 流

大学建设的又一特点。

东大成立后，为使东大成为“代表日本高等教

育的高等学府”，日本政府采用高薪聘请外国专家

的政策，拿出东大教育经费的１／３向 全 世 界 聘 请

一流的学者赴日任教。在东大早期 的３９名 教 授

中，外国教授为２７人［２０］，主要来自德国、美国、英

国、法国。同时，日本政府派遣优秀学生赴欧美留

学，学生学成后回校任教。在东大成立后的２０年

间，学校汇 聚 了 国 内 外 优 秀 的 教 学 和 研 究 人 员。

到１８８５年，全部外籍教授减少到１３人，日本教师

逐步取代 国 外 教 师，东 大 逐 渐 实 现 了 师 资 独 立。

截止到２０１５年５月，东大共有包含教授、准教授、

讲师、助教在内的各类教职员７　８３２人，这些教员

中有５５３人来 自 海 外，占 比７．４％［２１］。东 大 的 师

资队伍中有近９０％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他们大

都是从本国的顶级高校获得博士学位，而从 国 外

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基本毕业于美国、德国、加拿

大、英国等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国大建校之初非常重视 教 师 队 伍 建 设，他 们

认为高水平的学生不是由先进设备造就出 来 的，

０６ 　　　　　　　　　　　　　 第１２卷



而是靠高水平的教师培养出来的［１８］２７，因此，延揽

高水平师资最重要。建校之初，国大一 方 面 在 全

球招聘优秀学者和教授，同时还积极培养具有 高

级学位的年轻教师，为他们提供进修、提 升 机 会。

当有教席空缺时，国大会在新加坡或国外的报 刊

杂志上刊登广告，进行公开招聘。当前，国大通过

设立“教授基金”向全球招揽最杰出的专家学者，

壮大其教学与科研团队。根 据 国 大２０１６年 统 计

年报的数据，学校有教学人员２　４００人，研究人员

３　５００人，师资队伍中２／３的教授来自海外，超过

９０％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其中近一半 毕 业 于 美

国的哈佛大 学、斯 坦 福 大 学 等 世 界 一 流 大 学［２２］。

这些优秀的教员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很高的造

诣，强大的师资力量保障了教学内容的国际化 和

教学品质的卓越性，使其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 的

认同和赞誉。

香港科大作为香港政府设 置 的 第 三 所 大 学，

建校之初，在创校校长吴家玮的带领下组建了 一

支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从校长到教师，每一个人都

有博士学位。创办初期的５４５名教员几乎都是留

学生，留学国别主要是美国、加拿大、英 国 和 澳 大

利亚，所占比例分别为７０％、１０％、８％、３％，他们

共同 致 力 于 高 等 教 育 和 研 究 工 作［２３］。截 止 到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香港科大共有来自全球２８个国家

的教员６６３人。得益于全球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

伍，香港科大在２０１６年ＱＳ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

“国际教师比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Ｒａｔｉｏ）指

标上排名第一［２４］。

三所大学的师资队伍建设 表 明，一 所 大 学 能

否取得成功、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关键在于

它是否拥有一支国际化的高水平师资队伍。高水

平的教师队伍不仅可以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而

且可以提升学校科研能力，直接影响着学校的 社

会声誉和服务能力等。三所大学在延揽国际化的

高水平师资队伍上有着很多相似的策略，如采 取

“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通过高薪待

遇和自由的学术环境等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另 一

方面出台各种培养计划，提供更多机会让本校 教

师到国际资深机构深造及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等。

（四）学科发展：实施“重点研究领域”的发展

战略

一流学科建 设 是 造 就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的 基 础

和必要 条 件，在 世 界 各 个 大 学 排 行 榜 中 排 名 上

升较快的大学都 是 在 一 两 个 学 科 领 域 首 先 取 得

突破的。上述三所大 学 在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建 设 中

确立“重 点 研 究 领 域”的 发 展 战 略，不 断 强 化 学

科建设。

基础科学研究是东大科 学 研 究 发 展 的 重 点，

研究者们把研究的重点定位在对未来发展有重大

影响的领域。东大目前拥有多项世界先端科学研

究，如能源开发研究、地震火山研究、海洋研究、癌

症研究等。

国大目 前 设 有４个 研 究 生 院、３所 卓 越 研 究

中心及２６所大学研究机构与中心。此外，国大还

与１６所国家级研究机构紧密联系，其 在 工 程、生

物医学、生命科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实力备

受公认。在２０１６年发布的“全球大学科技竞争力

排名”（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ｎｅｓｓ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简 称 ＳＴ－
ＣＲＧＵ）中，东 大 位 居 第 １１ 位，国 大 位 居 第

４２位［２５］。

２０１１年香港 科 大２０周 年 校 庆 时，当 时 的 校

长陈繁昌 再 次 明 确 指 出 香 港 科 大 不 是 综 合 性 大

学，而主要突出科技和商业两个方 面。香 港 科 大

特别注重科学技术、工程管理和商业课程建 设 及

研究生的培养，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五个重点 研 究

领域：纳米科技，生物科学及生物技术，电子学、无

线通信及资讯科技，能源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工

商管理教育及研究。这五大研究领域都在香港经

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香 港 社

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三所大 学 的 学 科 建 设 经 过 艰 苦 卓 绝 的 努

力，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 绩，这 一 点 在２０１７年

ＱＳ发布的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上已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见表２）［２６］。从表２可以看出，三 所 大 学 都

拥有若干强大的应用学科，优势学科明显。同时，

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等新兴学科不断产生和发展。

但是与东大和国大较为齐全的学科门类相 比，香

港科大在生命科学与医学、社会科学和艺术 人 文

方面并未开设太多的学科，这与香港科大本 身 的

定位有关。因此，学科的设置不在于齐全，能够结

合本校实际、有针对性地确定重点研究领域、建设

一流学科 才 是 不 断 提 升 大 学 学 科 综 合 竞 争 力 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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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７年ＱＳ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学科领域 专业
排名

东大 国大 香港科大

工科

化学工程 １０　 ８　 ２９
土木工程 １２　 ５　 ２６

计算机科学 １８　 １０　 １９
电气工程 １３　 １２　 ２９
机械工程 ８　 １３　 ２３

理科

物理 １８　 １４　 ４３
数学 １９　 １１　 ５０

环境科学 ２５　 ９　 ６４
地球与海洋科学 １５

化学 １０　 ７　 ２７
材料科学 １５　 ８　 ２３

地理 １９　 １１

商科

会计与金融 ４４　 １８　 １７
商业与管理 ８６　 １５　 ２０

统计与运筹学 １９　 ８　 ２６
经济学 ３０　 ２０　 ２４

体育管理 ４６

生命科学与
医学

农业科学 １２
生物科学 １２　 １９　 ７０

医学 ２６　 ２９
药学 ９　 １１
护理 ６９　 １９

兽医科学 ３４
解剖学与生理学 ９　 ４６

心理学 ７３　 ４８

社会科学

传媒 ２６　 １２
教育学 ７４

政治 １７　 １５
社会学 ２２　 １５

法学 ２２　 １５
开发研究 ２４

社会政策与管理 １６　 ７

社会科学

表演艺术 ３８　 ４３
语言学 １８　 １６　 ３４
人类学 １７
考古学 ３１
建筑学 ９

艺术与设计 ３５
英语 ３７　 １５

历史学 ２０　 ３２　 １６９　
现代语言学 ６　 １７

哲学 ６５
注：在学科排行榜中没 有 排 名 是 因 为 所 在 大 学 并 未 开 设
此专业。

三、启示

东大、国大以及香港科大 作 为 亚 洲 高 等 教 育

领域的一流高校，有着一些共同特征。因此，分析

它们的成功经验，对于顺利推进和深入实施我国内

地“双一流”建设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具有

重要借鉴意义。结合我国内地“双一流”建设的发

展实际，文章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发挥 我 国 制 度 优 势，集 中 力 量 进 行“双

一流”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 庆 祝 中 国

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中指出：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优势，利用这一优势 可 以

实现跨越式超常规发展。从“双一流”建设的提出

到后来的不断推进，都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但

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相较于世界平均水平

也仅仅达到了及格线水平，而与我们同处亚 洲 文

化圈的东大和国大的成功建设很大程度上是政府

大力支持的结果。因此，政府要承担起“双一 流”

建设的总体规划、路径设计、资金和制度保障的责

任，利用我 国 的 制 度 优 势，集 中 力 量 推 进 高 校 的

“双一流”建设，发挥我国的制度特色，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最终实现弯道超车。

（二）明确大学办学定位，推动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

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大学 精 神、大 学 理 想 和 大

学文化的具体体现，是指导办学实践的基本 原 则

和价值取向，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发 展 的

兴衰与成败。境外大学不论是亚洲世界一流大学

还是其他高校，都有清晰明确的办学理念和 办 学

定位，而境内高校则往往很少谈及自己的办 学 定

位，一些高校虽然有自己的办学定位，但也仅仅停

留在文本上，没有在实践中根据办学定位实 施 学

校建设。我国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要

确定本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定位，摒弃“大而全”

的办学模式，切记不要生搬硬套一个办学模板，而

要在坚持自身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历史

传统、实际条件和办学优势等，科学合理地定位办

学理念，走独特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三）加强环境营造和平台搭建工作，提升师

资国际化水平

自由的学术环境、多元的 科 研 平 台 是 吸 引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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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内外一流学者的主要原因。东大、国 大 和 香

港科大的成功建设都离不开国际化、高水平的 教

师队伍。不管是凭借高薪待遇引进世 界 人 才，还

是为本校教师提供国际深造的机会，吸引人才 的

关键都是自由的学术环境、多元的科 研 平 台。随

着全球化日益推进，我国各高校也认识到在教 师

招聘上要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人才，但问 题

是往往招得来人才，却留不住人才。不 论 是 海 外

归国的优秀华侨，还是在任的高校教师或校长，时

常出现另谋他就的情况。因此，高校应 该 提 供 更

加自由的学术环境，给身在异乡的海外人才“安全

感”；搭建多元的科研平台，给高水平教师队伍 展

示自我的大舞台。

（四）一流 学 科 选 择 与 布 局 是 一 流 大 学 建 设

的重中之重

世界一流 大 学 建 设 与 一 流 学 科 建 设 密 不 可

分，我国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长期忽视 学

科建设，并未把有限的经费用于学科建设，也缺乏

审时度势、果断取舍的魄力，而贪图学科的“大而

全”。境内高校在学科建设上要强化基础学科 和

应用学科的区分度，明确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 的

定位；做到基础学科门类齐全，重视基础学科中自

然学科（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对工科和商科的

支撑作用；秉持学科建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

念，确定符合自身的学科发展方向，建设特色鲜明

的应用学科，做到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共生发展。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内地高校“双一 流”建 设

来说，作为后发型亚洲国家和地区，政府对大学提

供的政策与资金支持是亚洲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

前提。亚洲的大学与政府之间具有天然的共生关

系，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又直接为国家经济和 地

区发展服务，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在一 流 大 学 的

建设过程 中，作 为 政 府 兴 办 的 公 立 大 学，汇 聚 国

际、境内一流师资进行教学和科研奠定了其成 功

的基础。一流大学的成功不在于规模 大，也 不 在

于学科全，而 关 键 在 于 办 出 自 己 的 特 色，形 成 优

势，在办学理念的指引下，完成对高等教育办学模

式的移植与制度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我国内

地高校来说，亚洲世界一流大学成功之中蕴藏 的

建设特点是值得借鉴的，虽然模仿总是存在“最后

最小的差距”，但模仿可以使大学在最短时间内迅

速发展。当然，要实现超越，我们还需在模仿的基

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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