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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国：企业导师要做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真
需求，让学生在真需求当中再去提出新问题。与高
校老师不同，企业看的是全局，是整个产业，不是单
项技术，所以也能提出跨学科的问题。学生围绕这
一问题去攻关，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但学校要提供
对失败的容错空间，这种实战状态下，会成熟得很
快。现在很多高校对双师制有误解，认为必须要看

到企业导师出现在课堂上，企业导师又都很忙，这
一过程间就有矛盾，其实不需要，企业导师负责画
龙点睛一下。高校教师在帮助学生去完善问题解
决的整个过程中，自身也积累了经验，渐渐把这些
经验浓缩成相对成熟的培养方案。

大疆是怎么来的？当年是我把香港科大的教
授李泽湘双聘到深圳，哈工大那时正在深圳建研
究生院。我给他10个学生，做的第一个课题就是
大疆原型无人机。李泽湘既是学生的教授导师，
又是学生的企业导师，因为他本身对企业运作很
熟悉。我前后给了他100个研究生，后来李泽湘
和我说，这100个研究生中孵出了50个“独角兽”
公司（单个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大
学需要这样的老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学和企
业互相之间“不走动”。

记者：你前面谈到高校改革要产教融
合。关于这一点，绕不开双师制，企业导
师现在已经成为很多大学工科院系的标

配。但现实联合培养中，企业导师往往沦为
形式。在你看来，如果大学和社会进一步深
度融合，企业导师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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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校长”王树国——

如果大学还孤芳自赏
将落后于社会的发展

“看看外面正在进行的新技术革命已远超出大学的想象，甚至部分
企业对最新技术的投入，汇聚的人才，以及研发的能力、速度、深度和广
度都要超越大学。”在西安交通大学西部科技创新港的办公室，校长王

树国对记者说。这样的观点他近些年不止表达过一次。
王树国可能是国内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学校长之一。2002年，年仅44岁的

他回到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当时“C9联盟”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2014
年至今，他担任西安交大的校长；同时，他还是国内知名的机器人专家。

近日，围绕热议的“工科理科化”、校企合作、高校综合改革等话题，他接受
了记者专访。

记者：你如何看待“工科理科化”这一现象，背后的症
结是什么？

王树国：“工科理科化”现象与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有
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学一直处于追赶欧美的状态，研究以模
仿和跟随为主，而欧美这一时期恰好是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工
科已在相关技术领域发展到天花板，大学开始谋求对工业技术背
后内在规律更深的探索，于是出现“工科理科化”的倾向。但中国
的发展进程与欧美不同，我们几乎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没完成，第
三次工业革命就来临了，然后我们跟着跑，随后又进入第四次工业
革命时代。

近几年，世界范围内出现很多新的技术和业态，这时实践已走
到了理论前面，社会对大学提出了最前沿的时代需求，但传统的大
学形态却不适应这个急速变化的社会。“工科理科化”导向下，大学
培养出的工科人才更关注论文的发表，关注工科背后的理学分析，
却离实际越来越远，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大学和社会是
脱节的。

因此，我们的大学现在必须要反思，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
了，如果大学还在孤芳自赏、自我陶醉，不从自己构建的小圈子里
跳出来，那将落后于社会的发展。

大学现在要怎么办？必须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去开辟新的
赛道，工科教授要多去了解一些新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
要继续加强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0~1的突破。我认为
无论是“工科理科化”还是“理科工科化”都有失偏颇，大学的职责，
尤其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应结合问题和需求，既探求最本质的物质
世界规律，也让理论和实践结合更密切，去解决实际问题。

记者：大学应如何改革，去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王树国：主要是两个融合。一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当下的知识
生产模式已经发生改变，不再以单学科为主，而进入到学科交叉的
知识生产模式，因此需要对整个课程体系进行重构，以适应新的时
代需求；二是大学与社会深度融合，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来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在融合中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西安交大在2021年成立了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未来
技术学院现在设立了人工智能、储能科学与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和医
工学四个专业方向，这是我们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试点，走的路
子就是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本科生完成基础课学习后，会进入实践
阶段，真刀真枪去磨练，而且整个课程体系重构后，改造了很多传统课
程，设置了项目课，这叫项目牵引，整个四年，学生都是在边学边实践。

课程体系重构后，对老师的挑战也极大。原来一门课，老师打
好基础后每年重复讲就很轻松了，现在不仅要和别的老师合作，而
且要参与一个面向实际的项目。对老师来讲，这个项目也是新的，
他和学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家是在联合起来共同创新。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重构形成一个导向，让老师知道，停留在原来
框架下的知识体系已不再适应未来的发展需求，而需要和实际结合。
这其实也是倒逼师资队伍进行一次重构，师资队伍对改革非常关键。

记者：这种以项目为牵引的培养模式会是未来工科
人才培养的主流模式吗？

王树国：我认为这种模式对工科人才的培养非常有益。美国
有一个欧林工学院，1997年才成立，它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采用
了基于项目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比传统
欧洲的产教融合更进一步。学院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点，再结合
实际需求，在入学之初就联合企业给学生设立一个项目，围绕项目，
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随之产生，这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的培养方式。
这种学习是主动的，他知道为什么学这门知识，未来可能用在哪个
领域。

欧林工学院的高明之处在于完全跟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
伐，给学生挑选的项目不是随便选的，而是在未来可能开辟的新赛道
上。

第四次工业革命
大学不应孤芳自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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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大学应更主动一点

王树国：核心阻碍还是在于观念没改变。很多
企业，尤其是一些国企，产教融合的意识不强烈。
其实产教融合是双向的，一定要让志同道合的人凑
到一起。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一批新兴企业认识到
未来的生存之道不是老赛道，而是产业新形态，它
们对新技术和人才的渴求很强烈，有动力去和大学

合作。而对于煤、油这类传统的资源型产业，可能
相关企业仍满足于靠原材料赚钱。但最近，不少国
企也开始动起来了，因为中央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提
出了要求。其实，我认为在校企之间，大学的责任
更大一些，我们应更主动一点，不要习惯等着企业找
过来，大学更需要转变观念，要打开围墙，主动去融
入社会。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更主动出台一些利于
产教融合的政策，这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不能依靠
多挂几个牌子，增设一些平台去解决。

记者：为什么会相互间“不走动”？产
教融合现在面临的最大阻碍是什么？2

王树国：改革从试点推广到全社会的根本难
点，是整个社会的评价“指挥棒”还停留在原地，或
者说，整个外部评价体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高校
内部的改革再怎么先进，也难以推广。这里说的

“指挥棒”主要指政府部门的指挥棒，比如说评价
大学要看“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估这些指标。

还有一个指挥棒，来自市场，而大学对市场的
反应相对迟钝。市场指挥棒对大学的影响往往滞
后于政府指挥棒的影响。所以改革阶段，政府要
思考，如何主动把市场需求变成指挥棒的规则，目
前政府在这方面的动力还有待提升。

现在由于“指挥棒”还没变，高校没有改革自
主权，所以关键是政府要给改革一定空间。比如，
产教融合都是跨学科的，但一进行学科评估又按
原来的老学科去做，新的交叉学科不在教育部的
专业目录中。老师辛苦做了很多，但进入不了评
价体系，老师也就丧失了动力，队伍也没法建设，
而且连个专业都没有，如何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记者：这几年很多高校都在对传统的课
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改革，但这
些改革往往只是形成了局部小气候，难

以向全社会推广，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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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大而全”的时代已过去

王树国：过去由于时代所限，很多大学都被潮
流裹挟着，但我认为，学校“大而全”的时代已经过
去了，尤其对工科院校而言，我不赞同要“越建越

大”。大学真正要做的是社会资源共享，这一定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

衡量一个学校办得好与坏，一是对自然科学、
对社会有什么实质贡献；二是培养出了哪些杰出人
才。现在大学都求“大而全”，这是政府导向问题，
因为越大、学科越多，学科评估的基数就大，评上的
概率也大。我认为，一个学校能办成一件事足矣，
中国共有3000多所高校，如果每个大学都能在某
一领域做出成果，中国也就不缺人才了。所以一定
要差异化竞争，每个学校都要有自己的特色。

记者：近年来，中国大学的同质化发展越
来越严重。这种环境下，对西安交大这
种以工科为优势学科的大学而言，应如

何明确自身定位，找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差
异化竞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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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国：首先，大学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把最新
的知识融进来，然后再实践，这是实践—理论—再实
践—再理论交互迭代的过程。中国现在有110多个
一级学科，可能经过迭代和一个快速变化动荡期后，
很多旧有学科被推翻，知识体系重构之后会重新进
入一个新的稳态，足以支撑下一个百年的发展。

第二，大学的办学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也就是
说，这个时代更需要大学与社会同步来解决社会
发展的共同问题。未来，大学的知识垄断性不复
存在，唯一能占优势的，就是其知识广度。这个特
性对新技术革命特别重要，因为未来发展追求的
是系统思维。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学有其不可替
代性。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正在推动大学形态发
生重构性变革，这恰恰是中国大学目前发展亟须
重视且要面对的课题。 据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你能否总结一下，适应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大学新形态是什么样的？3

王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