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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之于中国，是资源重地、文化殿

堂，蕴藏着无穷的开发潜力，是我国发展

的战略回旋余地，也必将成为未来经济

腾飞的重要动力。科教之于西部，是基

础建设、发展命脉，意味着强大的人才和

科技储备，是西部开发开放的前沿阵地，

毫无疑问要成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的排头兵。

64年前，以交通大学西迁为代表的

西迁西进，正是党中央为西部大储备、西

部大开发所布局的关键一招。迁校以

来，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交

大”）累计培养了 28 万名毕业生，其中

46%以上在西部建功立业。“西迁人”创

造了3万余项科研成果，其中239项获国

家“三大奖”。2017年，学校主持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奖 7 项，居全国高校第二。

2018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1项，并

列全国第一。学校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取得多项创新成果，在许多关键核心技

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重要科研成果不

断涌现。

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西安交通大学，参观交大西迁博物

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安交大为西

部开发、为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

大量人才，作出了很大的科技贡献。总

书记希望，交大师生和西部的同志们继

续传承弘扬西迁精神，在新时代的历史

进程中，为中华民族立下卓越的贡献。

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

指导意见》正式发布，为重塑全国经济格

局，促进西部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能。西安交大将直击时

代关切，牢牢把握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的历史机遇，更加有底气、

有决心、有信心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整

体战略谋划，率先在祖国西部建成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努力打造重要的科

研与文教中心，为新时代新格局创造留

下历史印记的新贡献。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向度与精神底色

王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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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击“时代关切”，走好中国特色之路

大学是国之重器。其重在人才，“培

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决

定着国家接班人的“颜色”和品质；其重

在科技，大学所释放和辐射的科技能量

意味着国家的创新活力；其重在文化，作

为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传承者、

代表者、创新者，大学影响着文化自信的

底蕴、力量和气度。正因如此，办好大学

不仅是大学自身和所在地区的“家事”，

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事”。办大学

绝对不能闷头单干，而要站在更高的立

场和更大的格局上来审视自身发展。尤

其是身处“国家队”的“双一流”高校，就

是要始终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

在时代洪流中淬炼担当。从全球环

境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

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中国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国内发展大势

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全

国、全社会的，西部更是首当其冲，新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刻不容

缓。国内外的发展大势是高校迈向一流

的时代背景，也是战略机遇。大学要把

握方向，厘清大势，砥砺奋进，搏击前沿。

在制度自信中夯实根基。坚持党的

领导的制度自信是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的根本。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学的一项制度创

新，是党对高校长期探索提出的保证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的实践总结

和制度保证。西安交大领导班子不断健

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完

善学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决策机

制，推动科学民主决策，全面推进学校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升。学校党委

制定《约法十则》，并向全校公开，给权力

和作风戴上“紧箍咒”。坚持“常委进支

部”，实现深入师生党支部全覆盖。

在精神传扬中绽放光芒。西迁精神

既崇高又平凡，既特殊又普遍，具有深刻

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它是几

千年来在历史沉浮与激荡中形成的中国

知识分子精神的光辉写照，是在社会发

展中不断推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的先进文化的深刻体现。西迁精神

不仅是西安交大的“校魂”，更筑就了新

时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底色和基石，也构

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向未来的文化自

信。

二、立足“四个面向”，驱动创新发展引擎

回溯世界历史进程，每一次科技和

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如

今，“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

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能否把

握好历史性交汇期，关系到中国能不能

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纵观历史可见，科技革命一般率先

发生在拥有一流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及

集聚一流人才的国家。大学所释放的科

技能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整体

实力、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因此，一流

大学必须以“四个面向”为根本遵循，以

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前瞻的视野，走中国

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掌握全球科技竞争

先机。

以“顶天立地”为基本方针。任何一

项科研成果，如果不顶着世界前沿、国家

需求这片“天”，不立足经济社会、百姓生

活这片“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西安交大坚持“顶天立地”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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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科学研究的质量和内涵式发

展，瞄准国际科学技术前沿开展基础研

究和原始创新研究，致力于产生一流的

原创性成果；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

所想，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经济主战场

和人民生命健康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前

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等问题，在“四

个面向”的躬行实践中实现科学研究的

跨越式发展。

以“制高点”为目标堡垒。关键核

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没有快速制胜的讨巧办法，更没有一蹴

而就的捷径。交大人坚持自主创新和

校企协同创新，在基础研究、攻克关键

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难题上，取得了一

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打破了国外封

锁，展现出澎湃的创新动力：稀疏信息

处理L（1/2）正则化理论、我国首台F级

重型燃气轮机点火成功、首台大口径非

球面超精密车磨复合机床研制成功、首

创特高压输电绝缘套管核心技术、首创

超声微泡成像设备占领中高端国际市

场、首创磁压榨医疗吻合技术和强磁效

应精准微创外科技术……作为“双一

流”高校，理当主动回应国家需求，全面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以敢于“揭

榜”的勇气和责任担当，填补在重大行

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上的空白，不断

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以更加自

信、更加开放的姿态勇攀世界科学高

峰。

以“创新港”为驱动引擎。在西迁

校址往西30公里处，西安交大以“国家

使命担当、全球科教高地、服务陕西引

擎、创新驱动平台、绿色智慧学镇”为宗

旨建成了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从动

土到搬迁入驻，仅用了不到 1000 天时

间。创新港革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

瞄准基础科学、新能源、新材料、新基

建、智能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高端智库等重点领域开展研究，

构建重大基础设施群和重大科技创新

平台群，建设了29个研究院，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等 150 余个省

部级以上重点科研基地、38个人文社科

智库以及一大批校企研发中心已经入

驻，与200余个世界500强企业等携手战

略合作。创新港勇立第四次工业革命

潮头，努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科研与文教

中心，力争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

头和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三、坚持“立德树人”，集聚西部人才高

地

从国家发展全局的角度看，西部地

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与

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仍然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因而，跨越“胡焕

庸线”，全面、深度地发展西部，对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新时代推进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也给西部高校加快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带来新的

重大机遇，为学校在服务西部发展和国

家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创

造新贡献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

才实力。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任务，

人才队伍是大学发展的生命线。西安

交大不仅要继续高质量完成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落实“三全育人”，更要在西

部打造人才高地，为推进新时代西部大

开发集聚“智高点”。

引领人才培养方向。“兴学强国”是

交大人的初心使命，也是交大人的时代

自觉。一流大学及所培养的人才要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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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时代发展潮流，争做引领者，拒做被

动的跟随者。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革命的引擎，人工智能发展一日千

里，已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西安交大对标《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创办“人工智能拔尖人才培养

试验班”，成立人工智能学院，获批首批

“人工智能”本科新专业，发布全国首部

《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知识体系与课程设

置》，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夯实人才根

基。储能技术是落实“能源革命”的核

心技术，贯穿能源开发与利用的全部环

节，其产业链上至国家能源安全，下至

家庭甚至个体应用，具有广阔的应用和

产业前景。西安交大获批增设全国首

个且唯一一个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为

国家能源发展重大需求培养急需领军

人才。

激发人才队伍活力。西安交大不

断深化用人制度改革，探索多元化用人

方式，坚持“业绩为王”评价导向，破除

“四唯”障碍，激发人员活力。实施“领

军学者”“青年拔尖人才”“青年优秀人

才”计划，发起丝绸之路青年学者研讨

会，掀起有志青年投身西部创新创业的

热潮。获批设立中国西部海外博士后

创新示范中心，将博士后工作与国家战

略发展需求和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创

新培养体制机制，将教师科研活动从象

牙塔主动推向社会。强化组建大团队、

大平台，承担大项目，产出大成果，形成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的生动局面。

点燃师生家国情怀。西迁精神所

体现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

义、乐观主义“四面旗帜”，已经成为新

时代交大人的核心价值遵循和行为准

则。学校高扬“四面旗帜”，以爱国主义

铸魂，集体主义聚力，英雄主义担当，乐

观主义鼓劲，持续深入地开展“走中国

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道路”，筑牢

思想之魂、树立报国之志，推进思政育

才、培育时代新人，不断强化理想信念

教育，源源不断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源源不断地为生生不息

的中华文明提供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

化产品。

四、落实“一带一路”，创新国际合作模

式

世界舞台的三个中心：经济中心、

科技中心、教育中心，教育起基础支撑

作用。中国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大

学首先要走向世界大学舞台的中心，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框架下不止于

作汇入人类文明大河的涓涓细流，而要

作为世界之光的汩汩源头。西安交大

实施“一体两翼”的国际化战略，通过推

进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和引领“丝绸

之路大学联盟”的发展，不断提升在世

界高等教育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编织“一带一路”“学术带”。西安

交大积极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及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率先倡议

并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目前

已有来自五大洲37个国家和地区的150

余所高校加入，推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大学之间的合作交流。联盟下设 12

个以学科为依托的子联盟，如能源子联

盟建设国家西部能源研究院，引领国际

能源与动力学术前沿，获批5个重点基

地，国家级国际合作项目达20余项；航

空航天子联盟建设丝绸之路空天技术

创新中心，引领国际智能变形飞行器研

究新方向。

培养丝路沿线“五通”人才。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合作框架

下 ，其 国 际 工 程 科 技 知 识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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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CEST）丝路培训基地落户交大，开

展工程科技专项培训。结合学校特色专

业，已开发18个专题线下培训，涵盖人

工智能与大数据、跨境电商、化工、医疗

等领域。建立了首个“一带一路”在线培

训平台，培养丝路“五通”人才4万余名，

其中面授培训 62 期涉及 110 个国家

6250 人，在泰国、俄罗斯等建立培训基

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中国方

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34 门战“疫”

课程在全球传播，访问量近100万人次。

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一流大学

应该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深化国际

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

创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中贡献中国智

慧。西安交大不断强化“一带一路”智库

建设，推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一带

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等智库建

设，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争端

解决等提供智力支持。与意大利米兰理

工大学共建联合设计学院，与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等合

作组建微纳制造与测试技术国际合作联

合实验室，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立热

科学与工程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与美

国杰克逊实验室联合建立精准医学研究

中心等，打造西部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

在“两个一百年”、西部大开发、“一

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西

安交大定当继承传扬好西迁精神，听党

指挥跟党走，奋不顾身为西部建设、国家

发展、民族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在新征

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

（原文刊载于《 人民论坛 》2020 年 9 月

（上））

作者

王树国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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