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优化交叉学科布局，已成为世界各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一

流学科的时代旋律与政策诉求，也是引领当今世界科学研究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学科交叉

融合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是新学科产生的重要源泉，是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有效路

径。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交叉学科发展。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要下

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2020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决定在现有学科基础之上增设“交叉

学科”门类，交叉学科被列为第 14个学科门类；2021年 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

置与管理办法（试行）》；2022年 1月，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以问题为中心，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创新交叉融合机制，

搭建交叉学科的国家级平台。为繁荣和发展交叉学科研究，本笔谈以“交叉学科的时代愿景与建设

思路”为选题，约请相关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试图释放交叉学科的跨界聚合能量。

交叉学科建设：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战略价值

■王战军 蔺跟荣

交叉学科的时代愿景与建设思路（笔谈）

2021年，教育部按照《“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

办法（试行）》对首轮“双一流”建设进行了成效评价。

从整体看，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双一流”建设成效明显，推动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迈上新的历史台阶。首轮“双一流”建设“坚持以学

科建设为基础”，加强学科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入人

心。 [1]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如何取得新突破，交叉

学科建设成为新的战略选择。

一、交叉学科建设是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突

破口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聚焦重大科学问

题和国家战略需求，需要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

培育新兴交叉学科。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推动推动学科交叉

融合，建设交叉学科发展第一方阵。 [2]交叉学科建

设立足国家战略和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以优势学科

引领带动高校发展，汇聚优质学科资源，提升大学的

整体水平的发展模式，成为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

突破口和现代大学建设发展的新突破口。

（一）交叉学科建设是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内

在动力

首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培育和引进一流师资

队伍、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提升高水平科学研究能

王战军/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信学院特聘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 100081） 蔺跟荣 /

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合肥 230039）

教育发展研究2022.11特 稿·交叉学科的时代愿景与建设思路（笔谈）·

-- 1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2.11.016



力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以国

家战略急需为导向，以学科建设为基础，确定了建设

高校147所、建设学科433个（不包含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自主建设的建设学科）。建设学科中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布局 59个、工程类应用

学科 180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92个。交叉学科建

设体现了集中优质资源解决重大关键难题、满足了

国家发展战略需要，适应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新

要求。“双一流”建设高校纷纷成立了交叉学科研究

机构。例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成立人工智

能学院，清华大学成立了集成电路学院，北京理工大

学成立了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成立了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等等。交叉学科建设

成为高校推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新举措。

第一，“双一流”建设大学特色发展，交叉学科建

设是主要突破口。“双一流”建设高校以交叉学科建

设为主要抓手，多学科支撑、多平台支持、汇集建设

资源，瞄准世界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实施重大

重点项目，破解“卡脖子”难题，取得核心关键技术突

破。例如，同济大学以“9+4”的一流学科和交叉学

科领域推动“双一流”建设，带动土木工程、建筑学、

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等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

前列，环境科学与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海洋科学

等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智能科学与技术、新能

源、微结构、干细胞等交叉学科领域向世界前沿迈进。

第二，交叉学科知识生产模式是新时代科学技

术发展的主要模式，是“双一流”建设内在动力。伴

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学科知识在不断

分化的基础上表现出交叉、渗透、融合的趋势。[3]面

对一系列前沿、尖端、复杂而又综合的新知识、新问

题，必须依靠交叉学科融合认识和解决。双一流”建

设期间，清华大学围绕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交叉学科

领域，布局成立系列研究院和研究中心，形成包括七

大跨学科交叉学科群的学科交叉研究机构体系，不

断凝练符合国家需求和学校特色的研究方向，创新

科研模式，形成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一批标志性建

设成果。

（二）交叉学科建设是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本

体价值

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

一流大学。[4]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探

索多学科交叉复合和创新卓越人才培养模式，大力

培养引进高水平创新人才和团队，打造一流人才方

阵。当前，科技的创新突破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多

学科的交叉融合，高校培养急需高层次人才和支撑

创新策源地是交叉学科建设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

中的本体价值体现。

第一，交叉学科建设是第二轮“双一流”建设解

决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重要举措。针对目

前人才培养支撑国家战略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不足的现状，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应对国际风险

与挑战领军人才、卓越人才，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

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面向

国家高层次人才战略需求，通过不断加强交叉学科

建设，完善科教协同、产教协同育人模式，强化高校、

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协同育人，提高高层次人才培

养质量，成为打造国家一流人才方阵的重要战略支点。

第二，交叉学科建设是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支

撑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保障。学科是大学的核心基

础学术组织。交叉学科建设以问题为中心，打造跨

学科高水平团队，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和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是大学适应时代变革、发挥创新策源地

战略作用、服务国家急需的有效路径。

第三，交叉学科建设是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争

创世界一流的主要途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是教

育强国建设的标志工程，是支撑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建设的关键工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顶梁大柱。2021
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达到 4430万人，高等

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 57.8%。 [5]我国已经建成了世

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但还存在大而不强的

问题。在新时代知识生产、科学研究和积极社会需

求复杂化的背景下，交叉学科建设不断融合知识创

新，强化教育链和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

接与融合发展，是大学对接和加快培养国家急需学

科领域高层次创新人才、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和原始

创新突破、加快在更多领域方向冲击世界一流前列

的主要路径。

二、交叉学科建设是提升第二轮“双一流”建设

成效的路径

当前，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正在兴起，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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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正发生深刻变革，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解决人类

生存发展共性问题和组织科技前沿及关键领域研究

创新复杂性和艰巨性需要不同学科的融合协作。交

叉科学建设要着眼于关键交叉节点组织创新，开拓

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抢占世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做

出单一学科难以完成的不可替代成果，全面提升第

二轮“双一流”建设成效。

（一）“服务需求，瞄准前沿”，建立动态的学科管

理机制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要求高校不断提升服务国

家战略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能力，建立主动

适应人才培养和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学科、应用学

科、交叉学科体系，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冲击世界

一流。交叉学科建设有利于高校适应时代发展要

求，集中优势学科资源解决国家和区域重大问题，积

极回应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育学科新

的增长点，形成充满活力的学科发展生态。

一是推动交叉融合，建立需求导向的学科动态融

合机制。高校对照世界一流和第二轮“双一流”建设

目标，根据学校优势特色多学科融合联动、强强联合，

积极回应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着力发展国家急需

学科、关系国计民生、影响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学科，促

进科学之间交叉融合，围绕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国家

治理等领域布局建设先进制造、能源交通、现代农业、

现代服务业等社会需求强、就业前景广阔、人才缺口

大的应用学科，提升学校“双一流”建设成效。

二是搭建交叉平台，建立问题导向的交叉研究

的引导机制。高校瞄准世界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领

域优化学科布局，以问题为导向，打破学科专业壁

垒，成立交叉科学研究院等交叉学科平台，加强对重

点学科和重点方向的投入，整合传统学科资源打造

交叉学科群和强有力的科技攻关团队，推进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积极回应社会对高层次

人才需求，形成规范有序、更具活力的学科增长点。

（二）“以本为基、以研为峰”，构建高质量人才自

主培养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工作作出

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中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

来的，要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培养基

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

养之路，加快建设高质量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体系。

一是要完善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双一

流”建设高校要在高质量本科教育和卓越研究生教

育上下功夫，构建科教融合、校企协同的培养机制的

培养机制，以高水平科研支撑创新人才培养。解决

好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加强马克

思主义理论人才、基础学科人才以及面向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储能技术等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的

培养，吸引最优秀的学生立志投身基础研究，造就更

具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后备军，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

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形成自立

自强、世界一流的人才方阵。[6]

二是探索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双一流”

建设高校积极参与推进实施“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

培养专项”，探索以项目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利

用重大科研平台、高水平科研设施、重要创新基地等

优质科研资源，在解决国家高精尖缺领域，战略新兴

产业关键技术的过程中培养人才。同时，主动服务

行业企业高层次人才需求，满足国家理工农医类专

业紧缺人才需求。

三是与立足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需要，深度融入

国家和区域发展规划，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共建

研究院和研发中心，合作共建科教育人平台和科教

融合创新平台，培养集成电路、量子科学、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功能材料、生物医药等关键技术领域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

（三）“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我国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

主力军和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在实现“两个百

年”的奋斗历程中，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要立足

学校办学定位和学科发展规律，以交叉学科为核心，

以优势特色学科为主体，以相关学科为支撑，整合相

关传统学科资源，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

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一要加强有组织的科研创新。坚持面向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关键领域，加强有

组织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研活动和学术交流，凝

练符合国家需求和学校特色的研究方向，创新科研

模式，抓好基础性、前瞻性、非共识、高风险、颠覆性

科研创新，形成一批标志性建设成果。

二要推进实在的科教融合。高校要用好学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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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融合的“催化剂”，打破既有学科之间的壁垒，促进

形成学科之间开放、交流、交叉、合作的氛围。以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自主规划前瞻布局，推

动重大问题前沿探索研究，在技术攻关中深度推进

多学科交叉融合，确立问题导向、服务需求为主的科

研模式，找准突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加强对原创性

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培育和支持，将多学科

成果快速汇聚并应用于工程集成创新，抢占科技创

新战略制高点。

三要推进深入的产教融合。“双一流”建设高校

要主动对接经济带、城市群、产业链布局和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建立开放、联合、协同的沟通机

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与现代产业结构深度

融合，着力提高大学和学科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

率，成为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动的策源

地。以产教融合为平台，破解行业关键技术难题，更

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本文系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互联网+’时

代研究生教育管理变革与创新研究”（71834001）的

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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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野下的学科高质量发展

■李立国

学科是关于人类知识体系的分类标准和内容。

纵览学科发展史，从古代西方的“七艺”到西欧中世

纪大学的文、法、神、医四科，再到工业革命时期自然

科学的兴起与工科教育的勃兴及二战之后社会科学

的发展，一部学科发展史就是一部知识不断发展进

步的历史。人类知识体系的发展从早期的综合积

累，历经千年沉寂，到科技革命和工业化时代以来，

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学科体系，在不断纵向发展的

同时，也在横向进行学科的交叉融合，催生了众多新

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学科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张的同

时也在不断分化，形成了成千个研究领域。学科研

究领域的不断扩张是不同学科知识交叉融合创新的

历史，离开了学科交叉融合，也就没有了知识的创新

与进步。有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诺贝尔自然科学

奖中交叉研究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50%左右，以交叉

融合为特征的跨学科知识生产是当前知识生产与科

技创新的基本特征，是新科技革命的重要源泉。当

代学科发展已经步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单一

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模式难以实现科技创新和解

决复杂的重大问题。

我们一般将不同学科的综合运用称之为跨学

科研究（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跨学科是泛

指，其中又包括多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等研究范

式。多学科是指不同学科对于一个研究领域或者研

究问题分别进行独立研究，其中不会发生学科知识

的交叉，只是实现了问题的多角度研究与分析。如

多学科视野的教育研究，就是从哲学、历史学、经济

学、心理学、人类学、信息科学等多角度研究分别教

育问题，是站在本学科视角对于教育问题的分析与

探讨。再比如，从工学、管理学、经济学视野探讨环

境 保 护 与 生 态 问 题 。 交 叉 学 科（disciplinary
research）是 20世纪 20年代出现的一个概念，其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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