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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sion of Special Zone
Innovation : 

力，把大家组织起来。”“还要敢于改革探索。”

他觉得大学校长更像企业家。“大学随着形势发

展，它不断变革，要有改革的勇气和气魄。” 

对时下所流行的“发展模式”，王树国有一

种“警醒” 。“叫不叫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这

种文字的变迁没有太大实际效果。真正重要的是

下放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

同、大学学科分类不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发

展招数。应引导大学去做符合社会需求的事情。

比如人才培养有什么亮点？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贡献？”

王树国强调，中国高等教育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大学和社会有些脱节。大学一定要主动融入

社 会 ， 如 果 大 学 只 封 闭 在 校 园 内 ， 所 创 造 的 知

识、培养的人才、产出的研究成果难以满足社会

的需求，总有一天会被社会所边缘化，大学应该

有危机意识。

他说，一所大学如果是中国一流大学，那么

在中国各个重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就一定要有你

的贡献，如果没有，就不配称为中国一流大学；

如果是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就一定要在世界范围

重大事件中有你的身影和贡献，如果没有，就称

不上是世界一流大学。

他把创新的主战场拓展到全球视野，很多琐

碎的问题自动化解了。每一位师生都有可以成为

一块创新的沃土。

有时候是我们创造出来自己的束缚，创新则

是从这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创新港的力量源自

这种宝贵的自我认知、自我反思和开拓突围。

王树国制定了新的目标管理制度，让老师们

每年报贡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哪

方面都可以。

他希望大学找到真正的自信。“我们没必要

局限于头衔或标签，不要把‘帽子’看得过重，

它 只 是 一 个 岗 位 ， 这 方 面 有 很 大 改 革 和 进 步 空

间。”“大学应该心无旁骛去做对社会有贡献的

事情。如果做出突出成果，就给其资源，这样就

导向在干工作上。”

创新港在朝自己的局限性发力，反而迸发出

一股生猛的活力。

2020年6月4日，王树国校长和张迈增书记一

同试坐地铁五号线电客车，从创新港站上车，到

创新港东站下车。两位忘我开拓的教育者，有一

种勇立潮头的青春气质。

他 们 面 前 要 突 破 的 题 很 多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如何引导大学去做符合社会需求的事情？

“大学要跟社会真正融合。”王树国说，“创

新港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创新平台。之所以没有叫交

大新校区，而叫创新港，打破的不仅是物理围墙，

更重要是意识到大学是社会一个组成部分。”

“像现在华为对5G的研发、投入，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哪是一所大学能比拟的。大学对知识

的垄断已不复存在。我们要向社会学习，向实践

学习，这是我们建立创新港的初衷。大学要了解

社会、深入社会，进而去服务社会、支撑社会，

实实在在对社会有贡献。未来大学不再是一个封

闭、孤立的个体，那种孤芳自赏应该摒弃。”

创新港打破了学科之间界限，并且引导老师

们去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其所在学科领

域发展最好、最具引领性的前五名是谁。“你是

否身在其中，如果没有，当作何解释？还要关注

你所在领域服务行业的前五名是谁。这当中是否

有你的贡献？”

“我们现在办了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

院，面向所有学科学生。未来，本科生在完成基

础课学习后，可能大二大三就会进入实践阶段，

真刀真枪去磨练，培养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大量

领先企业的工程师或技术人员会带着课题进入学

校，对学生双导师制培养。”

“我们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储能专业，如果不

深入企业调研是提不出这样的思路来的。我们把

创新港称为西交大的‘二次创业’，未来挑战也

来源于此，即思想解放与否，能不能提出引领社

会发展的理念，让企业知道你有可合作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