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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中
求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陈建勇 ,刘朝马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浙江理工大学秉承 “以服务求支持 ,在贡献中求发展”的思路 ,走特色办学之

路 ,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走上了一条校地合作的健康 、和谐 、可持续发展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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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观念 、智慧 、知识 、技术 、人才之源的高

等院校 ,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既是贯彻党教

育方针的必然要求 ,也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

展的必由之路 ,更是时代赋予高校的历史使命 。

地方高校积极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切实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 ,在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上迈上

新台阶 ,已成为推动我国社会 、经济 、文化发展

的生力军。

　　一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是地方高校科学发

展的必然选择

　　1.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是我国高等教育多

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末

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全面发展 ,已进入大

众化阶段。规模的扩大促使高等教育结构发生

了变化 ,多种教育机构 、不同层次 、不同类型的

高等教育共同发展 ,承担起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任务。地方高校如果只是盲目地向 “ 985” 、

“ 211”重点高校或教育部属高校看齐 ,那么 ,它

的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窄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

的变革与发展 ,单一的高等教育模式已难以满

足社会对人才多层次 、多样化的需求 ,已不能适

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此 ,我国高等教

育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必然要走多样化 、国际化 、

特色化之路 ,地方高校实现地方特色化办学正是

适应了这种客观需要。地方高校的希望和出路

就在于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工作创新的

源泉和动力 ,全方位地为所在地方的发展服务。

2.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是地方高校增强自

身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有特色才有优势 ,有优势才有竞争力 ,有竞

争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地方高校走出

一条自己独特的 、适应社会的发展之路 ,既是战

略的选择 ,更是观念的转变 。地方高校只有因

地制宜地突出特色 ,才能最终培养出适应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 ,有个性 、显特长 、富创造力的人

才;也只有这样 ,其培养的人才才能受到当地社

会的欢迎 ,才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

3.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是地方高校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是地方高校的基本职

责和功能 ,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建立和谐社会

的需要 ,也是地方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地方

高校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 ,应注重与社会的信

息沟通及相互作用 ,并发挥自身优势 ,谋求发展

良机 ,力求与社会 (区域)建立共生共荣之关

系 ,使发展优势得以延伸 、彰显 ,从而强化和树

立起自我品牌与特色。这是一条使高校发展充

满活力 ,且能充分调动其潜能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要通过不懈的努力 ,使地方高校真正成为区

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创新人才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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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地 ,成为技术创新的动力源和科技成果转化

的孵化器 ,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

　　二 、浙江理工大学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中

求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浙江理工大学作为一所以工为主 ,特色明

显 ,优势突出 ,理 、工 、文 、经 、管 、法 、教育等多学

科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建设大学 , 始终坚持

“巩固 、深化 、提高 、发展 ”的办学方针 ,大力弘

扬百年办学形成的 “求知求实 、创新创业 ”的优

良传统 ,秉承 “以服务求支持 ,在贡献中求发

展 ”的理念 ,走特色办学之路 ,积极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 ,走出了一条校地合作的健康 、和

谐 、可持续发展之路。

1.以学科综合实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的龙头 ,是高校办学

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标志 。浙江理工大学坚持

“以特色带动综合 ,以综合强化特色 ”的思路 ,

紧紧围绕国内外科技发展前沿和长三角尤其是

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凝聚学科方向 ,构筑

学科平台 ,汇聚学科队伍 ,优化学科结构 ,显著

提高了学科的总体实力和水平 ,在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中承担了重大任务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1)凝聚学科方向。学校在认真研究百

年办学历史 ,客观分析自身条件 ,科学预测学科

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提出并坚持了 “三个一批 ”

的学科建设思路 ,即重点建设一批有优势 、有基

础 、有实力 、有特色的学科 ,使优势更优 ,特色更

强 ,并使之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在国际上有一定

影响;积极发展一批有一定实力 、地方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急需 、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或对学校

其他学科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学科 ,使之达到省

内先进水平 ,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精心布局和培

育一批反映现代科技发展方向并有利于学校可

持续发展的新学科 ,形成自己新的特色和优势 。

经过几年的建设 ,学校基本形成了七大学科群 。

(2)构筑学科平台。学校坚持以区域发

展战略和社会需求为导向 ,依托学科优势 ,以重

点学科基地建设为重点 ,加强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 、省级重点实验室 、省部级工程(研发)中心

和省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不断加强特色

优势学科的整体建设和科技创新团队建设 ,大

力打造学科创新平台 ,建成省属高校首批 “重

中之重”学科 2个 ,省部级重点学科 8个 ,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各 1个 ,省

级重点实验室 3个 ,省级研究平台 7个。纺织

工程作为学校历史最悠久的特色优势学科 ,在

学校大力支持下 ,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该学

科有教授 21人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20人 ,博士

生导师 11人 ,国家 “百千万人才 ”2人 ,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 3人 , 浙江省 “新

世纪 151人才工程” 7人 ,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

科带头人 5人 。该学科拥有 “先进纺织材料与

制备技术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 “丝纤维材料

及加工技术 ”浙江省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创新

团队 1个;在蚕丝科学及应用 、提花织物设计与

织造 、纺织品 CAD、差别化功能纤维研究 、纺织

结构复合材料 、纺织品绿色整理等领域处于国

内先进水平 ,承担了包括国家支撑计划 、“ 863”

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浙江省攻关计划项目

在内的一批重大项目 ,被确立为浙江省 “重中

之重 ”学科 。学校对原有蚕丝学 、应用化学等

特色优势学科进行了延伸和拓展 ,创建新兴的

生命科学学科 ,其中生物医药工程为浙江省

“重中之重”学科。该学科目前承担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13项 , “973”计划项目 5项 , “ 863”计划项目

3项 ,在病毒分子生物学 、微生物学 、肿瘤基因

治疗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

(3)汇聚学科队伍 。一流的科技人才和

学术团队是学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多年来 ,

学校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打造高水平

学科队伍 。学校以重点学科建设为依托 ,面向

国内外 ,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 ,不断加大创新人

才和创新团队的培养与引进力度 ,特别是抓好

领军人物 、重点学科带头人 、拔尖人才和学术骨

干的培养和引进工作 ,建成了一支结构较合理 、

整体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 ,较好地满足了学校

教学科研 、社会服务和学科建设的需要 。目前 ,

学校有教育部创新团队 1个 ,国家 “百千万人

才” 7人 ,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4

人 ,博士生导师 36人 ,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

带头人 44人 ,浙江省 “新世纪 151人才工程 ”

第一 、二层入选者 40人 ,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教师 32人 ,另聘有共享院士 、兼职教授 、客

座教授 170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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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策得当 、目标明确 、教师积极努力 ,

浙江理工大学近五年来科研成果斐然 ,共获得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4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 2项(均为第一完成人),鲁迅文学奖 1

项 ,省部级一等奖 10项 、二等奖 30余项。

2.以办学特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办好一所高校的关键在特色。特色是学校

独特而持久的本质内涵 ,是学校立足与发展的

根本 ,是学校生存与竞争的前提 ,它具有独占

性 、特有性 、优越性。毫无疑问 ,地方高校的办

学特色应该体现在区域经济支柱产业发展的需

要以及区域经济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上。

浙江理工大学的纺织服装行业特色明显 ,

实力也较为突出。学校围绕纺织服装特色办

学 , “以综合带动特色 ,以特色强化综合 ”,不断

优化人力 、财力 、物力资源配置 ,重点建设一批

有优势 、有基础 、有实力 、有特色的学科 ,形成了

以纺织 、机械 、生命科学等特色优势学科为龙头

的学科群。学校还先后与英国玛丽女王学院 、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时装技术学院 、中国香港理

工大学 、日本衫野服饰大学 、韩国水原女子大学

以及马来西亚 、意大利 、法国等纺织服装 、艺术

设计院校建立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互派

教师和学生 ,使相关学院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学校坚持发挥自身学科优势 ,为浙江省纺

织服装及其他制造业的科技创新提供强大的智

力支撑 。 2005年 10月 ,学校和美国宝洁公司

联手共建全球唯一的纺织品保护研究中心

(TCC),从事纺织品保护技术和产品研发 ,这一

强强合作有力地促进了纺织科技进步和纺织产

品质量升级 。学校还鼓励具备广泛市场前景的

重大技术发明和创新项目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

学校结合杭州市政府提出的 “弘扬丝绸之府 、

打造女装之都”的战略目标 ,承担建设 “丝绸品

牌与文化研究发展中心 ”和 “丝绸及其制品研

究发展中心 ”,构筑技术创新产业化平台。

3.以科技与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高校作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 ,在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服务地方 ,主动融入和引领区域创新体系

的构建 ,不仅是高校服务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 ,

也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 ,浙江

理工大学在建设教学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 ,以

融入区域创新体系为目标 ,发挥学科人才的综

合优势 ,围绕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 ,积极推进产

学研结合和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 ,主动

融入 、深度参与并引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已成

为浙江省高新科技研究开发和高素质人才培养

的重要基地。

产学研结合是高校主动融入 、深度参与并

引领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重要形式。一方

面 ,企业与学校组成战略联盟 ,使企业开发的

技术和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 ,通过

产学研结合 ,学校从企业和市场中获得充足

的资金来源 。多年来 ,学校注重产学研相结

合 ,主动服务于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项

目 ,紧紧围绕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整合

科技力量 , 开展科技攻关 、企业新产品开发 、

软科学研究 、技术咨询与服务 、工程设计 , 开

展 “百名教授进企业 ”等活动 ,积极参与地方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学校积极邀请地方政

府来校考察 、洽谈 ,为科技合作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已与 20余个地方政府签订了全面科技

合作协议 ,与省内近 300家企业建立了稳定的

科技协作关系。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基本功能 。为经济社会

发展 ,尤其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创新输

送高素质的人才是地方高校的重要使命。多年

来 ,学校坚持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为浙江

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人才 ,

得到地方各界的高度评价。学校的毕业生在地

方经济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杭派女装的

众多品牌中 , 60% ～ 70%由学校毕业生创建或

担任首席设计师和设计总监 。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省份的今天 ,地方经

济社会建设已成为高校的重要舞台 ,人才培养 、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已经成为高校的重要功

能 ,同时也成为高校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地方高校要牢固树立立足地方 、依靠地方 、主动

为地方发展服务的意识 ,采取全方位服务的措

施 ,增强服务的有效性 ,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作为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作为自身办学目

标的价值追求。地方高校只有把知识优势 、人

才资源优势和创新能力优势不断转化为国家的

利益 、社会的财富和人民的实惠 ,它的存在和发

展才会具有更加坚实的根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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