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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仍注重学术研究与论文发表，而忽视了科研成果的实

际应用价值和社会经济效益。其次，转化环节不畅是科

研成果转化率低的直接原因。“双一流”高校和产业之

间存在技术成熟度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中介服务

体系不完善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影响了产教研学的深度

融合；再次，资源支撑不足也是科研成果难以转化的重

要因素。个别学校对于“双一流”建设政策支持力度不

足、资金投入有限以及外部营商环境变化等都对科研创

新与成果转化产生影响。尽管当前高校已迈出与企业、

科 研 机 构 合 作 的 坚 实 步 伐 ， 但 产 学 研 融 合 程 度 仍 然 不

深，合作的广度也有待提升。优化科研成果转化链路，

是当前陕西“双一流”高校在提高成果转化效率方面亟

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加快陕西“双一流”建设的实践路向

（一）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陕西省在推动“双一流”建设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

进的征途中，应聚焦于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长效机

制并同步完善评价体系，以精准培育符合社会发展需求

的新质人才。

一方面，应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构建育人新生

态。陕西省应积极建立健全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机制，在

把握国家人才培养战略方针的基础上，明确拔尖创新人

才的内涵与特征，并以此为导向引导“双一流”高校调

整其培养体系，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提供特定课程、

科研资源、师资队伍、交流平台等保障。与此同时，应深

化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共建产学研协同育人平台，促进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培养既

具备深厚理论基础又拥有卓越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另 一 方 面 ， 应 构 建 分 类 评 价 的 指 标 体 系 ， 以 评 促

教、以评促改。面对“双一流”建设的复杂性，评价的

指标体系必须具备前瞻性与动态适应性，既要能够客观

反映当前的建设成效，又要能够有效预测未来的发展趋

势。因此，陕西省应致力于优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融

合自评与外部综合评价机制，实施定期自评、第三方评

价相结合的模式，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在此基础上，还需构建一套涵盖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师资队伍、科研创新、社会服务与贡献等多维度、

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

创新与育人新生态的构建，以及多维度、综合性评价体

系的完善与实施，陕西省将持续深化“双一流”建设，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为新时代的发展培养出更多拔尖创

新人才，为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起步阶段，目标设定往往趋于宏观与宽泛，未能精准对

接社会实际需求，导致人才培养方向与定位的模糊。

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现有课程体系与国家发展战

略步伐不能匹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与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关联不紧密，课程内容前沿对接的更新速

度缓慢。与此同时，在高素质应用复合型IT人才、数字人

才、量子科技人才等急需人才的培养层面，陕西“双一

流”高校存在着课程设置滞后、与科研创新实践脱节的

问题。

在人才评价体系方面，评价标准单一是影响人才培

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又一制约因素。教育评价是教育

教学活动的“指挥棒”，健全的评价体系是高质量人才

培养的基础。目前，仍有一些“双一流”高校在人才评

价上只重视科研成果的产出，忽略了对学生创新素养、

综合素质的全面考察，导致了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及

团队协作能力等拔尖创新人才关键能力的缺失。

（二）学科建设优势不够显著

陕西省“双一流”实践进程中，一流学科的建设存

在学科分布不够均衡、优势特色学科建设水平不高以及

学科融合不够深入的问题。

一是学科分布不够均衡。从高校归属来看，绝大部

分陕西“双一流”高校均是部属院校，省属高校仅有西

北大学1所，折射出省属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水平以

及教育教学质量相较于部属高校仍较弱；从学科门类来

看，工科领域相对强势，而理科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科

则发展相对缓慢。

二是优势特色学科建设水平不高。部分学校的优势

学科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例如以农林学科为主要特色的

“双一流”高校林学和农学尚未进入国家“双一流”建

设名单，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师范类“双一流”高

校的教育学科也与国家一流学科无缘。

三是学科融合不够深入。陕西对于学科融合以及交

叉学科建设已有所布局，但发展仍相对滞后。截至2022

年 底 ， 陕 西 省 有 交 叉 学 科 在 读 博 士 3 2 人 ， 当 年 招 生 3 2

人，尚无毕业生。[6]

（三）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

作 为 科 研 创 新 的 摇 篮 与 高 地 ， 高 校 科 研 成 果 转 化

进程不仅备受政府与社会瞩目，更以实际行动促进了经

济社会发展。然而，思想观念保守、转化环节不畅以及

资源支撑不足等原因共同导致了陕西“双一流”高校科

研成果转化率较低的现状。首先，思想观念保守使得科

研成果转化意愿不强，当前高校科研人员对科技的市场

需求不敏感以及对科研成果转化价值的认识偏差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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