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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一流人才:
内涵、评价、生成与发展

李义丹,董玥欣
(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2022 年 2 月,《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印发,“双一流”建设

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更新公布,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培养出一流

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培养一流人才是“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作为一流人才培

养改革试点的“先行者”,“双一流”建设高校理应牢牢把握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这一核心点,发挥培

养急需高层次人才、基础研究人才中的主力军作用。 “双一流”概念的提出与演进为一流人才的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党中央近年来对人才的重大战略部署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客观需要为一流人才的

研究赋予战略意义,从大学的基本职能来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一流人才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

使命。 一流人才应是具有一流的知识技能、具备一流的创新能力,同时有着超前的为国家、社会和人民

做贡献的意识,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领军人才,被赋予才高行洁,全面发展,家国情怀,视野开阔,立足实

践,勇于创新等共性特征,建立科学的一流人才评价标尺,不仅要树立正确价值导向,破除“五唯”顽瘴痼

疾,还应形成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这对于营造潜心研究、追求卓越、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最大限度激发

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和潜力有着重要作用。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人才的培养不仅是对国家战略需求

的回应,也是呼唤育人本真的回归,更是满足人才发展的自身需求,为此,我们要深刻认识推进“一流大

学”“一流学科”建设是一流人才培养的同木之根、同水之源,牢固树立党管人才的原则,坚持“四个面

向”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双一流”高校要抓住机遇,勇担责任,呼唤更多英才在

中华大地上涌现、成长、发挥作用,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并为一流人才的培养提供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发挥应有的引领示范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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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第一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 [1] 。 2022 年 2
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
备受瞩目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适时发布,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 从

大学的基本职能来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一流人才是大学建设中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 作为一

流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的“先行者”,“双一流”建设高校理应牢牢把握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这一核心

点,锻造出有坚定理想信念、适应不同形势任务、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一流人才。 从立德树人的角度

看,“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高校是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我国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要

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努力进入世界一流前列,就要以培养一流人才为抓手,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

作用,这也正是建设一流大学重要的基础和底气。
当前,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一流人

才。 一流人才是衡量高校的重要指标,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大学的诞生必然伴随着人才的集聚,
哪个国家的大学最出色,哪个国家就会成为世界人才的中心,优秀的学者汇聚到哪里,哪里就是学术的

高地,哪里就有一流的学科。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追求一流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超

越的过程,要明确方向、突出重点。 要培养一流人才方阵[2] 。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建设一流大

学,培养一流人才提供了基本遵循。 当前,“双一流”建设已经从 2015 年开启的“统筹推进”阶段迈入

“深入推进”新阶段,“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发挥辐射和示范一流人才培养作用的排头兵,理应根据自

身的办学理念、教育条件和学科特点,坚持和形成具有独特内涵的一流人才培养模式,为一流人才的培

养构建一条可推广、可复制的改革路径。

一、一流人才培养的新机遇:研究背景与战略意义

“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实现人力资源

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举措。 2015 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

方案》,标志着我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开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工作。 2022 年 2 月,第
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共有建设高校 147 所,第二轮建设名单不再区分一流大

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而是引导建设高校把精力和重心聚焦有关领域、方向的创新与实质

性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

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2] 。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已经启动,各高校要深

刻认识自身对于一流人才培养的重要战略意义,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着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一流人才,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发挥应有的引领示范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筑牢基石。
(一)“双一流”概念提出与演进为一流人才研究提供重要理论基础

关于“一流人才”较为相关且明确的提法源于我国“双一流”建设概念的提出。 《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引导和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瞄准

世界一流,汇聚优质资源,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加快走向世界一流”,明确了人才培养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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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此后,一流人才培养受到国家政策的积极鼓励和倡导。 2018 年,教育部颁

布《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提出要“做强一流本科、建设一流专业、培养一流

人才”。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要“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

能力”。 2021 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指出,“将立德

树人成效作为根本考察标准,以人才培养过程、结果及影响为评价对象,突出培养一流人才”。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遵循人才成长

规律和科研活动规律,培养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尤其是在

《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更是明确提出,要“更加突出‘双一流’建
设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 国家政策的积极鼓励和倡导有力地推动

了“双一流”建设视阈下一流人才概念的应用广度和深度,明确了一流人才在“双一流”建设中的核心

地位与重要作用,唤醒了学术界对于一流人才概念的关注,对相关研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对“一流人才”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2018 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指出,硬实力、软实力,归
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 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

创新中占据优势[3] 。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再次指出,要
深化高校人才队伍建设改革,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培养更多一流人才[4] 。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

考察时再次强调,要培养一流人才方阵。 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流大学

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完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

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流人才的重要

论述为新时代推进人才强国战略擘画了路线图、发出了动员令,也为一流人才的培养作出了战略部署、
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以“双一流”“一流人才”为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CNKI)发现,学术界对于

“双一流”的研究主线大多围绕“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干部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等,以及

“双一流”建设历史、意义、发展趋势的解析与预测展开研究;对于“一流人才”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双一

流”建设、国外一流大学经验介绍、一流人才培养等。 虽然众多学者都对“一流人才”的内涵进行了讨

论,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学结论。
(二)党中央的人才战略部署和人才强国战略实施,迫切需要研究一流人才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一流人才是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兴衰的长

久大计。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努力造就一批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5] 。 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高度,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教
育强国战略,紧密围绕新时代人才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
举措,推动新时代人才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这些都为我国一流人才事业提供了强大牵引力和驱动力。 一流人才是发挥战略引领作用的“关键少

数”,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智力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拥有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
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 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自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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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我国所处历史方位来看,一流人才队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我国已经

迈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6] 。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一流人才作为推

动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日益明显,牢牢把握一流人才培养这个核心点,既是打好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解决“卡脖子”难题的关键,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也是为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人才基础,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 2050 年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7] 。 因此,“双一流”建设高校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让教育领

域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成为培养一流人才的坚强阵地,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其次,从国际竞争大环境来看,培养一流人才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 当今世

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围绕科技制高点和高端人才的竞争空前激烈。 我们要赢得

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更加重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支撑作用。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整体

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但在一流人才的数量质量,人才聚集,原创性成果产出等方面仍有差距。 面对新挑

战,人才作为第一资源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至关重要的变量,“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培养造就一批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的一流人才、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引
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得先机。

第三,从“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使命来看,重视对一流人才培养是其核心逻辑价值。 建设一流大学

最为迫切的就是要将大学的办学理念和职能定位回归到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上,回归大学重视教学的

传统,彰显和坚守大学的本然价值。 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是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主力军,是培养

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的摇篮,在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方面肩负着重大使命[8] 。 只有从根本上回归育人

本位,重视培养一流人才,坚持一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培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领军人才,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最优先位置,才能够大幅

提升大学的综合实力,进而推进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
现在,我国正处于政治最稳定、经济最繁荣、创新最活跃的时期,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显

著增强,面对新挑战,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抓手,加快形

成一流人才的比较优势。 可见,无论是人才强国战略实施,还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发展,进一步厘清

一流人才的逻辑内涵均迫在眉睫。 为此,本文在解析一流人才概念内涵、评价标尺基础上,进一步总结

一流人才的生成逻辑和实现范式,为服务“双一流”建设及拓宽人才强国战略的研究视野抛砖引玉。

二、一流人才的方向性重构:内涵与评价标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对于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培养出足以担当改革大业、胜任时代使命的一流人才,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从大学的基本职能来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一流人才是一流大

学建设中不能忽视的问题[9] 。 “双一流”建设理念崭新,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这为一流人才内涵和评

价范式研究提供了方向与遵循。
(一)“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人才的内涵分析

无论是教育界还是学术界,对于一流人才的重要性已无异议。 然而,究竟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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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他们具有哪些特征,至今仍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其内涵也没有统一的定论,有关其学术讨论

仍处于描述性阶段。 在 2015 年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对“双
一流”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培养目标有着明确的表述,即“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 2022 年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指出,要“着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打造一

流人才方阵”。 此外,有学者将“宽广的学术视野、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10] 作为一流人

才的重要指标;有学者认为,“有社会担当和健全人格、有职业操守和专业才能、有科学素养和人文情

怀、有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 [11]的人才可以称为一流人才;还有学者认为,“好
奇心和兴趣、直觉和洞察力、勤奋刻苦和集中注意的能力、人文素质和文化传统” [12] 应作为一流人才的

评价标准。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不同学者从不同语境对一流人才特征进行阐释,其所表达的概念内

涵与外延都不尽相同,但学者对于一流人才的描述性定义中,大多都将德才兼备、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等作为一流人才的共性概念。
本研究中的“一流人才”概念主要是针对我国“双一流”建设方案背景下的一流人才。 由此,笔者

将一流人才理解为人才中的精英、卓越者,应具有一流的知识技能、一流的创新能力,同时有着为国家、
社会和人民做贡献的超前意识,是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领军人才。

1. “双一流”建设需要才高行洁、全面发展的一流人才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13] 。 要想成为一流人才,首先要不断强化自身思想政

治理论学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引前进方向;要锤炼个人素养,培养优

秀忠诚、担当、求真、务实的高尚品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明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时代要求,弘扬立德树人主旋律。
2. “双一流”建设需要具有家国情怀、视野开阔的一流人才

人才生力军价值的彰显离不开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实践活动,如果一流人才的发展背离了党和

人民群众提供的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奋斗的依托和方向。 一流人才应当胸怀国家和世界,具备优秀的

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在不同领域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卓越贡献[14] ,要坚持以“国之大者”作为

引领,把个人发展统一于国家所需、人民所想,赋予一流人才培养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一流人才也需要

在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中主动拓宽全球视野,展现大国一流人才的风范、气派、形象,正确认识时代责任

和历史使命。
3. “双一流”建设需要立足实践、勇于创新的一流人才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永葆生机的法宝。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15] 。 国之命脉,重在人才,如何培养

适应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的一流创新人才,并能在未来长期的竞争环境中获得长足发展,是高校必

须考虑的命题。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16] 。 一流人才应

当是社会上最具有朝气和活力的创新因子,是创新创造的急先锋,一流人才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水平。 一流人才要涵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在社会参与中真正认识

国情、了解社会,受教育、长才干,充分发挥自身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作用,也要在激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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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活力中发挥先行先试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建立科学的一流人才评价标尺

“双一流”建设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新的发展模式,为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提供方向性示范,
加快实现中国特色教育强国战略的步伐[17] 。 高校作为为国家汇聚优秀人才的重要阵地,能不能让各

类人才都留得住、发展好,发挥更大的作用,关键要靠一流的人才发展环境,营造人才成长的优良生

态[18] 。 用好一流人才评价的“指挥棒”,对于营造潜心研究、追求卓越、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最大限度

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和潜力有着重要作用。
1. 树立正确导向

一流人才要强化价值引领、弘扬优良学风,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研究导向,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
这就要求“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引导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

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2. 破除“五唯”顽瘴痼疾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不良倾

向,此后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要求“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
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实践证明,要发挥人才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就要破解当下“人才帽子”的
负面效应,避免简单以条件、数量、排名作为评价指标,积极为一流人才松绑,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建立

起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将人才培养贯穿于学科建设、文化传承与创新、社会服务、资源配置

等过程中,建立以品德、能力、业绩为核心的评价导向,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努力形成人才活力竞相迸

发、创新积极性充分涌现的生动局面。
3. 形成多元化评价体系

对于一流人才必须根据需求导向,以一流人才培养及终身成长机制为中心,充分调动用人主体的

主观能动性。 对于一流人才的评价不应只关注当下,而是要以关注发展潜质为重点,让有创新意识、创
新能力的人才“揭榜挂帅”,要变“相马”为“赛马”。 “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多元多维多主体评价,坚
持评价视角多元、评价内容多维,通过将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综合评价等有机结合,努力探

索过程性动态评价与阶段性结果评价相结合的科学评价方式,以长远的发展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

养更多具有科学家战略潜质的一流人才。

三、回归使命本真:一流人才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

标。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以高度的战略思维,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全局把握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19] ,作出了人才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

的重大判断。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人才生成逻辑需要在国家战略需求、教育本质要求和个体发展需求的

互动间形成合力,对一流人才形成的发生过程与内在机理进行重组,从而明确一流人才培养的未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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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能有效促进一流学科建设,而一流学科建设反过来又服务于一流人才的培养,
因而“双一流”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一流人才培养[20] 。 其中,从国家战略角度审视一流人才的地位

作用是其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一流人才的“价值光环”;教育的本质要求

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培养一流人才的外在表征,折射出教育以人为本的核心规律,发挥着承上启下

的作用;个体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一流人才不断自我发展的实然写照和有效表达。 上述三方面彼此增

进,互为依托,一流人才的生成逻辑获得全面概括和演绎。
(一)从“象牙塔”转向“社会场”:对国家战略的回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九个坚持”,即“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

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

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21] ,并提出“教育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的重要论断。 长期以来,我国的优秀人才始终将个人发展与振兴中华的现实历程紧密相连,响应党的

号召,不断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 一流人才是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于一流人才的研

究要将个人发展统筹到国家复兴、民族富强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将个体发展与为人民奋斗的价值取向

相结合。 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一流人才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参与的扩大;一流

人才是社会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承担国家建设大业的主体,要促进一流人才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

提升一流人才社会参与的水平。 一流人才自身也要在服务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社会现实需求中敢担

当、善作为[22] ,实现一流人才从“象牙塔”向“社会场”的转变。
(二)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对育人本真的回归

培养一流人才是“双一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是对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积极回应,也是

对高等教育育人本真的回归[23] 。 培养一流人才是一流大学的根本任务,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实施方

案明确指出,“要突出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瞄准世界一流,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 一流大学

应以造就一流人才为宗旨,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也以一流人才培养为基础,打造学术团队,开展科研创

新。 一流人才作为创新的主体,在“双一流”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要不断强化重视

人才、尊重人才、人才兴业的观念,可以说一流人才培养是“双一流”建设的核心任务。 随着第二轮“双
一流”建设工作的铺开,我国高校人才工作迎来了最好的战略机遇期。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双一

流”高校内部仍存在一些诸如教学科研人才比例不均衡、老中青梯队不健全、部分领域人才青黄不接等

结构性问题。 这些都是关系“双一流”建设高校能否打赢一流人才攻坚战的关键。 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双一流”建设要突出一流人才培养的“高精尖缺”导向,紧密结合立德树人、学科建设、科研

攻关等发展布局,开拓引才视野,积极引育一批学术带头人和优秀青年人才,汇聚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

前沿、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有序优化人才梯队结构,进一步提

升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核心队伍结构比例,为国家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和

保障。
(三)从“外推力”转向“内驱力”:对自身发展的回答

内生是人的发展的根本,是教育要实现的核心任务[24] 。 人本主义学习动机理论创始人马斯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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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的需要是由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的内容所

构成的。 “人是有需要的存在者”构成了人生哲学的第一命题[25] ,人的发展绝不是“快变量”,而是伴

随终生的演进过程,一流人才的发展需求不仅源于人的需要的产生和更新,也源于社会、时代对于人的

需要的满足程度,不仅体现了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体现了人的发展水平。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不同的文明体之间正在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交集,各种思想智慧在涌动的时空中交融碰撞再创新

传承,为一流人才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极具创新因子的场域,这是历史演进的常态。 一流人才不仅是社

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也是党继续壮大和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

天,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迫切需要高质量人才支持。 一流人才是社会最有知识力量的因子,理应清醒

认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以自己的专业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在建功立业

的大好时代,一流人才应当充分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确立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高质量发展范

式,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终身。

四、勇担民族复兴大业:一流人才的实现范式

在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双一流”建设高

校要抓住机遇,勇担责任,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完善人

才培养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夯实人才培养过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大批一流人才[26] ,让更

多英才在中华大地上涌现、成长、发挥作用,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一)深化“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是一流人才培养的同木之根、同水之源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强国建

设的引领性和标志性工程,对于提升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人才是第一资源,“双一流”建设离不开一流人才的支撑与带动,一流人才的培养

也正是“双一流”建设的内涵与要义,二者具有同向性、相融性。 因此,对于“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
设来说,一流人才的培养无疑是木之根、水之源。 培养一流人才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是“双一流”高校的

本分与责任,“双一流”建设要充分认识一流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培养急

需高层次人才、基础研究人才中的主力军作用,在关键核心领域加快培养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才能在反哺“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

支撑。

(二)坚持党管人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人才支撑

“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阵地。 从立德树人的角度看,“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奋斗终身的一流人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篇布局、举旗定向,用“八个坚持”

科学回答新时代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人才工作指明方向。 同时,不断完

善党管人才的体制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形成各方力量广泛参与的党管人才工

作格局,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双一流”建设高校要承担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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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须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创新工作机制,把吸

引、培养和造就一流人才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一流人才也应肩负起民族复兴历史重

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勇气,心怀“国之大者”,在解决国家需求“燃眉

之急”、关键领域“卡脖扼喉”的核心技术难题中成长成才。
(三)坚持“四个面向”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引领和成就一流人才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才工作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27] 。 这一重要论述既为做好一流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目

标指引,也为广大一流人才努力奋斗指明了道路方向。 “四个面向”的广阔舞台,是实现从零起步、从
无到有的舞台,是敢啃“硬骨头”、敢闯“无人区”的舞台,更是引领成就杰出人才的“练兵场”。 对一流

大学来讲,坚持“四个面向”,一方面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在培养“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方面积极作为;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培养一流人才的主力军作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

传统,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重大原始创新突破,要主动跳起摸高、揭榜挂帅,以追求卓越的精气神挑

战“卡脖子”难题,在干事创业、建功立业中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一流人才后备军,构筑集

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
(四)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双一流”建设高校自主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遵循

立德树人始终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一流大学要深刻认识立德树人在人才自主培养中的方向性、根
本性、战略性意义,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和创新人才,鼓励人才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这是高校

在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中必须肩负起的光荣任务和神圣使命。 一流人才培养要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真正做到“聚人才、育人才、出人才” [28] 。 “双一流”建设高校要抓住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这个重点,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急需,全方位谋划一流人才培养,全面深化人才培养改革,着力构建个性

化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搭建更多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科
教融合育人的载体平台,切实提升自主培养一流人才的能力和水平,肩负起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的使命。
(五)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

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国家队作用,围绕国家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组织产学研协同攻

关” [29] 。 “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切实担负起培养一流人才的重任,有效集聚整合产学研创新资源,聚集

一批高层次产学研合作创新人才,突破一批核心、关键和共性技术,取得一批重大产学研合作成果;建
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利于高校和企业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精准对接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实现国家战略、产业发展、人才培养。 “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全面发挥学校教育平台优势,结合

企业实践基地力量,联系科研机构研究成果,创建全新的实践基地,建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流人才

培养系统,搭好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开展双创实训、指导服务、孵化转化、资源对接一体化服务,让各类

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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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ebruary
 

2022 
 

the
 

Guidelines
 

on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Disciplines
 

were
 

published 
 

and
 

the
 

second
 

list
 

of
 

universities
 

and
 

disciplines
 

included
 

in
 

the
 

Double
 

First
-class

 

Project
 

was
 

released.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pointed
 

out
 

that
 

only
 

those
 

universities
 

that
 

cultivate
 

first-class
 

talents
 

can
 

becom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o
 

run
 

China s
 

universities
 

successfully
 

and
 

turn
 

them
 

into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we
 

must
 

firmly
 

grasp
 

the
 

core
 

point
 

of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cultivate
 

talents.  
 

Cultivating
 

first -class
 

talents
 

is
 

a
 

key
 

issue
 

that
 

cannot
 

be
 

avoid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 - class
 

construction.
 

As
 

the
 

 pioneer 
 

of
 

the
 

pilot
 

reform
 

of
 

first-class
 

talent
 

training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universities
 

should
 

firmly
 

grasp
 

the
 

core
 

point
 

of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ain
 

force
 

in
 

training
 

urgently
 

needed
 

high -level
 

talents
 

and
 

basic
 

research
 

talents.
 

The
 

proposal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Double
 

First-class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udy
 

of
 

first-class
 

talents.
 

The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alent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objective
 

needs
 

of
 

the
 

talent-strengthening
 

strategy
 

have
 

given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of
 

first-class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ies
 

basic
 

function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nd
 

cultivating
 

first-class
 

talents
 

is
 

the
 

core
 

mission
 

of
 

building
 

first - class
 

universities.
 

First - class
 

talents
 

should
 

have
 

first - class
 

knowledge
 

and
 

skills 
 

have
 

first-clas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have
 

an
 

advanced
 

sense
 

of
 

contributing
 

to
 

the
 

country 
 

society
 

and
 

the
 

people.
 

They
 

are
 

endowed
 

with
 

comm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igh
 

integrity 
 

all-
round

 

development 
 

love
 

of
 

country 
 

broad
 

vision 
 

based
 

on
 

practice 
 

and
 

courage
 

to
 

innovate.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first-class
 

talent
 

evaluation
 

scale 
 

we
 

must
 

not
 

only
 

establish
 

a
 

correct
 

value
 

orientation 
 

and
 

reform
 

the
 

traditional
 

five-dimensions -only 
 

assessment
 

system 
 

but
 

also
 

form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ximizing
 

the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of
 

talents
 

and
 

their
 

potenti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the
 

cultivation
 

of
 

first-class
 

talents
 

is
 

not
 

only
 

a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but
 

also
 

calls
 

for
 

the
 

retur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education
 

and
 

meets
 

the
 

needs
 

of
 

talent
 

development.
 

Therefore 
 

we
 

must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sistency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
-class

 

universities 
 

first-class
 

disciplines
 

and
 

the
 

training
 

of
 

first-class
 

talents 
 

firmly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the
 

Party s
 

management
 

of
 

talents 
 

adhere
 

to
 

the
 

four
 

aspects 
 

and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study
 

and
 

research.
 

Double
 

first - class
 

universities
 

should
 

seize
 

opportunities 
 

shoulder
 

responsibilities
 

and
 

call
 

for
 

more
 

talents
 

to
 

emerge 
 

grow
 

and
 

play
 

their
 

roles
 

on
 

the
 

land
 

of
 

China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sperity
 

and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They
 

should
 

provide
 

replicable
 

and
 

extendable
 

experi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first-class
 

talents 
 

play
 

a
 

leading
 

and
 

exemplar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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