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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1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
名发布，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
究型大学，重庆大学首次跻身世界前
300强。

作为教育部“双一流”A类高校建
设大学，近年来，重庆大学推出了哪些
创新措施？在服务国家和地方社会经
济发展方面有着怎样的思考？近日，
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重庆大学校长张
宗益。

谈“双一流”建设
分类协同推进六大类学

科重点建设项目实施，优化
学科布局

重庆日报：重庆大学在 2017 年入
选教育部“双一流”A 类高校建设名
单。近年来，围绕推动“双一流”高校
建设，学校做了哪些努力？

张宗益：我们围绕“双一流”建设
的总体目标进行顶层设计。在建设一
流学科方面，按照“强化工科、夯实理
科、振兴文科、繁荣社科、拓展医科、提
升信科”的总体思路，分类协同推进六
大类学科重点建设项目实施，调整优
化学科布局，深化学科内涵发展，打造
一流学科高峰。

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方面，构建
了“1+5”新型科技创新体系，包含1个
管理机构和5个科研实体。同时，加强
科研前瞻布局，推动建设重庆大学科
学中心，培育建设超瞬态实验装置，不
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能力。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构建起“3+
7”人事人才制度体系，通过实施“弘深
青年学者计划”等，系统构架起四层次
七类别的人才引育“金字塔”。

重庆日报：这些举措效果如何？
张宗益：效果不错。经过“十三

五”时期的发展和“双一流”首轮建设，
学校工程学、材料科学先后进入ESI世
界前1‰学科，进入ESI世界前1%的
学科从3个增至12个。冶金工程、仪
器科学、矿业工程、土木工程等7个学
科进入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前50名
（列全国第17位）。

学校科研经费从2016年的 8亿
元，增长到2020年的22.8亿元。国家
级标志性人才从68人次增加至191人
次，其中国家级青年人才从9人次增加
至63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近5年来，重庆大
学新增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23个，
推进超瞬态实验装置取得实质性进
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绪红牵头项目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牵头研制
的“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在月
球上长出第一片绿叶……为加快建设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更加坚
实的基础。

谈服务地方发展
发挥综合性大学多学科

交叉融合优势，更好地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重庆日报：衡量一所大学对国家
和社会的贡献，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
转化两个方面是重要依据，在促进科
研成果转化方面学校有哪些举措？

张宗益：学校着重从创新质量和
转化效益两个方面发力，专门打造了
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一体化服务平台
——重庆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例如，
学校在国内率先实施成果权益100%
让渡，打通作价入股流程，增加收益分
配比例，提高成果转化积极性。

针对在一定时间内未能及时转化
的“沉睡”专利，学校出台“1元钱转让”
政策，进行集中管理，开展“组合式”

“抢救式”“集成式”运营。近两年，全
校转化科技成果250余项，金额约1.5
亿元。

重庆日报：大学依城市而兴，城市
因大学而盛，重庆大学怎样深化校地
合作的？

张宗益：近年来，重庆大学积极发
挥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交叉融合优势，
深度融入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加
快培育建设超瞬态实验装置，高质量
打造“重庆大学科学中心”，高水平建
设量子材料、未来芯片、合成生物学等
公共共享原始创新平台，推出六大先
导性大科学研究计划，实施“20个关键
科学问题”和“20个卡脖子关键技术攻
关”行动计划。

同时，我们一直持续推进多领域
全方位的校地深度合作。如学校与重
庆市政府共建了长江生态环境学院，
助力广阳岛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恢
复，牵头重庆“两江四岸”九龙滩消落
带治理及江岸生态修复工程；与沙坪
坝区共建环重庆大学创新生态圈，共
建国际联合研究院等。

重庆日报：去年，重庆大学和四川
大学牵头成立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高校联盟，如今这项工作进行得怎样？

张宗益：成立一年多来，联盟高校
间签订合作协议激增，多维度推动各
校开放交流合作。比如，由中国科协、
重庆市政府、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共建
了“城市化与区域创新极发展研究中
心”。

同时，联盟先后成立了“法治教育
联盟”“中医药联盟”“智慧能源云讲
堂”等，加强学科合作建设；还搭建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盟和国际间高
校联盟的沟通交流渠道，联合包括长
江经济带、“一带一路”有关高校等各
方优质资源和创新力量，对接服务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谈未来
推进传统学科结构优化

和新兴、交叉学科培育

重庆日报：对未来，重庆大学有着

怎样的规划和打算？
张宗益：学校“十四五”规划编制

已基本完成，接下来将科学编制新一
轮“双一流”建设方案，引领学校内涵
发展、特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在服务
国家战略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

“重大”作用。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将持续推

进传统学科结构优化和更新改造，加
快新兴、交叉学科培育，使学科专业更
加现代化，更能适应未来的需求。

在人才培养方面，加快打造一流
本科教育和卓越研究生教育，着力提
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为党和国
家培养更多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在科学研究方面，加强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突出研究的基础性、
前沿性、原创性，努力做出更多引领
性、不可替代、填补空白的贡献。

在师资队伍方面，持续加大高端
顶尖人才、优秀青年人才、大师级人
才、高水平团队的引育力度，使师资队
伍整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努力扩
大与国际著名高校合作的深度、广度，
打造更多高水平合作平台，显著提升
国际化办学成效。

从创新质量和转化效益发力
更好服务重庆高质量发展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龚清扬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
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才是
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
指标。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
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
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
科人才培养，建设一批基础学
科培养基地，培养高水平复合
型人才。

如何加快推进重庆市教育
现代化，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如何推进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如何不断提升教
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
水平？从即日起，本报推出“走
进在渝高校校长系列访谈”系
列报道，邀请重庆大学、西南大
学、重庆医科大学等高校校长，
畅谈他们在办学特色、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努力和
思考。

学校名片

重庆大学创办于1929年，
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
和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A类）”。建校之初就确立了
“建设完备弘深之大学”的办学
目标，提出“研究学术、造就人
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办
学宗旨，为国家培养了40余万
名高素质人才，有40余人当选
为两院院士，涌现了全国“最美
奋斗者”鲜学福，全国“最美高校
辅导员”袁利等师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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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在渝高校校长系列访谈①

开 栏 语

“青春之星”风采大赛成为重庆大
学虎溪校区的品牌活动，“不见不散毕
业生歌会”是重庆大学民主湖论坛的
另一张“名片”……在重大大学采访，
除了浓浓的学术氛围，也感受到强烈
的青春激情。

谈起学生培养，重庆大学校长张
宗益特意提到学校的综合素养课。

以高远志向领航人生高度，才能
展现更大担当、实现更大作为。作为
全国首批“三全育人”（全员育人、全过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
校，近年来，重庆大学统筹办学治校各
领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各方
面的育人资源和力量，从课堂、文化、
特色等方面入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尝试。

例如，重庆大学打造了通识课2.0
版本，着力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科学
精神、工程伦理、人文素养。《唐律疏
议》就是学生综合素养课的一项内容。

希望学生读《红楼梦》不仅仅要读
精彩的情节，还要读那个时代的社会；
学医学的学生也不能只懂医学知识，
还要了解生命的起源和意义……在张
宗益看来，一个人对历史使命认识越
深刻，社会责任感也就越强烈，志向也
就更远大。正如他所说，学贯中西，才
能够引领未来。

李星婷

记者手记

提升综合素养
培养未来新人

重庆大学校长张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