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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主创新实现高教新发展

[ 作者 ] 沈晓明 

[ 单位 ] 中共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 

[ 摘要 ] 知识竞争力是推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它源于四个相互依存的要素的紧密结合，即通过科学研究创造知识；通

过教育和培训传授知识；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传播知识；在技术创新中应用知识。高校在这些方面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要充分

发挥高校的科技与人才优势，使其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关键词 ] 知识社会;上海高等教育

       ●知识竞争力是推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它源于四个相互依存的要素的紧密结合，即通过科学研究创造知识；通过

教育和培训传授知识；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传播知识；在技术创新中应用知识。高校在这些方面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要充分发

挥高校的科技与人才优势，使其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发展，都是在某一时期抓住国家发展的战

略需求，从而实现了自身快速的发展，并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由此看来，通过聚焦国家战略，进一步提升上海高校的一批重点学

科和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体水平，是我们唯一的历史战略选择 ●从世界发达国家高校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们也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担

负起各自的历史使命。上海市科学技术大会把突破体制机制瓶颈制约，构建产学研结合大平台当作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能不能走通华山

天险一条路，构建产学研良性互动是关键。这就要求上海高校要更加主动融入科教兴市的主战场，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

动中培养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家现实发展和长远利益的需要，把握世界科技重大变革和趋势，发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

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号召。对于上海来说，探索走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自主创新道路，是科教兴市主战略进一步深化，也是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化、上海化。近十年来，上海高等教育主动融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不断深化改革，得到了快速发展。上

海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这所城市的飞速发展。新世纪新阶段，探索走中国特色、上海特点自主创新道路伟大实践，将会给上

海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增强自身使命感、忧患感和紧迫感。 

——充分认识高校在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十一五”时期，是上海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支撑的重要阶段，也是上海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形成“四个中心”的关键时期。最近召开的上海科学

技术大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在率先建成城市创新体系的基础上，上海知识竞争力排名进入世界大都市(地区)的第二集团奋斗目标。知

识竞争力是推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它源于四个相互依存的要素的紧密结合，即通过科学研究创造知识；通过教育和培

训传授知识；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传播知识；在技术创新中应用知识。高校在这些方面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

中有着极其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国际情况来看，全世界在《Nature》和《Scince》发表的论文2/3由大学发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3/4

来自大学。从国内情况来看，2004年被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高校占64.3%，国际期刊上发表数高校占了

80.73%，参与国际合著论文高校占76%。从上海的情况来看，2005年上海高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占全市的83.6%。在承担的37个973

项目中，上海高校占21项，为全市总数的56.7%。获国家级科技奖励27项，占全市获奖总数(46项)的58.7%，高校获上海高科技进步奖数占

全市的50%以上。由此，在探索走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自主创新道路中，我们要充分发挥高校的科技与人才优势，使其成为城市综合竞

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认识聚焦国家战略为上海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带来的发展机遇。从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和新的

要求，从上海自身具备的条件和基础，市委、市政府选择了聚焦国家战略作为提升上海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选择。聚焦国家战略既是提升

上海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需求，也为上海高校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综观世界高水平大学

的发展，都是在某一时期抓住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从而实现了自身快速的发展，并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的劳伦斯实验室，二战期间该实验室承担了重要战略武器的研制，首次发现了人造元素镎和钚，由于实验室的卓越贡献，伯克利在战后成



为美国乃至世界核物理学的圣地。再如MIT从一个以本科生教育为主的二流技术学院崛起成为一流的综合大学，得益于二战期间其林肯实

验室参与了雷达研制，在它的带动下，MIT的通讯、电子、计算机等学科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由于参与

国家阿波罗研制计划，它在美国导弹和航天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958年“探险者1号”进入轨道，使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

推进实验室的声名鹊起，奠定了其在国际学术界一流的地位，并称为“太空开发计划之母”。由此看来，通过聚焦国家战略，进一步提升

上海高校的一批重点学科和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体水平，是我们唯一的历史战略选择。 ——充分认识教育在自主创新建设中的基础

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培养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各类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也是高等学校

光荣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教育要超前发展，只有超前才能蓄势，只有超前才能推动，只有超前才能引领。自主创新关键在人才。在新的

形势下，我们要把加速培育创新人才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要从人才强国(强市)的高度，加快培养一大批高水平创新人才的要求，不断深

化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要坚持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强高校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坚持按照市委提

出的要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方向，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战略部署，把培养大批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开放和高

质量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坚持落实上海人才强市的战略规划，以创新基地和重大创新项目建设为平台，把大量集

聚高层次专业人才、提升上海高层次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深化教育改革，进一步推动产学研战略联盟。推动

产学研结合是上海构建城市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我们要进一步突破体制机制上瓶颈制约，

深入贯彻科教兴市主战略，实现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从世界发达国家高校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们也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担负起

各自的历史使命。在美国，从《莫雷尔法案》到威斯康辛思想，从斯坦福到硅谷，产学研合作的思想一脉相承，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

就。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更是产学研合作的典范，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日本也十分重视产学研合作

的发展。199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将产学研合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在实践中创造了共同研究、委托研究、委托

培训等多种产学研合作制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大会把突破体制机制瓶颈制约，构建产学研结合大平台当作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能不能走

通华山天险一条路，构建产学研良性互动是关键。这就要求上海高校要更加主动融入科教兴市的主战场，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

创新活动中培养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围绕大平台建设，高校要不断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推进人事制度改革，要以重

大项目为载体、以战略联盟为方向，前移产学研结合点，探索产学研合作新机制，引导学校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探索和完善技术转移和科

技成果转化的运行机制和“三区”联动运行与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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