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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国家 “９８５工程”高校评价指标体系入手，在办学类型和目标定位、学科规模和
学科水平、培养规模和师资水平、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四个方面，对军队综合大学和 “９８５工
程”高校的办学实力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对军队综合大学的发展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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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借鉴地方高校的建设经验，突出
鲜明的军事特色，是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有效路

径。认真梳理国家 “９８５工程”高校的建设情况，
系统研究办学的核心指标体系，科学分析体现高

校办学实力与育人水平的相关数据，正确认识发

展差距与不足，有利于明确办学定位、建设目标

和发展方略。

　　一、“９８５工程”高校办学水平指
标体系分析

　　 “９８５工程”的总体目标，是要建设若干所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９８５工程”是一项系统建设工程，它不是标准，
并且３９所 “９８５工程”高校水平层次差异很大。
到目前为止，对 “９８５工程”大学的办学水平没有
一个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定量标准。

（一）国内高校评价机构

无论人们对于现行的大学评价和排行持有怎样

的观点，可它至少从一定的角度提供了一个相对系

统的信息与参照。当前，国内影响较大的高校评价

机构主要有４个，即武书连榜 （由广东管理科学研

究院课题组发布的 “中国大学评价”）、校友会榜

（中国校友会发布的 “中国大学排行榜”）、网大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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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大有限公司发布的 “中国大学排行榜”）和中评

榜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高

校 “竞争力评价”）。各评价机构关注的评价要素基

本一致，主要集中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声誉等方面，只是在指标的设

置和权重的分配上有所差别，而且评价方法与指标

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进行调整。

（二）“９８５工程”高校办学水平核心指标
为了对 “９８５工程”大学的综合办学水平有一

个定量的了解，我们综合上述４大评价机构关于国
内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普遍关注的关键性核心

指标进行了梳理统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在学科水平方面，关注大学拥有国家重点学

科、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国防重

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文科研究基地的

规模与水平。

在师资队伍方面，关注大学拥有的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创新群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创新研究群体）、

国家级教学名师、教育部创新团队 （“长江学者和

创新研究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数量。

在人才培养方面，关注大学获得的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论文，培养的杰出校友。杰出校友包括：

院士、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杰出政治家 （正省

部级以上领导）、杰出企业家 （四大富豪榜上榜人

员、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等）。

在科学研究方面，关注大学承担的９７３项目、

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的国家重大奖励成果、

中 国 和 中 国 高 校 十 大 科 技 进 展， 以 及

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论文、ＥＳＩ论文引用频次、ＳＣＩ论文
引用、ＳＳＣＩ论文等。其中，重大奖励成果指第一
或第二完成单位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

然科学和技术发明一、二等奖、科技进步特、一

等奖，专利发明金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特、一等奖［１］。

　　二、首批 “９８５工程”高校办学实
力对比分析

　　经教育部批准，首批进入 “９８５工程”建设的
９所著名大学，即 “２＋７”高校：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９所大学虽然数量不到全国高校总数
的１％，但年度科研经费、两院院士、国家重点学
科拥有量等关键性指标却占到全国高校３０—４０％
的比例［２］。

（一）办学类型和目标定位

９所高校，除哈尔滨工业大学未明确提出外，
其他高校全部定位于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其发展目标几乎无一例外地用 “国内一流、世界

一流、国际知名”等字样表述；在地位作用上多

以 “面向世界、振兴中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等内容表述［３］。具体见表１。

表１　九所高校办学类型和目标定位

院　校 类型 目标定位表述

清华大学①
综合性

研究型

２０２０年前后，建成 “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世界一流大学，使之成为我国重要的拔尖人

才培养基地、科学研究创新基地、社会服务核心辐射基地和先进文化的孕育基地，为国家培养

更多的学术大师、治国栋梁和兴业英才。

北京大学②
综合性

研究型

“保持中国领先、创建世界一流”，分三步走：到２０１８年建校１２０周年左右率先跻身世界一流
大学行列；到２０３３年建校１３５周年左右率先跨入世界一流大学中坚行列；到２０４８年建校１５０
周年，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周年左右率先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中国科大②
综合性

研究型
到２０２０年，建成依托国立科研机构，具有世界水平、中国特色和科教优势的一流研究型大学。

南京大学④
综合性

研究型

到２０２０年，探索出一条具有南京大学鲜明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道路，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诸方面显著提升，文理工医多学科协调发展，大部分学科处

于国内前列，若干学科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文化与科技创新

能力、师资队伍水平等若干关键指标力争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

复旦大学⑤
综合性

研究型

２０２５年前后建成立足上海、服务全国、国际一流的高水平、研究型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为人
类文明进步，不断探索教育、科技和制度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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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院　校 类型 目标定位表述

上海交大⑥
综合性

研究型

到２０２０年，学科水平整体跃升，学校综合实力、学术声誉与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高水平师资、
学术影响力、国际化办学等主要办学指标达到世界百强水平，学校整体实力跻身世界一流行列，

成为既具有国际竞争力又为中华民族振兴做出卓越贡献的 “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

浙江大学⑦
综合性

研究型

坚持创造与传播知识，保护与传承文明，服务与引领社会，追求教育卓越、研究创新和服务效

能，培养理想远大、品德高尚、学识广博、人格健全、体魄强健，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

人才和未来领导者，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建设。

西安交大⑧
综合性

研究型

坚持 “三步走”战略，在已经完成第一步十年建设的基础上，到２０２０年将学校建成具有理工
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到２０５０年左右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哈工大⑨

综合性／
多科性

研究型

到２０２０年建校百年时，学校力争若干优势学科跻身世界一流水平行列、一批学科达到国际知
名水平，学校办学设施优良，体制、机制完善，学术领军人才云集，杰出人才辈出，文化氛围

浓厚，社会贡献卓越，步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资料来源：表１“目标定位表述”根据各大学官网资料整理，详见注释①－⑨。

（二）学科规模和学科水平

反映一所高校学科规模主要是看其本科专业及

一级博士授权学科数量的多少。学科水平体现在学

科专业上，主要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学科、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数量，当然也包括学科评估状

况，本文受资料所限未进行这方面的统计。从表中

不难看出，受规模的影响，浙江大学学科门类最齐

全，本科专业、一级博士授权学科、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数量最多；而相反，同样受规模的影响，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上述三个指标处于最低位置。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一二级重

点学科数量上排名靠前，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此

外，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实验室在科研机构居多，

本表暂未列入。具体见表２。

表２　九所高校学科规模及水平对比

院　校 本科专业
一级博士

授权学科

博士后

流动站

国家重点

实验室

国家一级

重点学科

国家二级

重点学科

清华大学⑩ ７４ ５４ ４８ １３ ２２ １５

北京大学瑏瑡 １２０ ４８ ４７ １１ １８ ２５

中国科大瑏瑢 ３７ ２７ １７ ５ ８ ４

南京大学瑏瑣 ８６ ４０ ３８ ７ ８ １３

复旦大学瑏瑤 ６９ ３５ ２９ ５ １１ １９

上海交大瑏瑥 ６２ ３６ ３２ ８ ９ １１

浙江大学瑏瑦 １２３ ５８ ５２ １０ １４ ２１

西安交大瑏瑧 ８４ ２７ ２５ ５ ８ ８

哈工大瑏瑨 ８５ ２７ ２４ ８ ９ ６

　　备注：表２中数据根据各大学官网资料整理，数据截止２０１４年底，详见注释⑩－瑏瑨。

（三）培养规模和师资水平

从表中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

得者等核心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

校拥有绝对优势，与其他７所高校拉出了较大的差
距。由于办学规模比其他高校小的多，中国科大在

高端人才拥有量上也具备一定的相对优势。９所高
校中，哈工大、西交大相对弱势一些。具体见表３。

（四）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反映一所高校科研

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通过查阅大量资料，本文

统计分析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９所高校的国家自然基
金项目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高居榜首，上海交大、浙江大学紧随其后。

中国科技大学由于不实施扩招、办学规模小等因

素，其统计数字偏低。哈工大、西交大在９所高校
中，无论在项目总数上，还是重点项目上，都明

显偏弱。具体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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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九所高校培养规模和师资水平对比

院　校
在校学生规模

本科生 博士生 硕士生
专任教师

师资队伍中杰出人才

两院院士 长江学者
杰青基金

项目获得者

清华大学 １５６９２ １１２４９ １８２９６ ３３５６ ７６ １９６ １８０

北京大学 １４５７６ ９４００ １４７８３ ３５００ ７８ １６４ ２０４

中国科大 ７４００ １９００ ６２００ １７５３ ４６ ４０ ９９

南京大学 １４１８８ ５０１３ １０６５４ ２０８０ ３１ １１５ ９７

复旦大学 １３２３７ １６０２６ ２４９０ ２６ １０６ ５１

上海交大 １５９７１ ６２７４ １３７４６ ２８２３ ４２ １３０ １０７

浙江大学 ２３６３３ ８７７９ １３９５２ ３４３７ ２９ １１１ １０５

西安交大 １５９８５ １４６９７ ２８６１ ２６ ５７ ３５

哈工大 １６７８１ ５０３８ ７５８５ ２９７２ ２５ ５０ ２２

　　备注：表３数据截止２０１４年底，数据出处同表２。

表４　九所高校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对比［４］

院　校 项目总数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其他项目

清华大学 ３４８３ ２２４５ ６１１ １１６ ５１１

北京大学 ３７６５ ２５４６ ６１４ １１２ ４９３

中国科大 １３２６ ７０５ ３３７ ４３ ２４１

南京大学 ２０５０ １１４４ ６３２ ５９ ２１５

复旦大学 ２２０６ １１９６ ７２７ ４２ ２４１

上海交大 ３３０２ １８１９ １１０４ ７５ ３０４

浙江大学 ３１１８ １８０９ ９５０ ６３ ２９６

西安交大 １５１８ ８０６ ５４０ ３１ １４１

哈工大 １５１１ ７１１ ６３０ １９ １５１

　　另外，通过统计近三年数据看，上海交大、
浙江大学每年获批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最多，比如上海交大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的项目
数分别为８４２、８２２、８８５项，远远高于清华、北大
的数量。比较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两年的数据，除北大、
清华有较大的负增长外，其他７所高校都有一定的
增幅；其中，上海交大、南京大学、中国科大、

哈工大的增幅很大，增加的绝对值都在４０项以上，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基础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高

校的重视。具体见表５。

　　三、可比性较强的部分 “９８５工
程”高校与军队综合大学办学实力对

比分析

　　根据军队综合大学的办学性质、工科类型、学

科专业等因素，本文在 “９８５工程”高校中选定了
可比性较强的、具有深厚国防工业背景的４所高校，
它们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北航、西工大具有

鲜明的航空、航天及航海特色；电子科大在军事电

子领域名列前茅，而且设有军事学学科；国防科大

是军队唯一一所 “９８５工程”大学，与其他４所军
队综合大学属于同类院校，具有更强的可比性。

（一）办学类型和目标定位

４所 “９８５工程”高校定位于 “综合性、研究

型”，或 “多科性、研究型”大学，其办学目标一

般强调特色办学，在相关领域办出一流水平。国

防科大尤其强调其军事特色，用 “不可替代、不

可或缺”表述其地位作用，用 “世界先进水平、

国内领先水平”表述其目标追求，虽然有些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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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反映了其在军队综合大学中遥遥领先的办学

实力。其他 ４所军队综合大学几乎全部定位于
“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大学，在办学目标上强调

军事特色和综合性特质。具体见表６。

表５　九所高校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对比［５］

院　校 ２０１３年项目数 ２０１４年项目数 ２０１５年项目数

清华大学 ４７８ ４８３ ４７１

北京大学 ５５９ ５８９ ５５３

中国科大 ３２１ ２７６ ３１６

南京大学 ３４７ ３１５ ３５７

复旦大学 ５５５ ５５４ ５７１

上海交大 ８４２ ８２２ ８８５

浙江大学 ６７６ ７０９ ７１２

西安交大 ３４６ ３６２ ３７５

哈工大 ３４０ ３０４ ３４４

表６　办学类型及目标定位

院　校 类　型 目标定位表述

北航瑏瑩
综合性

研究型

到２０２０年，力争空天信学科群若干方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产生若干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标
志性成果，衡量办学水平的主要指标与同类世界一流大学有可比性，形成建设空天信融合特

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格局，步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新阶段。

西工大瑐瑠
多科性

研究型

到２０１０年学校基本建成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国际知名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到２０３８年即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初步建成特色鲜明的世
界一流大学。

电子科大瑐瑡
多科性

研究型

保持电子信息学科优势和服务国防特色，积极推进学科结构调整和国际化战略，理、工、

管、文多学科协调发展，将学校建成特色性、研究型、开放式的高水平大学，成为培养创新

人才、贡献高新技术、服务现代社会、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

国防科大瑐瑢
综合性

研究型

到２０２０年，创建我军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军队高素质人才培养不可替代的重要基地、
国家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到２０５０年，建成我军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在国际可比
性学术指标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国内可比性办学指标方面达到国家高等教育领先

水平。

信工大瑐瑣
综合性

教学研究型

到２０２０年，学历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 “９８５工程”院校水平；军事基础教育达到军队院校
领先水平；科学研究达到国内同类院校领先水平。

理工大瑐瑤
综合性

教学科研型

力争在２０２０年建成 “军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教学科研型综合性大学，成为我军未来杰出

人才培养的重要摇篮，科技创新和服务部队的重要力量，军队院校国际交流的重要基地，为

建成具有我军特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军事院校打下坚实基础。

海工大瑐瑥
综合性

教学研究型

到２０２０年，努力建设成基础性、多科性、教学研究型综合大学，成为培养海军优秀军事人
才的摇篮、海军军事高新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海军新装备形成战斗力的技术保障中心、弘

扬军队先进文化的辐射源。

空工大瑐瑦
综合性

教学研究型

到２０２０年，把我校建成政治方向坚定、办学理念先进、结构布局合理，适应信息化战略空
军发展，支撑防空反导和信息攻防，引领空天装备发展，满足体系作战人才培养需求，空天

网一体化特色鲜明，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教学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整体达到 “９８５
工程”高校水平，实现 “创建一流大学，培育红色传人”强校目标。

　　资料来源：表６“目标定位表述”根据各大学官网资料整理，详见注释瑏瑩－瑐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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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规模和学科水平

从表中可以看出，北航、西工大学科门类较

齐全，特别是北航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学

科明显占优。国防科大作为军事院校，其本科专

业数量与其他３所地方高校比较少去一半以上。从
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一级博士授权

学科等核心指标上看，４所军队综合大学与 ４所
“９８５工程”高校差出一个等量级，其中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几乎为空白。比较４所
军队综合大学，授权学科数量和分布较为平衡，

差距不大；但在体现学科水平的关键性指标上，

信工大略胜一筹。具体见表７。

表７　学科规模及水平对比

院　校
本科

专业

一级博士

授权学科

博士后

流动站

国家重点

实验室

国家一级

重点学科

国家二级

重点学科

北航瑐瑧 ５７ ２１ １７ ２ ８ ３

西工大瑐瑨 ５８ ２１ １６ １ ２ ７

电子科大瑐瑩 ５９ １４ １３ １ ２ ０

国防科大 ２５ ２０ １４ ２ ５ ３

信工大 ５４ ６ ３ ０ １ ２

理工大 ４８ ９ １０ ０ ０ ４

海工大 ３０ ５ ７ ０ ０ ２

空工大 ２６ ８ ７ ０ ０ ２

　　备注：表７数据截止２０１４年底，数据根据各大学官网资料整理，５所军队综合大学数据出处同表６，其他大学数据来
源详见注释瑐瑧－瑐瑩。

（三）培养规模和师资水平

从表中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

得者等核心数据看，北航，西工大有优势、电子科

技大学、国防科大稍次之，数据很直白地反映出，

其他４所军队综合大学在师资力量上互有短长，但

都与国防科大差出一个等量级。两相比较，４所军
队综合大学的师资水平与其他３所 “９８５工程”高
校的差距就更大了。出于军队保密方面的考虑，下

表 “在校学生规模”和 “专任教师”两栏中不再列

出军队综合大学的具体数字。具体见表８。

表８　培养规模和师资水平对比

院　校
在校学生规模

本科生 博士生 硕士生
专任教师

师资队伍中杰出人才

两院院士 长江学者
杰青基金

项目获得者

北航 １４４２８ ４０１５ ８７００ ２２１５ ２０ ４３ ３０

西工大 １４８５５ ３２３７ ７６５３ ２３００ ２１ ２３ １２

电子科大 ２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 ７ ２６ １４

国防科大 — — — — ８ ６ １０

信工大 — — — — ４ ０ ０

理工大 — — — — ３ １ ２

海工大 — — — — １ ０ ２

空工大 — — — — １ ０ ０

　　备注：表８数据截止２０１４年底，数据出处同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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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军队综合大学建设发展的

认识

　　系统梳理国家 “９８５工程”高校和军队综合大
学基本情况，进行办学实力对比分析，正是为了

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理清思路，为军队综合大

学的建设发展寻求对策。

（一）正确认识差距

军队综合大学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应该清

醒并正确地认识与 “９８５工程”高校的发展差距，
从而在建设过程中始终保持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发

展的紧迫感。

一是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只有清醒地认识到

差距，才能找准制约发展的症结。通过上述对比

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学科、师资、条件、

社会声誉等 “硬实力”方面，军队综合大学 （国

防科大除外）与 “９８５工程”高校整体办学实力
差距很大，即使与上述排名靠后的可比性高校相

比，差距也非常明显，不是某些一、两项上的短

板，而是整体上的短板。不仅如此，从教育、培

养、管理、文化等思想理念和制度机制 “软实力”

方面看，也存在着较大差距。军队综合大学肩负

着为党和国家培养优秀军事人才的神圣使命，在

这种差距下，必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

识和生存意识。

二是差距的背后，有着客观存在的因素。从办

学历史看，军队综合大学一般在建国后５０、６０年代
建立，办学历史较短；而 “９８５工程”高校一般办
学历史较长，其中不少有着上百年或近百年的发展

历程。从办学规模看，由于军队院校的政策限制，

“９８５工程”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数量分别
是军队综合大学的数倍或十几倍，这样在师资、教

学、科研、学术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和获得的荣誉就

会相对成倍增长。从扶持力度看，“９８５工程”高校
有着充足的专项经费保障，而军队综合大学建设经

费往往有限。由此看来，这种差距是历史积淀、办

学规模、经费保障以及办学理念、目标定位、政策

机制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长期发展的结

果，是不对等状态下的一种差距。

三是从差距中寻求突破。通过对比发现，军队

综合大学 （国防科大除外）在院士、长江学者、杰

青基金项目获得者、重点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重点学科、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等核心

指标上，与 “９８５工程”高校差距很大，有的还是
空白。而这些指标往往与人才培养质量密切相关，

是衡量高校办学实力和育人水平的重要标志。这里

就存在着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的问题，在事关人才

培养质量和院校声誉的核心指标、关键项目上，必

须集中力量，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突破。尽管

在 “量”上暂时还达不到 “９８５工程”高校水平，
但是仅凭 “质”的突破这一点，就能充分证明军队

综合大学的努力程度和进步幅度。

（二）明确办学定位

办学定位是一所大学发展的起点，是带有方

向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战略问题。只有明

确了定位，才能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确定战略

目标，才能创出品牌、办出特色。

一是树立正确的办学方向。军队院校的特殊

性决定了其办学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培养 “能打

仗，打胜仗”的新型军事人才是其第一要务，是

实现强军目标的战略性要求，是党和人民赋予的

重大历史使命。如果说，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瞄准

的是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那么，军队院校瞄准

的则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未来血与火的战争，

战斗力标准是其必须遵循的唯一标准。上述 “９８５
工程”高校均定位为 “研究型大学”，而军队综合

大学除国防科大外，均定位为 “教学研究型大

学”，人才培养是第一位的任务，科学研究更多的

是为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服务对象的专属

性和职能定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军队综合大学在办

学目标定位上，要追求卓越、创建一流，但绝不能

唯一流，要坚持姓军为战；在教学内容体系上，要

有所取舍，向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坚决摒弃和

压缩与培养军事人才和战斗力生成关系不大、联系

不紧的相关学科专业、教学内容、科研活动；在人

才培养规模上，不贪大求全，走精兵强军之路，追

求规模、质量、效益的科学统一。

二是始终秉持特色发展之路。特色是高校的

生命线，是一所大学的立身之本、发展之源、兴

校之基，这对军队院校来讲尤其如此。军队院校

与地方高校由于产生时代、办学理念、发展历程、

服务指向等方面的不同，其发展目标定位、培养

模式、学科结构、专业要求、科学研究等都会呈

现出较大的差异。办学实力比拼，靠的不是简单

的规模和层次，而是办学特色和质量。很显然，

通过前文对比分析，军队综合大学在办学实力整

体偏弱的情况下，只能走特色发展之路。除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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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外，其他４所军队综合大学不可能像 “９８５工
程”高校那样，注重综合性、全面性发展，更不

能在办学指标上与地方高校盲目攀比、脱离实际。

多头并举、面面俱到不仅形不成特色，反而会抹

煞特色。走特色办学之路，军队综合大学要在与

军事斗争准备密切相关的学科或领域办出自己的

特色、做出独特的贡献；在科学研究上追寻有别

于地方高校的特色之路、满足军队建设的特殊需

求；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军队院校的长处优势、

创出自己的特色品牌。历史反复证明，谁能解决

军队建设急需的问题，形成独有的特色，确立不

可替代的地位，谁就能争取最大的支持、获取强

大的生命力。

三是找准建设发展的参照系。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军队综合大学争创一流目标，走军事精

英人才培养之路，应该在 “９８５工程”高校中选择
某一对应高校，作为发展的参照院校。以空军工

程大学为例，综合院校类型、历史背景、学科专

业、地域分布、交流便利等方面的因素，在军内

可以把国防科大作为参照院校，在地方可以把西

北工业大学作为参照院校。明确了参照系，也就

明确了发展方向，使奋斗目标清晰可见、触手可

及，无形中会激发全校人员前进的动力。其他军

队综合大学也可通过此方式，找准自己的发展参

照系。通过我们的主动学习与借鉴、参照院校的

指导与帮带，军队综合大学在建设发展的道路上

会不走或少走许多弯路。

（三）科学制定规划

规划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个时期

院校建设发展的蓝图。在当前军队战略转型、院

校调整改革的大背景下，军队综合大学要以 “十

三五”规划研究制定为契机，瞄准长远，乘势而

上，跨越发展。

一是知己知彼制定规划。制定规划是事关院

校发展的重大事项，容不得半点疏忽。过去那种

组织一班人集中突击、闭门造车式地编制规划，

往往缺乏科学性。制定规划时，眼界向外，把外

校的力量介入进来，或者干脆联合起来共同制定，

这种方式已为不少高校所青睐。青岛大学依托华

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制定 “十一五”发展

战略规划，五年时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国

内高校规划制定与实施的一个成功的典型案例［６］。

军队综合大学研究制定发展规划，也要拓宽视野，

放开眼界，加强与同类院校的横向比对，做到心

中有数、知己知彼。就外部来讲，要善于巧借外

力，事先组织相关人员到参照院校进行深入细致

的调查研究，掌握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并外请部

分专家，至少是参照院校熟悉规划的人员，参与

讨论和指导把关。就内部来讲，要广泛发动本单

位不同层级的人员积极参与，尤其要组织不同领

域的专家教授分析现状、深入讨论，做到认清自

我、知根知底；并且要切实通过制定规划统一思

想认识、凝聚行为意志，因为规划不仅仅是领导

班子及部门之间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要使规划

得到全校上下的一致认可，从而内化到全校人员

的思想与行动中。

二是科学确定发展目标。规划的核心内容是

发展目标的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讲，目标是否合

理直接决定规划制定的成败。发展目标既要有远

景目标，又要有阶段的过程目标，要坚决避免确

立目标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坚决杜绝一切不合实

际的 “假大空”口号。在一些关键领域和核心指

标点上，要把校内外的行家里手组织起来，群策

群力，集中研究，提出前瞻性的、 “跳一跳够得

着”的发展目标，切实发挥目标的牵引和领跑作

用。要把各类办学的核心指标融入发展目标中，

进行分解、细化，明确不同阶段的追赶目标，从

而最终实现整体发展目标。

三是采取超常的规划实施模式。再好的规划，

不落实或少部分落实，也是一纸空文。执行不力、

落实不够，是一些单位过去长期存在的问题，是

制约院校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在国家

“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和军队 “２１１０工程”等
建设上，均采取项目管理模式，即在总体建设规

划下，把建设内容按类、分层次形成一系列具体

的建设项目，明确项目负责人，分清责权利，通

过论证、审批、立项、检查、验收等程序，达到

建设效果。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９年，在开展军队首轮教学
评价准备工作时，空军工程大学采取过 “常委分

工，一抓到底”的组织模式，效果不错。那么，

在规划落实上，甚至前移到规划制定和目标确定

上，军队综合大学能否借鉴上述模式或者类似的

其他组织模式。总之，在规划的执行环节，必须

通过明确分工、责任包干、立军令状等方式，体

现法规的意志，树立规划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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