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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国 家 第 一 轮 “ 双 一 流 ” 建 设 名 单 中 ， 陕 西 有 1 7

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

单中，陕西有20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其中西安交

通大学的信息与通信工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学没

有进入第二轮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但新增了西安交通大

学的控制科学与工程、西北大学的考古学、西北工业大

学的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植物保

护、畜牧学。从入选学科的学科属性和门类来看，明显

存在着“工强理弱文落后”的现象。入围的20个学科以

工科和理科为主，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仅约占十分之一，

这种状况与陕西作为文化大省的实际地位极不相符。

4、发展速度不够快

从 历 史 的 维 度 来 看 ， 陕 西 省 “ 双 一 流 ” 建 设 取 得

了长足进步，但在与其他省份的横向比较中，则存在着

“前甩后追”的态势。例如，在第二轮学科评估中，江

苏省的A类学科仅比陕西多11个，而到了第四轮评估则

比陕西多出了53个。又如与陕西相邻的四川省在第二轮

学科评估中A类学科比陕西少5个，而到了第四轮评估，

则与陕西齐平。特别是西安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西安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美术学院等虽

实力较强、特色鲜明，也是陕西省重点培育的国家“双

一流”建设储备高校，但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评估

中均榜上无名。

加快陕西省“双一流”建设的对策与路径

1、强化战略布局，创新政策供给

一 方 面 ， 应 抓 好 顶 层 设 计 ， 精 准 制 定 目 标 规 划 。

“双一流”建设不能仅靠某一高校、某一学科“单打独

斗 ” ， 而 需 要 高 校 与 政 府 、 科 研 机 构 、 企 业 等 多 部 门

“联合作战”，因此从战略层面明确目标定位、做好统

筹规划、促进相互联动十分重要。政府部门承担着统筹

规划、政策厘定、资金投入、绩效评估等重要职责，因

此应进一步发挥好牵头与组织作用。同时，要持续推进

分类施策的做法，以“一校一策，一学科一规划”的思

路支持各类高校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另一方面，

应协调好部属高校与省属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密

切合作关系。梳理和摸清省内各高校科研平台、学科团

队、人才队伍等学术资源底单，建立高校间学科资源与

信息平台共享机制，推进学科资源协同整合，实现部属

高校与省属高校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共同推动“双一

流”建设。

2、统筹各类资源，拓展筹资渠道

一方面，政府应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双一流”建

设经费投入应建立中央财政稳定支持、地方政府增加配

套支持、高校主动争取社会支持的综合保障机制。目前

省级财政应以“普遍增加，重点扶持”的方式，设立专

项支持计划，为具有优势特色学科的省属高校提供“双

一流”建设专项资金。另一方面，各个高校应积极拓展

多元筹资渠道。陕西省面临着高校数量多而地方财政收

入低的客观实际，这种情况可以被形象地比喻为“小马

拉大车”。为此，陕西省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必须改

变过度依赖省级财政的现象，应通过积极争取国家各类

科研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开展社会服务、建立健

全校友基金会等多种渠道，广泛筹措办学资金，努力提

升经费来源的多样性。

3、突出优势特色，优化学科布局

一流学科建设应瞄准学科发展前沿理论和动态，关

注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形成“基础学科+特色学

科+交叉学科”相互并重，三足鼎立的学科建设模式。

应建立健全一流学科建设动态调整机制，对建设态势良

好、成效明显的院校与学科，给予更大支持力度；对建

设起色不大、进展缓慢的，则应限期整改，整改不力的

应实行淘汰调整。应大力加强基础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

类学科建设，引导高校优化学科布局，创新基础学科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科的发展方式，努力提升基础学科和

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水平。

4、聚焦社会服务，融入区域发展

服 务 国 家 和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是 高 等 院 校 学 科 建

设的重要职责。陕西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应自觉担负

起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地方科技进步和繁荣文化发

展的重要使命。因此，应进一步找准“双一流”建设与

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不断提高学科建设对陕西

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同时，要下功夫破解产、学、

研、用严重脱节的瓶颈，充分发挥好“秦创原”的平台

作用，有效建立起“政府-企业-高校”三方密切协同合

作的体制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做好政策制定和

引导，企业要提高承接技术成果的能力和条件，高校要

深入了解企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新技术、新工艺。只有

将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才能强力助推陕西的经济

腾飞，才能促进陕西高等教育健康茁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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