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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在何处？
—以上海科技大学的实践探索为例

印  杰

上海科技大学  上海  201210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

国家发展战略的迫切需求下，创建和发展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新定位的“创新型研究型大

学”已成为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卡脖子”科研与技术攻关、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新突破点。上

海科技大学于 2013 年成立，作为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单位，10 年间围绕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推动

学科交叉和科教融合方面做了一系列探索和创新。文章结合上海科技大学 10 年来的实践经验，探讨创新型研

究型大学如何促进科学知识创新、培养高水平人才、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并助力我国高等教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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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人才培养起着重要的基础性

作用。人才培养问题历来受到政策制定者、学术界和

社会的高度关注。2018 年 9 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

改革，充分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生机活力”。

与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必

须有新的目标要求、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决策部署。

大学作为重要的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场所，对科技与

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传统研究型大学虽然

在创造人类知识和推动社会进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角色，但由于其机构体量较大、体制比较复杂等问

题，在创造新科学技术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饱受争

议[1]。另外，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

也对高等教育的转型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2,3]。为了

应对这类挑战，近几十年间，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全球

范围内不断涌现。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大都是以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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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为基础的理工科大学，如日本筑波大学、韩国科学

技术院等。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

会时指出，“要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鼓

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

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本科生培养”“注重培养学

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一新的部署，既坚

持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又强调了三者之间的有机

联系，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共同塑造发展的新

动能新优势。在此背景下，创建和发展围绕教育、科

技、人才“三位一体”新定位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已

成为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卡脖子”科研与技

术攻关、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新突破点[4]。

上海科技大学（以下简称“上科大”）成立

于 2013 年，作为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单位，10 年来围绕

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推动学科交叉和科教

融合方面做了一系列探索和创新。本文以上科大的办

学实践为例，探讨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促进科学知

识创新、培养高水平人才、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并

助力我国高等教育转型。

1 上科大的实践探索经验

上科大是一所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

同举办、共同建设，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负责日常管理

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上科大于 2013 年经教育部

批准成立，2022 年 2 月 14 日入选第二轮“双一流”

建设高校，是上海市唯一一所新增“双一流”高校。

上科大作为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单位，10 年来在科教融

合、培育创新人才、深度参与上海高水平人才高地和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创新。

截至 2023 年 3 月，上科大在校学生总数 5 484 名，其

中本科生 1 761 名，硕士研究生 2 617 名，博士研究

生 1 106 名。

2016 年以来，上科大以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单位

在《细胞》《自然》《科学》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 77 篇。2019 年至今，累计有 1 项科研成果获

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 项成果入选“中国科学

十大进展”，1 项成果入选“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

进展”，5 项成果入选“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目前，上科大  63% 的课程采用基于研究的教学模

式，82% 的本科毕业生在本科三年级前进入实验室，

约 10% 的本科生在本科就读期间已收获了科研成果。

更有一批师生踏上创新创业道路，目前上科大已衍生

企业近 40 家，早期创业融资超过 14 亿元人民币，专

利许可合同总额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5]。

1.1 重视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
以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目标，上科大自

建校以来瞄准基础研究前沿领域发力，10 年来在光子

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能源科学等重大创新领

域积极布局，取得了多项重大原创性成果。学科交叉

融合是上科大的办学特色，其中，与中国科学院的合

作对促进上科大的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起到了重要支

撑作用：在基础研究方面，学校与中国科学院所属研

究所开展专家互聘、学生共育、科研资源共享、大科

学装置共建、重大课题联合攻关，这为上科大的学术

水平提升和科研能力增强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学科交

叉融合方面，中国科学院与上科大共同开展了多项跨

学科研究，为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法。

重视基础研究和重视学科交叉同样反映在上科大

的学生培养上。上科大学生培养的特点是宽口径、厚

基础，突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在

教学机构设置方面，上科大没有设系，只设置了学

院，例如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包含了物理学、化学、

材料学等不同专业，这种设置能更好地促进学科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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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在课程设计方面，学生培养方案涵盖基础学科

课程、通识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强调知识体

系、能力提升和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

1.2 科教产融合,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由于上科大是由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

同举办，科教融合从一开始就是学校的优势，或者说

是学校的“基因”[6]。在学生培养过程中，上科大也

充分发挥了科教融合的特色。例如，上科大约 80% 的

本科生在本科一年级到三年级间会陆续进入实验室参

与科研工作，目前约 10% 的本科生在就读期间已收获

了科研成果，并有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教师在教学

中注重将一线科研的实践经验融入课程，培养学生的

科学素养。学校广泛开设丰富的学术讲座和报告，激

发学生的科研热情。同时，学校坚持“科研培养人、

项目培养人”，利用承担世界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

建设任务的优势，将学校内所有科研仪器设备对全体

学生开放使用，并致力于促进科教创新资源向教育教

学和人才培养聚集，建立科研反哺教学和人才培育的

长效机制。

产教融合也是创新型创新大学的发展必要条件之

一 [7]。上科大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构建了以学院

加机构组成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一方面，上科大注

重高价值专利培育，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

的培育，重视申请和维护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

专利。这些高质量的专利为上科大的科技成果转化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上科大 25% 的专利已实现转

化。另一方面，上科大强调专利成果要面向市场、进

入市场。从建校起，上科大就战略布局了以创新创业

为学科建设重点的创业与管理学院，以培养服务实体

经济的科技管理人才为目标。并且，学校在职能部门

中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推动全校科技成果转化和师

生创新创业。这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有助于高水平科

技成果的转移转化，2018 年以来，上科大连续 3 年位

居全国高校专利许可合同金额榜单前 10 名[5]。

上科大的孕育和成长始终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上

海张江的创新发展同向同行。10 年来上科大始终坚持

创新报国的责任，积极投身、深度融入上海科创中心

和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承担多项国家大科

学装置项目，打造国之重器。例如，承担的上海软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活细胞结构与功能成像等线

站工程已于 2022 年全面完成验收，即将向用户开放。

上科大主动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硬X射

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在 2022 年取得了阶段性重

大进展。

2 上科大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发展之路

2.1 建设大科学中心,继续稳步推进大科学装置
建设
大科学装置建设周期非常长、涉及多学科交叉 [8]，

这一过程与上科大的基础研究、学科交叉有着很好的

结合点。大科学装置为上科大提供了先进的科学研究

平台和设施，有助于提高学校的科学研究水平。通过

承担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上科大积极投入到“卡脖

子”领域的技术攻关、支撑国家重大科技需求。

在 2020 年 10 月，上科大成立了大科学中心。秉

承上科大“小而精”的理念，大科学中心聚焦于大科

学创新特别是自由电子激光、同步辐射等极端探测能

力的实现。大科学中心的学科方向包括光子科学大科

学装置方法学和关键技术的研发、自由电子激光和同

步辐射在生命和能源等领域的应用、非平衡态和超快

物理/化学、光与电子和物质的相互作用、大数据分析

和处理等。目前大科学中心已逐步在这些领域布局能

力互补、方向协同的独立课题组，包括表面化学、超

快 X 射线谱学、X 射线成像、加速器物理、原子分子

物理、X 射线共振/非共振、阿秒科学等在内的跨学科

研究团队，并建立相应的研发支撑平台，如尖端探测

器平台、超高通量科学数据研发平台、精密机械加工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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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惯例，在大科学装置开放运行后，会吸

引大量的外部用户甚至是国际用户，这将对上科大开

展国际合作与交流起到强力促进作用。张江大科学装

置集群作为上海市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可积极推动

产学研合作，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市场化。依托与

上海市张江大科学装置群的紧密关系，上科大可与企

业、科研机构等进行合作，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推

动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在学生培养方面，大科

学中心通过“光子科学暑期学校”等活动为学生提供

在大科学装置开展科学研究和实验的机会，拓宽学生

知识面和技能，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而更好

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要。在产学研合作方面，上

科大的大科学中心为上海市乃至全国的企业和研究机

构提供使用大科学装置和进行研发合作的机会，能够

与产业界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为产业界提供科学技

术支撑和服务，同时也可获得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机

会，推动学校与产业界的互动和融合。 

2.2 兴建 2060 研究院,助力实现碳中和
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力争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

中和的庄严承诺，2020 年 10 月上科大开始筹建以实

现我国碳中和目标为方向的研究院——2060 研究院。

在筹建期间，上科大充分发挥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

特点和科教融合优势，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

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整合资源，创

新机制，确立了 2060 研究院以碳中和目标为导向的前

瞻性研究和集成创新研发、碳中和相关新型学科培育

建设、碳中和领域创新人才培养、碳中和约束下的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与咨询研究等为主要任务的发展战略

布局。

2060 研究院的建立将充分发挥上科大相关学院

师资力量和科研团队的学科优势、科教融合创新研究

优势，以解决碳中和重点任务目标为导向，开展跨部

门、多学科交叉和多技术融合的高水平研发、提出科

学解决方案、开展应用场景技术验证与示范。2060 研

究院将以能源领域的突破性技术创新为主攻方向，

重点组织开展能源生产端的先进核能系统研发及其综

合能源系统建设、能源使用端的低碳前沿技术创新行

动。

2060 研究院聚集了一批国内外顶尖的科学家和研

究团队，其研究方向和成果在未来科技领域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2060 研究院将部署开展低

碳技术应用研发和未来技术前瞻创新，包括化石能源

低碳转化利用技术、先进储能技术和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与储存技术等。此外，2060 研究院将积极推进与

行业产业和社会生活相融合的集成创新，将围绕碳排

放重点行业、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绿色低碳生

活 3 个重点方向开展工作，推动能源、信息、制造、

管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推进智慧能源、能效管理、

绿色制造等领域的研发，服务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可持

续发展。

2060 研究院在推进碳中和科技创新中，将加强与

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合作，积极构

建碳中和相关领域的学科建设和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

体系。2060 研究院的建立，将为上科大的教育教学工

作带来新的思路和模式。学生可以通过与 2060 研究院

的交流和合作，深入了解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和前沿

技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和竞

争力，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2.3 筹办上海临床研究中心,为人民生命健康谋福祉
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了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2017 年 3 月，上海市发

布《“健康上海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

健康科技创新，打造医学科技创新平台，推进研究型

医院建设；推进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协

同合作；构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药物和医疗器

械临床试验平台；到 2030 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健康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健康城市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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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和上海市的发展战略，上科

大正在建设上海临床研究中心。上海临床研究中心作

为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属的一家研究型医院，委

托上科大建设和管理，是上海市新型创新试点单位。

临床研究中心创新办医模式，具备两大核心功能：

“临床实践与试验”及“基础与转化研究”，将采取

“从实验室到病房”和“从病房到实验室”的双向循

环研究模式，以患者为中心，打造患者专属诊疗区和

多学科会诊区。

上海临床研究中心中心积极推动医教研融合，集

聚优质临床研究资源，搭建突破式创新研究平台。与

上科大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免疫化学研究所、iHuman 研究

所等相关院所开展交流合作，并面向全校开办“临

床研究前沿”系列讲座，共同探索交叉研究领域的创

新突破。同时，上海临床研究中心加强与医院合作，

推动临床研究与成果转化。上科大与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上海市

肺科医院等市级医院广泛合作，在感染性疾病、呼吸

系统疾病、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肌肉骨骼疾病、

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等领域已开展了近 80 项临床研究

与成果转化合作。上科大启动创新型硕士联合培养，

为合作团队提供科研种子基金，为合作医生的科研工

作提供配套条件。

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还将积极参与、组织并推动上

海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发展，打造新药物、新设备、新

器械、新技术、新材料，以及临床指南、疾病诊治规

范和标准的创新策源地，致力于成为高水平临床能力

和生物医药研究能力兼备的医学科学家的人才培养基

地。加速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临床研究共同体，推动

全市临床研究资源的开放共享和统筹利用，推动最新

科技成果与临床研究需求紧密对接，加快临床研究成

果转移转化，释放上海医学科技创新和生物医药科技

创新潜能。

3 总结与展望

3.1 高水平师资队伍是上科大的“第一资源”
回顾总结上科大 10 年发展历程，跨学科交叉、科

教产融合、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离

不开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发现和

培养是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在上科

大的师资队伍建设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全校范围内全

面实施的常任教授制（Tenure System）。上科大借鉴

国际一流大学的经验做法并立足中国高校实际，施行

常任教授制，注重师资质量而非人才“帽子”数量，

注重教书育人表现而非只重科研；在科研成果考核

中，注重科研水平而非成果数量，注重科研成果是否

服务了国家重大需求。这种常任教授制可以有效支撑

和保护基础研究，并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定位与国家

发展战略相结合[9,10]，并且有助于吸引高水平海外科研

人才，尤其是基础研究人才。

上科大给青年学者提供宽松的环境、肥沃的土壤。

上科大给予青年科研人员科研问题的选择权，使得基础

科研人员有勇气进行“坐冷板凳”的基础研究。学校注

重对青年学者的培养，并给予科学的、可持续的教学科

研资源和高水准事业发展平台，帮助青年学者迅速构建

相对稳定的科研团队，确保其长足发展。

经过 10 年建设，学校已经培养出一批中青年教

师，他们已经成为战略科研团队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同时，学校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也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

研究成果。例如，学校在《细胞》《自然》和《科

学》等权威期刊上共发表了 77 篇论文，其中 20 篇由

年轻的助理教授作为通信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充分

展现了他们强大的学术潜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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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水平学科建设是上科大的核心竞争力
上科大以高水平学科建设为核心，以服务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为办学使命，以“小而精”“特色

化”为学科建设特点，聚焦于新材料、新能源、人类

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上科大积极

引进国内外优秀教师和人才，搭建高水平研究平台，

大力支持创新科研，加强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提升学

科建设质量和水平。目前，上科大已经形成了物质科

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优势学科群，并建立了生

物医学工程学院、大科学中心、2060 研究院、上海临

床研究中心等新学科增长极。这些举措为上科大的高

水平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未来的科学研

究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上科大积极

承担国家大科学装置建设任务，牵头承担的国内投资

最大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建设已取得重大进

展，形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研制，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同时，上科大参与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建设，与张江国家实验室深度开展人才培养与科研

合作，致力于成为高水平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基地。

2022 年，上科大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入选

国家一流学科，这是学校全力推进跨学科优势的核心

建设之一。该学科将教学和科研与光子大科学装置应

用密切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特色，已经在功能材料、

生物大分子材料、拓扑量子材料等领域取得了有影响

力的科研成果[5]。

3.3 学生培养是上科大工作的重中之重
学生培养质量是大学教育的生命线，也是上科大

最重要的工作。在本科生教育培养环节，上科大制定

“宽口径、厚基础、小规模、国际化”的原则，突出

“通（通识教育）、专（专业人才）、新（创新创

业）”特色，不断完善由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个性

化教育构成的培养体系。在此基础上，上科大注重培

养并强化本科生的科研能力，要实打实地将学生培养

成真正具有科研能力的人。本科生在一、二年级就可

以进入实验室参与课题研究，三、四年级时就可以选

修研究生课程。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上科大注重在科研实践中

培养学生的原始创新能力，同时也注重研究生的“个

性化培养”，鼓励研究生跨学科、跨学院选修课程。

上科大结合重大科学设施和科研项目培养研究生，特

别开设围绕大科学装置设施的专业课程、讲座报告

等，鼓励学生利用先进的研究平台和尖端的技术手

段，与导师共同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

究。据近 3 年的学校统计数据，已有 60% 的研究生参

与了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相关的科研项目[5]。

上科大积极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致力于培养具

备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为了提供国

际化的教育环境，学校积极开展与国际知名高校的合

作交流项目，鼓励学生参加国际会议和短期交流访学

项目，不断扩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学术交流能力。截

至 2022 年，上科大已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高校建立了合作

关系。此外，上科大还计划继续扩大与其他国际知名

高校的合作，力争使本科生海外学习经历的人数至少

达到 50%[5]。这些举措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和

视野的人才，为推动国家的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3.4 展望上科大的新 10 年
2013 年开始办学的上科大，踏准了时代的步点。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提出要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5 年，上海市将科创中心

建设列为“一号课题”，张江科学城成为上海科创中

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张江科学城是中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聚集了众多高科技企业和研

究机构，其中包括张江国家实验室。在新 10 年的征

程中，上科大将与张江国家实验室紧密合作，充分利

用其独特优势，不断推动学校的高科技创新和人才培

养。借助与张江国家实验室的合作契机，上科大将继

续把“双一流”建设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加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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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学科建设和学术创新，培育更多的学术领军人

才和高水平科研团队，推进学科交叉和融合，提升学

校整体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未来 10 年，上科大将从 3 个方面发力：① 高水平

科研成果的培育。在张江国家实验室的支持下，学校

已经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科研成果，如在材料学、

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重要突破。未来 10 年，

学校将继续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科研能力和

水平，培养更多的高水平科研人才，推动学校科研成

果的转化和应用。② 高科技成果的转化。上科大将加

强与张江国家实验室和周边科技型企业的合作，充分

利用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加速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推

动学校的创新创业和产业化发展。③ 在国际化方面，

上科大将进一步深化发展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

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招揽和培养国际化人才，拓展国

际化合作的领域和层次，不断提升学校的国际化影响

力和竞争力。

展望未来，上科大将继续与中国科学院各院所在

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方面深入合作。上科大还将充分

发挥区位优势，深度融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和张江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担当科教融合、特色优质办

学的践行者，全面提升学校综合办学水平，为上海市

和我国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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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Innovativeness of Innovative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Practice of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YIN Jie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10,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emphasized that upholding the principles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stitute the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 talent is the primary resource, and innovation is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e deep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es such as the strategy for invigor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strategy for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through talent development, and the strategy for driving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on is emphasized. 
Furthermore, the need to explore new domains and pathways for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ly shape new dynamics and advantages 
for progress is underscored. Given the urgent needs of thes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stablish and develop “innovative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that center o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uman resources” has become a new break-through point 
for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o tackle the “bottleneck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and to support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Established in 2013,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as an educational reform pilot entity, has made a series of explorations and innovations in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to serve China’s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over the past decade, explores how innovative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can promote scientific knowledge innovation, cultivate high-level talents, promote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elp transform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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