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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等教育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是中央执政新理念的关键

词。刘延东副总理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教育工作

的大逻辑。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

人力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也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智力基础，我们既要适应和引领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又要分析高等教育自

身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常态。[1]

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中国高等教

育经历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从规

模发展到内涵提升等几次跨越式发展。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开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和结构调整（院校合并和划转），高校布局、

教育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5 年、

1999年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211工程”

和“985 工程”分别实施，旨在创建国内领

先水平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以带动我国

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1999 年，我国

高等教育改变了适度发展的态势，转入了

大发展的轨道，开始了连续7年的大扩招，

至2003年在校生达1600万，从精英教育转

入高等教育大众化。自2010年7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2010-2020）》，提出建立和完善

现代大学制度；到2013 年教育部《关于深

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意见》提出落实高校

办学自主权；到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统筹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实

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

历史性跨越，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进入向内

涵式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

“互联网+”正在引发第三次教育革

命。农业社会的教育主要是一对一“言传

身教”的方式进行。工业社会背景下，教育

是封闭在特定学校、特定班级和指定教师

的学习过程。人类社会进人信息社会以

后，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络技术、远

距离教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把处于不同国家

和不同学校的教育要素联系起来，彻底打

破了教育的时空界限，使教育的环境充分

敞开，学生可以突破国家、学校和教师的限

制，通过信息网络进入世界各地的有关信

息中心查找、学习和利用相关信息，通过远

距离教学网络跨国家、跨学校的自主学习。

MOOC资源建设与共享。信息技术

的发展体现在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方面，

即是MOOC。2001 年麻省理工学院开放

课件( MIT OCW) 项目启动，迅速带动其

新常态下一流大学建设定位:
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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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名校，掀起了开放教育运动。2003 年受

国外开放教育运动影响，我国启动国家精

品课程项目，先后共建设了3862 门国家级

精品课。西安交通大学的MOOC课程建

设起始于2013年。截至今年6月，我校已

建成各类MOOC课程23门，其中21门次

分别在国内的“爱课网”、“学堂在线”以及

国际Coursera平台上线运行。选课学员遍

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内各个省份，已

开课程的选课总人数已超过11万。其中，

在Coursera上线的《中国哲学经典著作导

读》被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十大 MOOC

课程之一，选学人数长期稳居华语课程前

3位，在线学习超5万人。

二、习近平：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

须有中国特色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促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推进“两个一流”行动计划

和“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

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等战略的实施，

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

一步”。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而言，机遇和挑

战并存。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几次跨越式

发展，在规模和数量上已处于世界前列，但

还不是高等教育强国。习近平在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

要遵循教育规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中

国特色为统领，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推动一批高水平大

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

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

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但是，要办好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要办什么样的大

学”和“如何办这样的大学”，让我国高等教

育由大变强，其真谛是“必须有中国特色”。

1896 年以求“兴学、储才、强国”的南

洋公学创办于上海，1921 年改称交通大

学。1956年交通大学主体内迁西安，大树

西迁、艰苦创业改变了西部没有现代理工

科大学的局面，并通过学科调整孕育了一

批新的理工科大学，为西部高等教育的发

展做出了其他高校不可替代的开拓性、历

史性贡献！

扎根西部是西安交大的“中国特色”。

西部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71%；人口约3.5

亿占全国28%，人均GDP不足全国2/3，不

足东部地区的40%，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难点和重点。西安交大本科招生近30%

是陕西生源，西部地区占到近50%；研究生

超过 60%。自 1959 年正式定名西安交通

大学以来，已累计培养大学生23.6万余名，

其中在西部工作近10万名；培养博士8379

人，硕士53331人，其中有31200余名硕士

和4200余位博士留在西部地区建功立业，

占比近60%。一批优秀校友活跃在各条战

线，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 年恢复高考以

来，西安交大本科毕业的杰出校友共 618

名，分布在中央国家机关以及地方政府、中

央企业与国有企业、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与

创业企业等各行各业（见表1）。为西部经

济社会发展持续培养优秀人才，是交通大

学当年西迁的根本目的，也是西安交大今

天服务国家的崇高使命！

三、西安交大的发展：问题、思路和举措

大学是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与创新为主要功能，大学应该

具有“象牙塔”特征，哈佛大学前校长鲁登

斯坦有句名言，“社会变化得越快，大学这

块变化相对较少、思想观念相对独立的领

地就越有价值”。但是目前大学面临着“三

化问题”：一是办学功利化问题。办学成效

被“评价指标”和排名所左右，大学精神、大

师思想、大家风范这些真正影响学生“灵

魂”的育人利器，被严重弱化和异化，过度

注重专业教育，轻视学生的品行养成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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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塑造。二是学科设置同质化。大学没有

顾及学科之间的差异性，采用统一的评价

体系，造成误判和误导。三是资源分配或

配置的行政化。大学尚未实现资金、人力、

空间、装备等核心科教资源从“行政权力主

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

模式的转变。

（一）西安交大发展面临问题与问题剖

析

对于西安交大而言，当前制约学校发

展的核心问题有以下方面：机遇意识、抢抓

机遇的能力不强；学科专业结构不尽合理，

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战略必争学科有待培

育，基础学科亟需加强；校院系/校院所三

级责任体系没有有效建立；师资体量不足，

高端人才缺口较大，绩效与薪酬体系有待

深化改革；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三创教育人

才培养生态系统；承担国家重大需求、重大

科学工程的组织管理能力有待加强；学校

内部管理比较粗放，缺乏基于目标、过程和

绩效的精细化管理；物理空间严重不足；追

求卓越文化还不够深入人心，国际竞争力

有待大力提升等。目前制约学校发展的因

素有多个方面，其中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尤其突出：

一是财力制约。表 2 是 2013 年部分

C9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及教育经费拨款情

况，从中可见，教育经费总收入以清华大学

的107.15亿居首位，其后依次为浙江大学、

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以29.94亿排在最后一

位，其教育经费总收入不到清华大学的1/

3。 从教育经费总拨款来看，上海交通大

学总拨款最高，达到25.11亿，其中中央教

育经费拨款15.23亿，占比60.64%，地方教

育经费拨款 0.99 亿，占比 39.36%；西安交

通大学总拨款最低，为13.25亿，其中中央

教育经费拨款12.54亿，占比94.64%，地方

教育经费拨款0.07亿，占比5.36%。

中央教育经费拨款占拨款总额比例超

过90%的高校有3所：北京大学（98.88%）、

清 华 大 学（98.35%）和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94.64%）；地方教育经费拨款占拨款总额

比 例 前 3 位 的 高 校 为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39.36%）、南京大学（28.18%）和复旦大学

（26.06%）。

西安交通大学教育经费总收入不到清

华大学的 1/3，中央教育经费拨款是北京

大学中央教育经费拨款的51%，地方教育

经费拨款是上海交通大学地方教育经费拨

款的7.19%。

二是博生生招生指标、师资体量差距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行业分类

曾任与现任国家及省部级领导干部校友

院士校友

在高等学校担任领导职务以及部分知名学者校友

在科研机构的部分校友

在中央国家机关以及地方政府曾经和现在任职的部分校友

在中央企业与国有企业担任高管以上的部分校友

金融与投资机构的部分校友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与创业企业的部分校友

在外商独资与合资企业担任高管以上的部分校友

新闻媒体界部分校友

旅居海外的部分杰出校友

人数

35

11

61

41

85

138

46

143

15

6

37

表1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西安交大本科毕业的杰出校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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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表3是2014年C9高校博生生招生

指标。其中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招生指标最

多 ，有 1965 人 ；其 后 依 次 为 清 华 大 学

（1815）、浙江大学（1718）、上海交通大学

（1410）、复 旦 大 学（1289）、南 京 大 学

（113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064）、哈尔滨

工业大学（1050），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生

招生指标最少，有982人，不到北京大学博

士生招生指标的1/2。

表 4 是 2013 年 C9 高校专职师资规

模，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专职师资最多，有

3577人，其后专职师资人数超过3000人的

大学有 3 所：浙江大学（3302）、清华大学

（3258）和北京大学（3179），西安交通大学

以专职师资人数2653人位列第6位。

（二）西安交大发展的基本思路：把握

机遇，深化改革

西安交大从 1984 年起实施的“七五”

“八五”重点建设，1996年起进行的“211 工

程”重点建设，1999年起推进的“985”重点

建设，2000 年的三校合并，以及近年来围

绕改革发展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形成了西

安交大发展的新格局。而今西安交大遇到

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

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创建世界一流大

学，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在新的历

史进程中牢牢把握机遇，完成好重大使命，

实现学校发展的新跨越，西安交大全方位

表2 2013年部分C9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及教育经费拨款情况

学校

清华大学

上海交大

西安交大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排序

1

4

7

3

5

6

2

总收入

1,071,547.44

729,203.19

299,363.64

775,504.17

451,139.25

351,638.53

830,395.27

教育经费拨款

排序

4

1

7

2

5

6

3

总拨款

231,047.06

251,141.73

132,545.07

248,728.64

196,245.36

166,781.52

234,025.92

中央教育经费拨款

总数

227,226.01

152,280.08

125,437.80

245,936.48

145,097.46

119,781.52

177,877.23

比例

98.35%

60.64%

94.64%

98.88%

73.94%

71.82%

76.01%

地方教育经费拨款

总数

3,821.05

98,861.65

7,107.27

2,792.16

51,147.90

47,000.00

56,148.69

比例

1.65%

39.36%

5.36%

1.12%

26.06%

28.18%

23.99%

排序

2

4

9

1

5

6

3

7

8

学校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博士生

1815

1410

982

1965

1289

1133

1718

1064

1050

表3 2014年C9高校博生生招生指标 表4 C9高校2013年专职师资规模

排序

3

5

6

4

7

8

2

9

1

学校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总数

3258

2851

2653

3179

2490

2251

3302

1275

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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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了建设进程。

具体而言，学校面临的主要任务即要

造就一流师资队伍，培养一流人才；增强科

研实力，加快成果转化；提升国际合国际竞

争力。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学校坚持“以一

流为目标，分类支持；以学科为基础，凸显

特色；以改革为驱动，创新机制；以绩效为

杠杆，强化效益”的改革思路。2015年7月

西安交通大学召开第十二次党代会，学校

提出“把握机遇，凝心聚力，争取资源，深化

改革”的行动纲领，以及七大综合改革举

措：一是深化治理结构改革，完善中国特色

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二是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是深化人事

和分配制度改革，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

四是深化学科和科研体制改革，全面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五是深化服务社会体制机

制改革，全面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贡

献度；六是深化资源管理制度改革，提高资

源配置效益；七是深化行政与后勤体制改

革，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

通过综合改革，实现以下六大突破：治

理体系与能力、岗位分类激励退出机制、大

类招生与创新性人才培养体系、科研成果

转化机制、资源整合与配置机制、大学文化

社会服务体系，以激发学校在以下四个方

面的活力：一是学院学科合作竞争，协同发

展；二是教职员工敬业爱岗，追求卓越；三

是青年学生努力学习，报效国家；四是校友

和社会力量支持交大，合作共赢，让学校各

方面办学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使师生员

工的创造力充分涌流，以圆满完成在经济

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一

新课题。

（三）西安交大的发展举措

西安交大将进一步坚定兴学强国、扎

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的办学宗旨与

定位，凝心聚力，二次创业，为西部经济社

会发展持续培养优秀人才，进而为西部地

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其他高校难以替

代的贡献，赢得尊重和地位。

举措1：凝心聚力，实干兴校

为更好约束自己，切实提高治校水平，

学校制定《约法十则》，进而制定《十要干》，

以创新活力，提振精气神。《约法十则》内容

涉及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坚持民主集中制、

全身心投入管理工作、勇于承担责任、严格

管理分管部门、自觉履行请示汇报制度、做

维护团结的模范、开展创造性工作、做好调

查研究、遵守中央廉洁从政要求等十项约

定。“实在、具体”，“有重点、有要求”是解

读《约法十则》的关键词。前者强调将《约

法十则》真正落实到每位校领导的日常工

作中，后者则体现了《约法十则》操作层面

的明确性[2]。《十要干》主要包括放开手脚

勇敢干、布置工作盯住干、互相帮助团结

干、统一步伐合力干、坚持原则大胆干、遵

守决策服从干、明确差距思考干、维护利益

忠诚干、班子带头引领干和遵守纪律严格

干。高校领导从自我做起，主动把自己的

利益捆在制度的“牢笼”中，营造良好的学

术生态，要真抓实干，推动学校改革发展上

见实效。

举措2：部省共建西部科技创新港

科技创新港是省委省政府郑重作出决

定、教育部予以大力支持的重点项目，是贯

彻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加快陕西创新型省

份建设的动力引擎。科技创新港设立科

研、教育、成果转孵化和综合服务配套四大

板块，汇聚一流科技人才，创新体制机制，

加速科研优势向发展优势的转化，实现创

新驱动发展，促进陕西和西部经济社会转

型升级。

科技创新港位于西咸新区，规划建设

面积4376亩，将建成“校区、园区、社区”功

能集成的智慧学镇，将把绿色、环保、节能

的理念融入建设之中；将西咸新区的现代

田园城市理念与国际著名高校的“学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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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相结合，实现“校区、园区、社区”功能的

有机集成，建设开放共享平台。西安交大

王树国校长认为科技创新港会成为一个人

才聚集的高地，一个科技创新的亮点，一道

田园学镇的风景，一张中国最亮丽的自主

创新名片。

科技创新港聚焦国家战略目标，瞄准

能源革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以新

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信息技术、航空航

天、大数据、环境保护、医药健康等重要科

技领域为主攻方向，重构学科建设组织架

构，设立四大学科板块，

建设若干科学研究院和

一批研究中心。一是基

础学科板块，拟设 4 个基

础科学研究院，涵盖物

理、化学、数学、生物学、

前沿及交叉等方向。二

是工程学科板块，拟设 8

个工程技术研究院，涵盖

智能制造、航空航天、新

材料、智能电网、信息技

术、新能源、环化、土木建

筑设计等方向。三是生

命医学学科板块，拟设 6

个研究中心，涵盖转化医

学、医学交叉、生物证据、

血管药物、公共卫生、生

物诊疗等领域。四是人

文社科学科板块，拟设 5

个研究院，涵盖管理科

学、经济金融、公共政策、

法学、人文社科等方向。

（见图1）

举措 3：深化人才培养改革，营造三

创 生态系统

“四位一体”的教育质量观。2015年1

月西安交大提出了未来5年《西安教育教

学改革的目标与任务》。改革的核心任务

是，面向国际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建立品行养成、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维创新“四位一体”

的育人模式与支撑体系，致力于培养学生

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深入系统的专业知

识，具备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

法和能力，具备不断进取的创新意识和思

维，具备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和担当精

神；以培养学生的“工程领导力”为核心（见

图2）；着力打造创意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

统，致力于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素养、

社会责任感和全球视野、求实创新的拔尖

人才。

实施一流大学计划人才培养专项八项

工程。生源质量提升工程，名师、名课、名

教材建设工程，创意、创新、创业（三创）平

台建设工程，学科/专业经典文献集建设工

图1 科技创新港四大学科板块

图2培养学生的“工程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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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生双向国际交流、双学位推进工

程，研究生“三助一辅”体系建设工程，

教学条件改善工程，大学生文化素质

教育工程。

西安交大与西安高新区合作共同

打造“众创空间”，建立机电一体、电气

工程、能源动力化工、电子信息、材料

工程、航空航天、生命医学、土木工程

等八大实践教学与创新设计平台。

举措4：提升国际竞争力

西安交大紧紧抓住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机遇，创建“丝路大学联盟”，

目前已有 29 个国家 113 所大学加盟，

努力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学

之间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和科技合作

的引领者。

丝路大学联盟的性质是非政府、非营

利，开放性、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合作平台；

以共建教育合作平台，推进区域开放发展

为目标；主要内容涉及首倡“丝绸之路学术

带”和开展全方位教育合作；主要任务包括

推动交流合作、培养优秀人才、服务地区发

展、增进人民友谊。目前已有29个国家和

地区的113所高校加入联盟（见图3），另有

若干所高校加盟申请确认中。

“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联盟总部将

落户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并在校际交流、

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智库建设等方面与联

盟内高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如丝绸之

路经济带协同创新中心(CIC-SREBS), 欧

亚经济论坛研究院等；以及形式多样的国

际合作，合作领域涉及校际交流、科技合

作、政策研究、人才培养、文化沟通和医疗

服务等，目前在校际交流方面，西安交大已

签署30多项实质性合作协议，包括：学生

培养、科研合作、校际交流、子联盟建设、科

技创新港建设等；建设国际化的科技创港，

开展广泛产学研合作；欧亚地区合作取得

突破，大力拓展了对俄、中亚、西亚以及丝

路沿线地区的合作。来自俄罗斯22所、中

亚13所、非洲1所、中东及阿拉伯地区7所

知名高校加盟。

弦歌三世纪，风云双甲子。西安交大

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立国之要，以

教育为命根，必学术日新，而国家乃有振兴

之望”。西安交大将始终坚持以育人为中

心，扎根西部，服务国家，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方面保持

领先，创造卓越成就，这是国家的要求和全

体交大师生发自肺腑的愿望。

（本文系郑庆华副校长代表王树国校

长2015年10月9日在南京大学“一流大学

建设系列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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