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计划:点亮高校创新之光
*

摇 摇 2011 协同创新中心首批认定名单公示,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在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质量上迈出关

键步伐———
2012 年度“2011 协同创新中心冶认定公示名单

序号 中心名称 主要协同单位 类别

1 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物理所等 前沿

2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军指挥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

大学、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等
文化

3 宇航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哈尔滨工业大学、中航科技集团等 行业

4 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航工业集团等 行业

5 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 四川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南开大学等 前沿

6 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省农科院等 区域

7 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南大学等 行业

8 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中心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 前沿

9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 文化

10
有色金属先进结构材料与制造协

同创新中心
中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铝业公司、中国商飞公司等 行业

11 长三角绿色制药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浙江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浙江医学科学院、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
区域

12 苏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 苏州大学、苏州工业园区等 区域

13
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

新中心

南京工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科院过程

工程研究所等
区域

14
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协同创

新中心

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中科院上海技物所、中科院半导体所、
国防科技大学等

前沿

摇 摇 4 月 11 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一个值得

标记的日子。 经过长达一年的“培育期冶,在众多

高校的翘首企盼中,首批 14 家通过“2011 计划冶
认定的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名单出炉,并开始在教

育部网站公示。 首批 14 家协同创新中心涵盖量

子物理、化学化工、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

等多个国家发展重大需求领域。
“2011 计划冶全称“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

划冶,是继“985 工程冶、“211 工程冶之后,中国高等

教育系统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了内涵式发展的新阶

段。 面向“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冶,中国高等教育再

次发力,从首批协同创新中心诞生的过程中,其方

向已初露端倪。

摇 摇 “‘等靠要爷行不通了,高校必须先把事
做起来冶

摇 摇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评审!冶接受完 2011 协同

创新中心现场考察,四川大学副校长李光宪感慨

地说。
现场考察,是 2011 协同创新中心评审认定的

最后一关。 3 月 14 日至 24 日,教育部、财政部组

织专家,按照科学前沿、文化传承创新、行业产业、
区域发展,兵分四路对通过答辩的高校进行实地

考察。 与答辩环节一样,考察环节向媒体开放,欢
迎监督。

记者看到,考察所到高校没有盛大的迎接,没
有冗长的讲话,甚至没有一句对评委和校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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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绍,评审专家要求学校直奔主题。 科学前沿

考察组组长黄达人说:“这次就看学校是不是真做

事了。冶
“你个人和中心什么关系?冶 “中心成立以后,

待遇有什么变化? 科研有什么变化?冶根据一份随

机抽取的名单,考察组与 2011 协同创新中心的负

责人、教师、学生进行一对一谈话。
记者发现,从硕士生到 70 多岁的院士,“2011

计划冶、“协同创新冶等概念已不再陌生。 然而,就
在一年前,中国高教界还仅有政策的顶层设计者

对此略知一二。
2012 年 3 月,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 作为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教育部、财政部联

合启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冶。
“是做事的计划,不是分钱的计划冶、 “没有

2011 高校,只有 2011 中心冶、“先培育、后支持冶、
“限定身份、不固化模式,面向各类高校开放冶……
“2011 计划冶一经提出,诸多与以往不同的全新理

念就引发了关注。 许多高校感到机会来了,但也

不乏困惑。
“观念必须转变。冶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

说,“我们希望通过中心的建立,形成一个改革特

区,去推动高校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的改革,而不

是由我们告诉学校做什么。冶
面对高校的不适,教育部这次相当沉着。 从

去年 5 月开始的大半年时间,在全国各地举行了

32 场宣讲报告,753 所高校的 4500 多名相关负责

人参加。 与此同时,一个 6000 人的评审专家库和

一套严格的评审办法建立起来,以保证认定过程

的公平、公正。
进入 2013 年,评审认定工作开始紧锣密鼓。

经过申报、初审、答辩、考察、咨询等环节,学校范

围从 167 所缩小到 32 所再到 17 所,最终 14 个高

校牵头的协同创新中心获得“国家队冶的认定。
搭上“头班车冶的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说:

“这回‘等靠要爷行不通了,高校必须先把事做起

来。冶

科研不再“各管一段冶

“2011 计划冶首批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包含了

科学前沿、文化传承、行业产业和区域发展四大

类,研究内容涵盖了量子物理、化学化工、生物医

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新型材料、纳米科技等各

个领域。 这些研究方向体现了国家的重大需求,
也是国际科技前沿竞争的需要。

“科研中有哪些新突破是因为协同带来的?冶
河海大学王超院士在考察中始终关心这个问题。

可以实现绝对保密的电话、速度超过传统计

算机百倍的量子计算机……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牵头组建的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协同创新

中心正在攻克的科技前沿问题。 中心主任潘建伟

院士告诉记者,计划于 2015 年发射的世界首颗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冶,正是“协同冶而来的。
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郭光灿院士解释说:

“中科大在量子通信研究方面已处于世界前列,但
是我们不会发射卫星,做不了空地实验。冶于是,中
国科技大学联合了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技

术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国防科

学技术大学 4 家单位,共同实现目标。
“这回科研不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爷。冶

郭光灿院士风趣地说,“如果单靠大学,科研只能

止于文章,要真想做出东西来,必须靠协同。冶
南京大学牵头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

心,以实现国家南海权益最大化为目标。 这个汇

聚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军指挥学院等多家机构的

中心,组建了南海史地与文化研究、南海法律与国

际关系、南海资源与环境、南海舆情监测分析与交

流等八大平台。
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冯梁是南海地区航行自由

与安全合作研究平台的首席专家。 他坦陈,“海军

指挥学院是海军的最高学府,但我们只能从军事

角度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 现实中,南海问题涉

及政治、外交、法理等复杂情况,协同的工作方式

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所以特别愿意参与其中冶。
化工是江苏省的主导产业,但产品及技术低

端,急需以高端和生态化为核心,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 南京工业大学牵头的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

造协同创新中心,围绕区域需求,形成了学校主导

研究方向,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再到应用转

化,每个环节都找到了协同单位。

体制机制坚冰正在消融

“以前合作大多靠同学、朋友,现在制度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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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整合在一起,相互都有义务,合作起来自然而

然。冶清华大学教授王亚愚在谈到加入协同创新中

心后的变化时说。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物理所 3 家合作

成立的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可谓得天时、
地利、人和。 同处中关村核心区域的 3 家单位犹

如科研的铁三角,步行不过十几分钟,而 3 家的合

作早已有之。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丁洪认为,地
理上的距离不可忽视,当今世界许多重大科学发

现就是在科学家面对面的碰撞中产生的。
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中心更是将地理优势

发挥到极致,该中心就坐落在连接天津大学和南

开大学的工字形建筑———天南大联合大厦内。 现

在,不出楼门,两校的师生就可以到对方的学校去

学习、研究。
据天津大学副校长冯亚青介绍,中心已完全

实现了仪器设备共享,只要在电脑上预约就可以

优先使用。 两校之间还实现了互选课程、互派导

师的机制。 在“成果怎么算冶的问题上,两校还有

一个“创举冶,规定凡是合作研究成果,只要在本校

参与者中署名排在第一位,就认可为第一作者。
“技术保密问题是企业不与高校合作的原因

之一。冶中南大学有色金属先进结构材料与制造协

同创新中心负责人周科朝说。 中南大学联合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中国铝业公司、中国商飞上海飞机

设计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围绕有色金属先进结构

材料与制造的关键科学和共性技术问题,开展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战略研究、成果转化等协作。
“现在,在中心的平台上,高校与企业有了共同的

目标,签订保密协议,打破了以往的壁垒。冶
“协同创新,无非就是人财物三样,其中会聚

人才是最难做的。冶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韩杰才

说,“不同单位的人展开合作,就要打破单位属性。
协同创新中心的体制改革就是要让人员‘流动不

调动爷,加入中心就意味着企业与高校都得承认这

一统一的平台和合作机制。冶
南京工业大学出台“科技十九条冶,鼓励协同

创新中心的教师、科研人员创办学科型公司,把科

技成果所占股份的 90%奖励给教师,使“沉睡冶专
利走出故纸堆,打破了“科技成果转化难冶的僵局。
中心对公司进行绩效考核,以贡献论英雄。 目前,
学校控股参股、技术支撑的公司有 100 余家,有 5
家以上进入上市辅导期。

作为一个学科、人才、科研三位一体的计划,
各高校在人才聘用、资源配置、考核评价、人才培

养模式等方面的探索各具特色。 在记者看来,
“2011 计划冶像是一枚火种,使体制机制的坚冰开

始消融,使高校科技创新之光闪亮,同时也点燃了

企业、政府、行业、科研单位的热情。
在 2011 协同创新中心现场考察环节,河南省

副省长徐济超亲自到场。 他表示,河南作为一个

人口大省,没有“985 工程冶高校,总感到有遗憾,
这次一定要抓住发展机会。 从 2013 年开始,河南

省每年为河南农业大学牵头的河南粮食作物协同

创新中心安排专项建设经费 3000 万元,连续支持

4 年。
在苏州大学组建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过程

中,苏州工业园区政府不只提供资金上大力支持,
对于引进的人才,在公寓、子女入学、家属工作等

方面,政府都出面协调解决。
对于中国高校正在实施的“2011 计划冶,四川

大学牵头的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美国科学院院士阿兰·盖伦说:“我知道中国政府

将对最优秀的大学科研中心给予支持,现在中国

创造了很好的科研条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

人才回国,我就是跟着自己的学生来到这个中

心的。冶
(本报记者:高靓 张婷 纪秀君 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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