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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篇·“特区”使命

The Mission of Special Zone
Innovation : 

创新港的硬核创新

也许创新港提供了一个从大学精神源头和创

新本质为出发点而可以激励集体奋斗可以延续和

传承的精神港湾。2023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卢

建军对台下6183名交大研究生说：母校永远是你

们的坚强后盾和精神港湾。

这个巨构式建筑就像一个敞开胸襟拥抱世界

的开放的胸怀。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语言，

呈现出“国之大者”，勇立时代潮头的气势。

卢建军履新后提出“6532”工程和“1121”

模式，被视作创新港新解。他着力于构建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认为交大要扎根和融入的

是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企

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贯彻落实好教育、

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是建设好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的应有之义”。

创新港不仅仅在重新定义大学，也重新构建

大学和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以及企业高新技术

追赶超越这些命题之间的关系。

大学如何发挥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突破生力

军的作用？大学具体需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

解决好“企业主导什么、校企融合什么、在哪融

合、怎么深度融合”的问题？

2021年1月，陕西省“两会”期间，陕西省人

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卢建军做客两会

访谈室，讲述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发展思路。

这是他自2020年11月履新以来，首次公开系统阐

述他对创新港后续发展的设想。

卢建军说，“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推进，

我 理 解 应 该 是 大 规 划 ， 小 切 口 ， 抓 落 实 ， 见 成

效。通过先行先试、破题示范，来推进产学研深

度融合。”

他介绍了创新港正在加速推进的“6352”工

程。包括“政产学研用金”等六方面资源要素进

入创新港，联合打造现代产业技术、未来技术和

国际合作三个孵化器，完善政策、金融、服务、

配套和法律（知识产权）等五种生态环境，建立

起创投和交易在内的两个平台。

其中，“六进创新港”作为总体规划，包括

100家领军企业牵头科研院所进入创新港建立联合

体、省内15所高校创新成果进入创新港形成创新

资源聚集、50所大院大所进入创新港补齐科研成

果转化链条、全省10个地市进入创新港建立创新

飞地和离岸孵化器再回迁发展、投融资平台进入

创新港、政策生态进入创新港。

这 所 “ 没 有 围 墙 的 大 学 ” 打 破 的 是 什 么 ？

融入的是什么？卢建军同样试图揭示其本质。在

《加快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推进良性循环》一文中，他以创新港为

例，解锁其创新密码。

卢建军认为，“高等教育作为‘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

重要结合点，要努力在高原上打造更多高峰。”

而扎实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是落实教育、科技、

人才“三位一体”的关键一招，形成典型经验和

有效路径至关重要，并且意义深远。

卢 建 军 的 破 题 思 路 和 创 新 路 径 来 自 于 对 高

校产学研融合存在的诸多不足的反思。“高校与

企业考核评价导向不同、核心诉求不同导致融合

动力不足。企业是以市场为导向，追求高收益、

低成本、竞争力；高校是以成果为导向，在一定

程度上还存在‘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

项’的现象。”

所以要创新模式，来调动企业和高校双方的

融合动力。

创新港要打破的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围

墙 ” ， 积 极 探 索 教 研 一 体 、 学 科 交 叉 、 产 教 融

合、协同育人的新路径。通过参与构建“龙头企

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

的创新联合体，组建“科学家+工程师”团队，在

科技创新实践中培养创新人才。

此举改变了传统的“甲乙双方、一纸合同、

一个项目、一笔经费”的校企合作方式，通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