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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全球经济社会

发展面临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颠覆性的新技术、新产

业形态和新经济模式，一些企业甚至已经

走在了大学的前面，这无疑对高等教育造

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大学如何更好地

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如何在人类文明变

革之际自主探寻发展之路？面对这一迫切

的时代之问，培养创新人才成为高等教育

的“破题”关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时代

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如何正视第四次工业革命

回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人类文明的

发展与工业革命密不可分。不论是进入蒸

汽时代、电气时代还是信息时代，每一次工

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面貌和基本

格局，带来了世界经济的飞跃发展及国际

格局和全球秩序的重塑。

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由单一领域率先突

破、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模式不

同，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涉及所有学科、所

有领域、所有行业的全方位的“爆发”。以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太空技术、生物

技术、量子科技等为代表，通过重大颠覆性

技术创新不断创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进而带来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

维方式的显著变化，其来势之猛、范围之

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值得关注的是，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

催生高等教育变革。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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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下，产业结构变化催生新的学科组织

方式出现，市场对新技术的高度敏感性催

生科研方式发生进一步转变，知识的垄断

早已不复存在。在这一背景下，高等教育

发展与社会发展阶段不适应的矛盾逐步显

露：社会发展倒逼知识的发展和进步，大学

的知识供给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甚至落后

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相脱节”成为中

国大学面临的最大考验。

大学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要勇

于探索打造符合第四次工业革命挑战的教

育新形态。只有主动置身于社会发展之

中，才能发现并满足社会需求，从而真正把

握社会发展的前沿脉搏。在人才培养领

域，也要将原有的慢节奏、长周期的人才培

养模式进行重构，培养出一批“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应用型创新人

才，主动服务国家未来之发展。

二、人才培养要服务国家需要，回应社会关

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家发展靠

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决定着国家和民族未

来的发展。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

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尤为迫

切，这正给高等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带来了

历史机遇与挑战。

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创新人才的

“供给库”，大学要时刻以国家战略需求和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牵引，培养既能够解

决“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又能够着眼

新兴学科、前沿领域探索的高水平复合

型人才，以此回应国家、社会的关切。只有

真正心怀“国之大者”，在瞄准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中引领时代，才能为西部建设、民族

进步和国家发展源源不断地培育出大批优

秀人才。

2020年，西安交通大学率先在国内获

批创办首个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开创国

内外储能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之先河。这是

学校面对世界各国在能源领域的激烈竞争

和我国对于储能产业发展的重大需要，急

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做出的积极尝

试。

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瞄准国际科

技前沿，坚持以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为导

向，以“数理基础厚实、专业交叉融合、工程

思维导向、实践能力创新、个性模块管理”

为培养特色，集中储能相关学科优势力量，

配备以院士、国家级教学名师、学科带头

人、著名企业专家组成的一流师资队伍，推

出由专业大类平台课程群、专业平台核心

课程群及专业综合性实践课程组成的定制

化课程体系，实行本硕博贯通培养；同时联

合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华能集团

等国家储能领域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协同

共建，致力于在项目牵引和科研实训中培

养储能领域“高精尖缺”人才，为高等教育

模式改革、新兴专业建设提供了新范式。

三、培养创新型人才，融合是关键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不难发现，

“融合”作为关键要素，体现在方方面面。

除了专业融合、学科融合，大学也需要与企

业、社会进行深度融合。在科教一体、产教

融合中提升大学内涵建设和应用型人才培

养质量，在创新实践中不断培养创新人才，

是21世纪大学深刻变革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西安交通大学传承弘扬西迁

精神，以“四个面向”为指引，主动打破大学

“围墙”融入社会，建设中国西部科技创新

港。通过打破学科界限，瞄准未来产业方

向，全面开展科技协同创新合作，打造全国

重要的科研和文教中心、国家重要战略性

平台，实现教育体系与科技体系、产业体

页第 ⑧



Research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大学治理

系、社会体系的有机衔接，推动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发展，为现代

大学与经济社会统筹融合提供新模式。

目前，创新港已建成理、工、医、文四大

板块，组建了29个研究院、8个大型仪器设

备共享平台和300多个科研平台，共建50

余家校企联合研发平台，打造服务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创新引擎。

培养创新型人才，要与社会发展同频

共振。以往先进行通识教育、再进入专业

课学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的传统人才培

养模式早已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为探索

构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新

模式，西安交大实施未来技术领军人才培

育计划和现代产业领军人才培育计划，创

办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培养宽

基础的应用创新人才。

以建设“未来技术学院”为抓手，瞄准

未来前沿技术，实施本硕博贯通、多学科融

合培养，打破学科壁垒，打造个性化知识体

系，塑造创新思维，培养具有前瞻交叉思维

和科学家素养、引领未来技术的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以建设“现代产业学院”为抓

手，实施校企协同、产学融合培养，瞄准工

程“卡脖子”技术和现代产业需求，培养企

业急需的、工匠型领军人才。

现在，未来技术学院已设置人工智能、

储能科学与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医工学四

大方向，与航天六院、华为公司、海尔集团、

中国电信集团陕西公司、中国联通西部创

新研究院等院所、龙头企业共建多学科交

叉创新联合体，以项目驱动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

培养创新型人才，导师队伍也要融

合。应用创新人才培养离不开既有专业技

术又有实践经验的导师。在传统培养模式

下，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特点使得教师的

工程实践经历极其欠缺，对工业产品的研

发、设计、生产等环节很不熟悉，尽管掌握

了较为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高的科研

水平，也无法对学生的实践环节进行有效

的指导。因而，组建一支“科学家+工程

师”团队进行联合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2022 年初，学校发布《西安交通大学

“百千万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计划》，联合百

家行业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聘用千名工

程科技专家担任导师，培养万名卓越工程

领军人才。组建校企合作“双师型”师资队

伍，共同完成研究生的培养，双方均为主导

师，均为学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通过构

建前沿性、前瞻性的项目体系与课程体系，

实施自主式、研讨式、探究式教学模式和弹

性学制，革新评价体系，强化人才培养的创

新创业能力，突破了传统的“一名教师、一

本教材、一支粉笔、一个PPT”培养模式，在

科技创新实践中培养创新人才。

科教一体育人才，产教融合谋发展。

高等教育作为科教前沿，必须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承担起自己

的使命与职责。只有牢牢把握住时代发展

的正确方向，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努力

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

才，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创新人才，才能彰

显大学责任与担当，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贡献智慧和力量。

（原文刊载于 2022 年《教育家》第 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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