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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委：高校双一流建设不搞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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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实施办

法》），按照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并建立建设高校有进有出动态调整机制。

2015年8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同年10月24

日由国务院印发。“双一流”建设成为了继“211工程”和“985工程”之后，又一个备受关注的教育战略规划。

过去一年，“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高校为“双一流”抢人等问题持续引发关注，“双一流”到底如何建设、怎么评选？1月25日晚，教

育部等三部委公布的《实施办法》，明确了“双一流”建设周期、遴选条件、遴选程序、支持方式、管理方式等问题。

要有一流专家

根据《实施办法》，“双

一流” 遴选条件分为两部

分，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

是经过长期重点建设、具

有先进办学理念、 办学实

力强、 社会认可度较高的

高校， 须拥有一定数量国

内领先、 国际前列的高水

平学科， 在改革创新和现

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成效显

著。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应

具有居于国内前列或国际

前沿的高水平学科， 学科

水平在有影响力的第三方

评价中进入前列， 或者国

家急需、 具有重大的行业

或区域影响、 学科优势突

出、具有不可替代性。

同时，还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

传承创新、 师资队伍建设

和国际交流合作6个方面

进行了要求。 在师资队伍

建设方面， 要求高校教师

队伍需要政治素质强、潜

心教书育人、 掌握先进的

教学方法和技术等。同时，

要有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

前沿的一流专家、 学科领

军人物和创新团队， 教师

结构也要合理。

设立专家委员会

《实施办法》 规定，遴

选将采取认定方式确定一

流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及建设学科， 设立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专家委员会， 由政府有关

部门、高校、科研机构、行

业组织人员组成。

之后根据认定标准专

家委员会遴选产生拟建设

高校名单， 并提出意见建

议。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

革委审议确定建议名单。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

济研究所副所长、 国家教

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兼职研

究员胡耀宗一直关注“双

一流”的建设情况，据其介

绍， 目前国家没有公布进

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

世界一流学科初步确定在

100个左右。

目标

到2020年
若干所大学和

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

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到2030年
更多的大学和

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

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

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到本世纪中叶
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

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遴选条件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应是经过

长期重点建设、具有先进办学理念、

办学实力强、 社会认可度较高的高

校，须拥有一定数量国内领先、国际

前列的高水平学科， 在改革创新和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成效显著。

六方面要求
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

师资队伍建设；国际交流合作。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应具有

居于国内前列或国际前沿的高水

平学科， 学科水平在有影响力的

第三方评价中进入前列， 或者国

家急需、 具有重大的行业或区域

影响、学科优势突出、具有不可替

代性。

遴选程序

设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专家委员会， 由政府有关

部门、高校、科研机构、行业组织

人员组成。

根据认定标准专家委员会遴

选产生拟建设高校名单， 并提出

意见建议。

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审议确定建议名单。

列入拟建设名单的高校编制
建设方案

高校须组织相关专家， 结合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需

要，对建设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

进行深入论证。

论证通过的建设方案及专家

论证报告， 经高校报所属省级人

民政府或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

报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根据专家委员会意见， 研究确定

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

建设学科，报国务院批准。

就在《实施办法》公布的同一

天，1月25日，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

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

知》，明确表示“不鼓励东部高校

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

才。”

该通知还要求，科学合理统

筹人才薪酬待遇，高校之间不得

片面依赖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

挖人才。对于国家人才计划入选

者、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应模

范遵守聘任合同，聘期内或项目

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变更工作

单位。

去年12月， 就有媒体报道为

争创双一流， 不少高校不惜血本

到处“挖”人，一些学校甚至被挖

得“伤筋动骨”。对此，有高校教师

告诉记者确实有这种情况存在。

“这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

胡耀宗说， 我国区域之间经济社

会发展不平衡， 总体上中西部地

区经济欠发达， 工作生活条件较

为艰苦， 地处该地区的高校竞争

力较弱， 出现东部地区挖西部地

区高校， 西部著名高校挖地方一

般院校的人才。

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 胡耀

宗认为， 最主要是在学科布局上

进行差异化布局， 比如兰州大学

在冰川冻土、 沙漠治理等学科做

得是非常好的，但一些热门学科，

如经济学、 管理学或一些前沿学

科， 需要国家和地方的支持政策

留住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程方平认为， 高校争人才从古至

今就有， 它促进各高校制定人性

化的吸引人才的政策。 即使国内

不抢、 国外也会抢。 对于大学教

师、知识分子来说，他的追求、自

我价值实现，是否得到尊重、创新

机会等也都是重要的原因， 各高

校不应一味抬高价。

巨额投入有用吗？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广

东、河北、山东等16个省份出台了双一

流建设相关方案或文件。

很多省份为了支持本省高校进行

“双一流”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据媒

体报道，山东省将在“十三五”期间，财

政加大投入力度， 多渠道筹集50亿元，

支持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进

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工程，力争一批学

科进入世界一流或世界前列；河南将投

入超过13亿用于打造一批具备世界一

流水平的优势学科和综合实力位居国

内前列的特色学科。而广东更是投入超

过百亿元。

这些省份巨额的投入能否达到实

效？对此，胡耀宗认为，每个省份在不同

时期对大学的投入一般都是有重点的

进行投入，总体看是好事情。

对于各省份投入额度方面的差异，

他表示，各省间财力差别比较大，高等

教育发展基础也不同，每个省份投入肯

定不一样。

程方平则认为，现在一些省份“为

评而评”存在一定问题，成为一流大学

不是靠评，而是靠大学里老师学生有一

个明确的教育理念和目标，“双一流”建

设要避免走形式主义，要务实。

“211”“985”

是否已成历史？

随着《总体方案》和《实施办法》的

出台， 曾经的大学“标杆”———“211”

“985”工程可能也将退出舞台。

对此， 去年6月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中央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

做出新部署，将“985工程”、“211工程”、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

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程方平表示，前面的探索是后面探

索的基础，不应该截然分开，这只是概

念上的区别，大方向应该是一致的。

胡耀宗表示，从长期看中国高等教

育的历史，从1952年就开始有重点地对

大学进行投入建设，不同时期都会根据

国家发展需要对部分大学进行重点支

持。“211”“985”工程是上世纪90年代前

后期进行，现在过了20多年，顺应新的

国家战略需求提出一个新的发展规划

非常及时。

而且“211”“985”工程的投入成绩还

是比较突出的，从国际大学排名来看，中

国大学进步很明显。 我们国家经济社会

的高速发展也与这些大学的人才培养和

知识贡献密切相关。

（据《新京报》）

引发高校抢人才？

双一流如何炼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