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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于教育部公布入选

!!"#$计划" 的首批 $%个

项目# 著名教育专家熊丙

奇认为#!!&$$计划" 相较

于以前的!!$$工程"$!'()

工程"来说有所创新#但这

一计划还是由教育行政部

门主导推进# 也就无法回

避行政化问题%

熊丙奇说#有舆论解

读称#!!&## 计划"是!产

学研一体化" 的 !*&版#这

比较形象% 但新版是否就

解决了老版本的问题& 我

国在上个世纪 '& 年代就

提出 !产学研一体化"#可

做得并不好%一方面#高校的

科研成果转化率很低# 超过

'&+的科研成果在通过验收

后就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

产学研一体化反而让大学充

满浮躁之气# 有的教授弄出

一项发明# 马上自立山头开

公司% 再就是# 在科研项目

中#学校间也有合作#可是在

利益因素左右下#!合作"出

现!五同现象"#即论证之初

!同心同德"#制定计划时!同

舟共济"#经费到手后!同床

异梦"#遇到分歧时又!同室

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

熊丙奇认为# 之所以出现这

些问题# 关键在于我国大学严重

行政化$功利化#缺乏现代大学制

度% 教育主管部门一定注意到了

以上问题#但!!&$$计划"的推出

说明# 教育主管部门仍是用行政

力量而不是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

度来解决上述问题% 在行政管理

思维下#!!&$$计划" 很可能重演

老版本的故事'没有办学自主权的

大学很难有明确的办学定位(在行

政指标的压力下#学校更加重视学

术研究$产业服务#而难以理顺人

才培养$学术研究$产业服务三者

的关系% 因此#解决高校间科研能

力分散$相互消耗#根本在于现代

大学制度的建立# 而行政化的

!!&$$"不能替代现代大学制度%

过去一周，有关“上海高校集体‘落榜’教育部2011计划”，
成为沪上教育界最敏感的话题———

“2011计划”倒逼高校“打破围墙”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易蓉

4月 11日，教育部公布了
“2011计划”的首批入选名单，并
进行为期10天的公示。“2011计
划”又称“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
计划”，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继
“211”、“985”后第三个体现国家
意志的战略性计划，其最核心的部
分就是推动高校的科技体制改革。

引发沪上教育界震动的是：14
个首批入选名单中，上海高校竟然
榜上无名。复旦、上海交大、同济、
华东理工等沪上著名高校，精心准
备了十多个“协同创新项目”，在专
家评审过程中，悉数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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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存在误读
“!"#$ 计划”究竟是个什么样

的教育工程？上海高校集体“落榜”，
难道意味着本市高校科研实力、学
科质量全面下滑？消息公布当天，记
者就接到一位学生家长的电话，在
他们心目中，“!$$”、“%&'”就是重点
大学、国内名校的代名词，如今，
“!"$$”与“!$$”、“%&'”齐名，上海高
校无缘首批“!"$$计划”，就是实力不
济的象征。这位家长表示，他的儿子
今后将不再考虑报考上海的高校。

记者随后走访沪上几所高校，
部分教师认为，“!$$”、“%&'”意味着
国家财政的支持，现在多个“!"$$”，
就是多一份钱，上海高校“落榜”
“!"$$计划”，就是失去了一块诱人
的“蛋糕”。

上述两种观点，其实都是对
“!"$$计划”的误读。教育部明确，
与“!$$”、“%&'”不同，国家推出
“!"$$计划”，重点扶持的不再是哪
所大学，而是必须组团参与。换言
之，某所高校的学科实力再强，申报
的项目再前沿，但只要是单打独斗
的，就无法入选“!"$$计划”。事实
上，已经入选首批“!"$$计划”的高
校名单中，包括了河南农业大学、河
南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它们既
非“!$$”也非“%&'”，有些甚至属于
二本录取院校。
“!"$$ 计划”也不是钱的代名

词。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在解
读这项新计划时说，在过去的“!$$”
和“%&'”建设中，中央和地方都投入
了大量资金对相关高校重点扶持，
但“!"$$计划”不再是以给钱为主，
因为各地高校申报的协同创新中心
本身已经有大量科研项目，有充裕
的科研经费来源，还有着很强的吸
金能力。据统计，全国培育的 $()个
协同创新中心，已经吸纳了超过
!""亿元的社会资金。

王延觉表示，“!"$$计划”专项
资金将用在现有体制投资不能解决
的问题，如高水平队伍组建、协同机
制、学者流动机制、学生培养方式以
及资源共享方式等，在这些方面给
予支持。

重点在于协同
既不多给钱，又不影响各高校

的学科实力、名次，为什么教育部要
推出“!"$$”这个全新的计划呢？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这样说：
“‘!"$$计划’是个干事的计划，而
不是一个分钱的计划，更不是一个
划分高校层次的计划。”
袁部长所说的“干事”寓意深

刻，它不是指某所高校、某个研究所
的科研攻关，而是指针对某个国际
上最前沿的科技领域，由多所高校、
科研院所，甚至包括企业，利用各种
资源，形成合力，进而形成若干个国
际上一流的实验室，在国际上占据
科学研究的制高点。在“!"$$计划”
机制下，创新的源动力在于合作，合
力因素大于一切。
“!"$$ 计划”主要调研起草人

之一、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力说：“它通过瞄准更深层次的产
学研深度合作来设计，新在不仅是
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情，它涉及到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通过这样一个
平台找到深度契合点，转化成生产
力。这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
“产学研合作”说了多年，然而许

多高校校长、企业总经理都深知，在旧
有体制下，真正的产学研合作很难展
开。即使在高校内部，不同学校之间
也难以开展合作，这是我国高校科研
成果长期与市场脱节的根本原因。
东华大学校长徐明稚向记者讲

述一个事例：同样是碳纤维研究，上
海就有多所高校同时申请经费，其
结果呢，上面将科研经费像撒胡椒
面似地一分，然后，各个高校各自为
战，各自发论文了事，长此以往，何
谈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
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葛

墨林说：“美国从基础研究中的一个
发现到成为市场上的产品，仅需要
(年，而我们往往还停留在写文章
的阶段。‘!"$$计划’切中要害，高
校再不整合资源，就不能适应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了。”
“这回科研不再‘铁路警察，各

管一段’了，”中科院院士郭光灿风
趣地说，“如果单靠大学，科研只能

止于文章，要真想做出东西来，必须
靠协同。”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认

为，“以往国家有课题，往往名头大
的高校拿到的项目多。这次不论名
头大小、排位高低，只要能在国家急
需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就是好样的。”

在公布的首批“!"$$计划”名
单中，名列首位的量子物质科学协
同创新中心堪称“协同创新”的典
范，它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科
院物理所联合组建，其中任何一家
在国际量子研究领域都有顶尖实
力，但按照“!"$$ 计划”的要求，不
允许三家再单打独斗，而是必须组
团参赛，于是，财力、人力、物力得到
最有效的整合。目前，该中心聚集了
!"名院士和数百名科技精英，瞄准
了国际最前沿的物理研究方向。

失利有偶然因素
记者了解到，上海各高校此次

申报的“!"$$计划”项目，虽全军覆
没，但个个符合了国家急需发展的
产业方向，也对接了科研领域的前
沿，比如，复旦大学的“脑科学”、上
海交大的“激光科学”和“未来媒体
网络”等，都是面向未来且蕴涵了巨
大的市场空间。华东理工的“能源替
代”项目，更是瞄准了我国能源短
缺、环境污染等眼下最棘手的问题。
那么，为何项目纷纷落马？

就在“!"$$ 计划”首批名单公
示的第二天，教育部科技司负责人
率队来到上海，听取各所大学意见。
上海交大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刘燕刚教授参加完讨论
后认为，上海高校未能入围首批
“!"$$计划”名单，并不能说明上海
高校在科学研究、协同创新方面没
有能力，而是上海高校、“协同创新
计划”设计者都对这一新政策的具
体目标还没有特别清晰的把握，上
海高校在申报时对“计划”的定位理
解存在偏差。
刘燕刚说，从首批入围名单来

看，与行业紧密相关的高校和项目
入选率更高。而上海高校推出的项
目，聚焦在前沿学科，思路比较超
前。这些项目并不像交通、化工等和

当前产业结合紧密、聚焦方向更现
实，其未来趋势、市场应用很难使评
审专家有清晰感受。这样一来，上海
的项目在投票时就没有优势，刘燕
刚举例说：“专家有 *票，首先投宇
航、发动机等大家都认可的国家大
需求，接下来的有限票数，专家肯定
会投给‘拿得准’的项目。”
刘燕刚认为，专家投票确实存

在偶然性因素，但我们也要看出上
海高校目前存在的问题。“!+$$计
划”的核心是“协同”、“合作”，而上
海各所高校间的协同一直比较保
守，合作规模不大。很显然，“!"$$

计划”对上海的所有高校而言，并非
是一块“蛋糕”，而是一种倒逼、一种
艰难的改革，如何打破学校与学校
间的“围墙”、如何突破“画地为牢”
式的学科界限、经费制度、人事制
度，将是摆在上海高校眼前的一道
难题。也许，此次上海高校集体“落
榜”是件好事。

力争第二轮入围
“!"$$计划”并非只评选一次，

第二轮评选即将展开。目前，沪上高
校都在完善项目申请，力争在第二
轮入围。对于高校间“协同创新”，华
东理工科技处处长牟伯中教授有着
深刻的理解，他说，比如学校申报的
“能源替代”项目，华理的长处是“煤
气化”，在国内无人能及，但“煤气
化”后的技术，华理就需要与其他高
校以及中石化之类的大企业合作，
才能最终实现“能源替代”研究的全
过程。为此，华理正在积极充实材
料，重点就是与高校、企业的合作，
也包括改革人事制度，希望在第二
轮“!"$$计划”中入选。

和“!$$工程”、“%&' 工程”相
比，“!"$$计划”的一个重大改变是
取消了终身制。据了解，对入选的协
同创新中心，每 *年是个评估周期，
将对其人才培养、资源整合、科技成
果转化、对行业产业的支撑作用以
及国际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价。如果
目标完成且国家有进一步的需求，
才能进入下一个周期。可以预见，
“!"$$计划”推动中国高校科研制
度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