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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是国家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源泉。跻身创新
型国家行列，建成现代化强
国，离不开一批高水平大学
的支撑。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国就开始有计划地建设重
点大学。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 以 来 ， 随 着 “211 工 程 ”

“985 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
的实施，一批重点建设高校
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
著提高，带动提升了我国高
等教育的整体水平，有力支
撑 了 经 济 社 会 持 续 快 速 发
展。实践证明，“集中资源、
率先突破、带动整体”的重
点建设道路，充分发挥了社
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优越性，迅速缩小了我国
与高等教育强国之间的差距。

“211 工程”为高水平大
学建设特别是重点学科建设
提供了发展契机。它所确立
的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指导思想，抓住了高
等学校建设的关键。同时，“211 工程”建设
体现了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基本要点，为建设
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探索了一种有价值的模
式，也为加快中国高水平大学建设积累了经
验、奠定了基础。“985 工程”建设目标更加
明确，即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知名的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为
目标。改革和投入的力度也更大，实行“长
期规划、分段实施、动态管理”，体现了对中
国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规律的自觉遵循。

进入新时代，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性
更加凸显。着眼国内，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高层次领军人才；放眼国际，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兴起，高精尖科
技领域竞争尤为激烈。这些都呼唤我们推动高
等教育由大到强，培养更多各类创新人才。党
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坚
持立德树人，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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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世纪的教育工程
郭新立

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重点建设，是
党和国家始终坚持的方向。世纪之交，
高等教育如何培养高层次人才、开展高
水平科学研究，是一个重大命题。“211
工程”“985工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启动实施的跨世纪教育工程。

1991 年动议“211 工程”的时候，
我恰好是教育部的一名主任科员，此后
一直参与“211 工程”“985 工程”的论
证和建设工作，后来担任这两个项目的
办公室主任。

回想当年做规划、搞验收的日日夜
夜，从一开始，大家就形成了一个重要

共识，就是“211 工程”和“985 工程”
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国家发展。按照

“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要使一批高
等学校和重点学科成为立足国内培养高
层次人才、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
大问题的基地，成为适应地区和行业发
展需要、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大
问题的骨干和示范。“985工程”启动实
施后，目标更加明确，范围更加集中，
内涵更加全面，投入更加有力，以建设
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为
目标，以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基地建设为载体。

“211 工程”和“985 工程”在培养
高层次人才、承担重大基础性研究任务、
产出原创性理论成果和标志性创新成果、
解决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211
工程”和“985工程”在服务国家发展中
带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了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决
策部署，掀开了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
的新篇章。我们探索出的重点建设大学
模式，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贡献了中
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我深深体会到，国家的强盛需要世
界一流大学来支撑；而国家的强盛，又
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最根本条件。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上，中国一定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一流
学科和一流高校，我对此充满信心！

（作者为山东大学党委书记）

图①：哈尔滨工业大学超精密仪器技术创新团队。 资料照片
图②：南京大学“985工程”——“物质科学平台”项目团队。 余 萍摄
图③：2020年9月1日，一名北京大学新生在入学纪念画上按彩色手印。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图④：2020年9月9日，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现场。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实施“211工程”“985工程”——实施“211工程”“985工程”——

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本报记者 张 烁 丁雅诵

高水平大学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
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核心
竞争力的有力支撑，在引领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211 工 程 ”“985 工 程 ”“2011 计
划”“双一流”建设……从上世纪 90 年
代至今，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之路行稳
致远，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如
今，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经稳居
世界第一，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54.4%，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推进重点建设，带
动整体发展

上世纪末，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
浪潮兴起，以教育、科技和人才为代表
的综合国力竞争尤为激烈，迫切需要我
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当时，大部分高校科研能力相对较
弱，高水平科研成果不多，师资队伍断
层现象突出。”回忆当年，当时在复旦大
学任教的杨玉良感触颇深。

“要想在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高
等教育的差距，只能走重点建设带动整
体发展的道路。选择一些基础较好、对
行业区域发展有重要作用的高等学校和
学科，通过重点建设，使它们率先进
入国际先进行列。”教育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

1995 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决定
实施“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
点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
点学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立
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
层次最高的重点建设工程。

“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8年
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
校 100 周年大会上说。1999 年，国务院
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决定“创建若干所具有世
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
科”，“985工程”正式实施。

与“211 工程”相比，“985 工程”
的建设目标更明确、内涵更全面、改革
和投入力度更大，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
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主要支撑，为高
等学校注入了强大的生机活力。自启动
以来，先后有 112 所高校进入“211 工
程”、39所高校进入“985工程”。

培养拔尖人才，承
担科研重任

2005 年 9 月 16 日，一张特殊的“嘉
奖令”从教育部、财政部发出：“对中南

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予以表彰，每校奖
励2000万元，用于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

作为“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
点学科和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中南
大学“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
备技术”和西北工业大学“耐高温长寿
命抗氧化陶瓷基复合材料应用技术”取
得重大成果，均摘取2004年度国家技术
发明奖一等奖，一举打破了该奖项连续
6年空缺的局面。

雨后春笋般的成果涌现出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
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实现量子容失编码，
研究成果 4 次被评为国际物理学重大

（重要） 进展；中国人民大学推出《中国
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等三大研究报告，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以
及入选教育部‘长江计划’的学者人
数，1998 年还是个位数，2000 年就超
过了30人次，这些学者都成为了各学科
的骨干和带头人。”南开大学教授黄唯
平说。

从“211 工程”到“985 工程”，我
国高水平大学办学实力全面提高。1995
年到2011年，“211工程”学校校均科研
经费从 0.36 亿元增加到 6.73 亿元，“985
工程”学校校均科研经费从 0.65 亿元增
加到12.48亿元；“211工程”学校有博士
学位的专任教师数增长了 10多倍，“985
工程”学校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
超过60%。

协同创新，是深化高等学校改革发
展的重要选择。2011 年 4月 24 日，胡锦
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同年，我国启动实
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
提升计划”，推动高校内部与外部创新力
量的融合发展。

“国家实施重点建设以来，我国高水
平大学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承担国家
重大科研任务、培育高水平学科等方面
取得突出成绩，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打下基础。”教育部有关负责
人说。

建设“双一流”，
走向高等教育强国

“211 工程”“985 工程”实施以来，
高水平大学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成为加
速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动力来源。

中南大学首创的中国浮选脱硅氧化
铝生产工艺，将我国铝资源的经济利用
保证年限由10年增加到60年；东北大学

开发的超级钢代替微合金钢应用于汽车
工业，成功开辟了节省合金元素、大幅
提高性能的新途径；浙江大学成功研制
集散控制系统等产品，打破国外在高端
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党中央作出
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
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2015年
8 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推
动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
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根据 《总体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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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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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一流’是党
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
战略部署，‘985 工程’

‘211 工程’等重点建设
项目，都已统一纳入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教育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

从“211 工程”“985
工 程 ”“2011 计 划 ” 到

“双一流”建设，党和政
府推动高等教育奋起直
追，我国高等教育的明
天，必将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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