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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肩负着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双重任务。加快变革高校

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强化有组织科研是高校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

键。高校教师作为高校科研工作承担主体与核心力量，参与有组织科研有利于扩充专业知识，确定研究

方向；引进学术资源，提高科研效率；促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充分发挥领军人才的战略科学家作用。

因此，为提升高校教师参与有组织科研工作的质量与水平，教师应强化政策理解与战略对接，调整科研

方向与组织模式；高校应健全管理体制与评价机制，推进人才培养与平台建设，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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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force of basic research and the source of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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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dual tasks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
ical innovation.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aradigm and organizational 
model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trengthening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are the key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erve national and regional strategic needs and achieve high level sci-
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s the main body and core for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uni-
versity teachers participate in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to exp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research. Introduce academic resources to improve research efficiency;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young teacher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leading talents 
as strategic scientis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university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teach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pol-
icies and the docking of strategies, and adjust the dire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od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Universities should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pro-
mot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mportant talent center and innovation highland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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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高校作为我国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

源地，是教育、科技、人才的关键交汇点，肩负着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双重任务，在建设创新型国家、

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 
2022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

变革高校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强化有组织科研，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在这一背景下，高校应改变

科研人员以往各自为战的研究模式，促进高校科研团队转型，使高校有组织科研成为实现重要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一环。然而，作为高校有组织科研承担主体与核心力量的高校教师，在有组织科研

的过程中仍存在参与意愿不强、参与程度不高等现象，致使高校教师在高质量科研创新方面的潜力未能

得到充分发挥[1]，对高校支持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将深入探

讨高校教师参与有组织科研对专业成长的现实意义，进一步完善高校有组织科研理论体系，提出提升高

校教师有组织科研参与度的有效路径，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文献综述 

随着现代高质量科技创新日益呈现复杂性、社会性和整合性的特点，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从规模、

经费等方面给当代所有科学活动以全面的支持，因而必须有所选择。针对“科学选择”的标准，美国科

学家温伯格(A. M. Weinberg)提出了著名的温伯格准则(Weinberg Criteria)即科学选择准则，他主张在各个

科学领域之间和每一领域内部确定科研重点时，应以两项主要准则为依据，即有望在基础研究方面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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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概念性进展并对邻近学科领域有所贡献，和对于最紧迫的社会或经济问题具有潜在的应用可能性[2]。
这也构成了高校有组织科研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推动学科交叉合作，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二是服务

国家战略需求，攻关重大科技难题。 
有组织科研是以现实需求为导向，通过制度设计、资源统筹和团队协作，对关键核心技术或重大科

学问题进行协同攻关的科研模式，其核心是通过系统性组织，突破传统个体科研的分散性，形成建制化、

成体系的科研力量[3]。高校有组织科研区别于传统自由探索式科研，强调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通过

制度化的组织模式整合资源，开展目标明确、分工协作的集体攻关，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助力我国

高校进一步发挥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作用，为亟需解决的各类问题提出更多的方案与可能性。

目前关于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其内涵与外延、困境与问题、发展与改进等方面。有学

者认为高校有组织科研是学科融合在时代背景下的进化[4]，是以跨学科合作为基础，通过目标引导、统

筹管理、人才统领、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等方式开展长期的持续攻关。在关于高校有组织科研现存困境

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表示目前高校有组织科研存在学科协调、资源配置、队伍建设、评价改革等方面尚

有不足[5] [6]。并基于此，提出高校有组织科研应坚持问题导向，从坚持多元资助[7]、优化科研体系、推

进协同创新、凝练科研特色等方面[8]不断夯实创新根基，服务国家和地区高质量发展[1]。 
从现有聚焦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研究者都在讨论高校有组织科研本身的内涵、

类型与特点，为有组织科研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政策驱动下，高校有组织科研对服务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已深入人心，高校教师作为高校科研工作的承担主体与核心力量，其参与有组织

科研的现状、特征与困境关系到有高校组织科研能否有效实施和持续发展，理应予以重视。但目前针对

高校教师参与有组织科研的讨论却较少，更缺乏深入分析参与有组织科研对高校教师专业成长重要性的

研究。现有研究表明，高校教师的行为态度是影响其参与有组织科研意愿的影响最大，当高校教师意识

到有组织科研有着指引方向、引进资源、提高效率、丰富成果等多方面益处时，会极大地增强有组织科

研的参与程度[9]。因此，有必要帮助高校教师厘清参与有组织科研对于专业成长的现实意义，提高高校

教师的参与意愿，促成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持续发展。 

3. 有组织科研对高校教师专业成长的现实意义 

3.1. 扩充专业知识，确定研究方向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指出，有组织科研“要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把过去想

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转变为国家需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10]。这意味着，高校教师不

应再仅仅根据个人的兴趣和能力来选择研究课题，而是要积极地响应国家的需求，将个人的研究方向与

国家的科技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目前，我国高校科研活动仍然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大多数教师依然基

于个人兴趣爱好进行自由探索，依据自身研究领域和已有研究基础开展科研工作。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学术自由和创新，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部分研究与国家的战略布局并不完全一致，

这些教师及其相关研究在获取资源和支持方面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不仅影响了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也制约了科研成果的产出。 
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一方面能够帮助教师扩充他们的知识储备，特别是补足其在邻近学科、交叉学

科领域所需的专业知识。通过定期的研讨会、工作坊和学术会议，高校教师可以分享最新成果、讨论科

研难题、探索创新方法，这种交流不仅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了解学科前沿动态，还能够为其整合不同

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激发新的研究思路，从而在新的研究领域中找到创新点。另一方面，有组织科研还

能够引导高校教师更加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其提供更为明确的研究方向，避免碎片化研究。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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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会根据国家战略部署、社会发展需求及自身学科优势，制定科研发展规划和重点研究领域，教师在

这样的框架下可以更加聚焦于具有重要价值和应用前景的研究课题，避免了研究方向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通过这种方式，高校教师既能获取政策与资源支持，形成“需求–资源–成果”的良性循环，还可以更

好地协同大团队、依托大平台，集中拔尖创新力量，围绕科技制高点，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

术，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3.2. 引进学术资源，提高科研效率 

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在开展科研工作初期，常常会面临巨大的考核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于

他们自身对于科研成果的追求，还来自于外部环境的种种限制，包括人员短缺、经费不足、实验场地和

仪器设备的匮乏，以及成长平台和发展机会的稀缺等。由于缺乏足够的科研资源，“单兵作战”的模式

往往导致高校教师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瓶颈，难以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为了应对考核压力，他们可能

会倾向于追求短期的、表面的成果，而忽视了科研工作的长远发展和深度。这种追求“短平快”的成果

产出方式，不仅不利于高校教师专业成长，也不利于整个科研领域的健康发展，而集中优势资源开展科

技攻关则是解决这些困境的妙方。高校有组织科研可以系统地组织教师推动科研工作，这种模式通过建

立科研平台、融合科研团队和管理科研项目等机制，为高校教师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营造

一个更加集中和专业的学术环境。 
高校有组织科研不仅能提供物质和制度上的支持，还能够吸引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与

合作，从而为高校教师引进丰富的学术资源，提供最新的科研信息、前沿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合作机

会。高校有组织科研倾向于选择能带动多学科发展、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议题作为研究重点，这将形成

一支由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而成的跨学科科研团队，帮助高校教师在各自擅长领域发挥专长，通

过团队内部协作实现知识和技能的互补，依托团队优势弥补个人研究短板，提高学术资源利用率，进而

提高科研的深度与广度。此外，高校有组织科研的规范化、系统化管理，能够确保有组织科研活动有序

进行，减少资源浪费，缩短研究周期，进一步提高科研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融洽

的团队协作、科学的研究规划，高校有组织科研为教师提供了更优越的研究条件和学术资源，促进科研

工作的高效开展，不仅能够助力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还能推动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建设

水平的整体提升。 

3.3. 促进青年科研人才成长 

高校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有组织科研对于促进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成长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前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与矛盾，包括个人需求与资源限制、发

展动力与科研经验、研究兴趣与考核指标等[11]。这些问题往往会导致高校青年教师在科研进展和专业成

长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阻碍。参与有组织科研有助于青年教师利用各方平台和优势资源满足成长发展需求，

帮助其在经验丰富的战略科学家的引领下，基于个人研究兴趣，有序开展科研攻关工作，获取更多科研

成果。对于青年教师而言，高校有组织科研不仅能扩充专业知识、确定研究方向、引进学术资源、提高

科研效率，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学习和研究平台，让青年教师能够接触到前沿科研项目，

学习先进研究方法，获得实际操作经验，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提升。 
高校有组织科研团队通常由经验丰富的科技领军人才领导，高校可以通过有组织科研项目，吸引和

培养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员，为他们提供更多实践和锻炼的机会。这些青年科研人才在导

师的指导下，能够更快地掌握科研工作的精髓，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因此，高校有组织科研能够

充分利用好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才创新创造力的高峰期，为他们未来专业发展和科研成长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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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基础，帮助他们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力

量，进而提升国家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 

3.4. 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作用 

除了促进青年教师成长与发展外，高校有组织科研还有助于经验丰富的科技领军人才充分发挥战略

科学家作用，对提升高校科研的整体水平和发展效率具有深远意义。在高校科研阵地上，活跃着一批具

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一线的科技领军人才，他们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丰富的科研经验，

能够准确把握科研发展的前沿动态和变化趋势，是在科研站场上一步步打拼出来的佼佼者。高校有组织

科研可以进一步发挥科技领军人才在科研团队中的领航者作用，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平台、更多的资源和

更多学科、多层次的团队成员，形成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攻关科学关键核心技术的有组织科研大团

队。在这样的大团队中，科技领军人才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性及影响力，为高校有组织科研提供战

略性的指导和规划，帮助高校更有效地整合资源、优化布局，为团队成员提供研究方向和方法上的指导，

推动有组织科研工作向国家与地方的发展需求靠拢。 
对高校而言，有组织科研的核心在于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将分散于不同院系、不同学科的人才资源

和科研资源整合起来，集中力量、攻坚克难，这就需要有爱国情怀、懂科学、会管理、有战略眼光的科技

领军人才牵头开展。目前，高校科研中“躺平”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大部分为工作时间较长的高校教师，

或是因为成果一般、晋升无望，或是因为职称晋升后失去了奋斗目标，教学科研较为倦怠，仅以完成学

校、学院基本教学科研任务为目标。战略科学家在高校有组织科研团队中，不仅传授知识和技能，更重

要的是传递科研精神和科学态度，为年轻教师树立榜样，引领他们加入大团队，承担具体科研任务，激

励高校教师充分挖掘自身创新潜能，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帮助他们更快地成长。以这种方式，

高校不仅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科研人才，还能够源源不断地为高校有组织科研注

入新鲜血液，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 

4. 高校教师参与有组织科研的提升路径 

4.1. 强化政策理解与战略对接 

在教师层面，应迅速适应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提升在高校有组织科研中的专业竞争力。在高校教师

参与有组织的科研活动时，应当特别注重加强对于相关政策的理解以及与国家战略的对接。这要求他们

必须定期跟踪教育部、科技部发布的科研专项指南，积极主动地去解读和理解国家科研布局的最新动态

和未来趋势，以便能够确保自己的个人研究方向与国家的战略需求保持相关，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

长远发展。同时，教师还需关注国内外科研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前沿技术，了解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点，

以便在有组织科研中寻找创新点和突破口。通过深入理解政策导向和战略需求，教师可以更有针对性地

规划自己的科研项目，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和资源支持。此外，加强与政府、企业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的合作，也是实现政策理解与战略对接的重要途径。通过多方合作，教师可以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和资

源共享，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促进个人专业成长。 
此外，教师还需要紧密地融入到学校重点科研平台的建设中去，与校内外的科研团队进行协同合作，

主动对接高校设立的前沿科学中心、协同创新中心等实体平台，共同推进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与应用。

基于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与战略需求的把握，高校教师能够更好地发挥科研引领作用，提升学校科研水平

的同时，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具体而言，高校教师可以积极参与到学校科研政

策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确保科研政策能够贴近实际需求，具有可操作性和前

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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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调整科研方向与组织模式 

为了更好地参与有组织科研活动，高校教师应适时调整科研方向与组织模式，从传统的“个人兴

趣”驱动的研究模式，转向更加重视“需求牵引”的研究导向。对于理工科领域的教师而言，应将研究

的焦点和精力聚焦于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卡脖子”技术，即那些关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尖端科技

研发领域，积极投身于企业联合实验室的“揭榜挂帅”项目，这些项目通常直接针对当前技术发展中的

瓶颈问题，致力于解决那些限制我国科技进步的关键技术难题。人文社科领域的教师也应紧密围绕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实际需求，主动承担起政策咨询类的课题研究，通过撰写智库报告、政策建议书等形

式，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对国家治理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建议和方案，从而实现研究成果的有效转

化和应用。 
为适应高校有组织科研需求，教师应在科研组织模式上进行创新性探索。例如，借鉴国际先进的科

研团队协作模式，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打破传统学科界限，促进跨领域知识融合，帮助自身实现科研

视野拓展和科研灵感激发。这不仅能够提升科研创新的深度与广度，而且有助于推动重大科研项目的进

展。此外，高校教师还可以与国内外顶尖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形成战略联盟，建立长期稳定的科研合

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为国家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高校教师在组建科研团

队时，可采用“核心团队 + 动态成员”的灵活模式，构建弹性科研组织结构。核心团队负责科研项目的

整体规划与推进，确保项目目标的实现；动态成员的加入可根据项目需求灵活调整，确保科研团队维持

高效工作状态，以适应研究环境和挑战的变化或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推动科研工作的持续深入与创

新发展。 

4.3. 健全管理体制与评价机制 

在高校层面，应尽快调整管理、评价、激励与保障方面的各项政策制度，营造适宜教师开展有组织

科研工作的组织氛围。高校在开展科研工作时，应整合资源，促进学科发展。这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完

善科研管理体制。高校可选拔人才，建立专门的科研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协同、策划等管理工作。这种

管理体制能消除院系隔阂，促进跨学科合作，形成互惠的生态关系。同时，建立科研监督机制，统一管

理科研人员，调整分工，明确职责，提高协同效率，满足项目需求。为支持教师参与有组织科研，高校应

制定保障政策，增加资源投入，涵盖资金、人才、实验室建设等关键领域。高校还应赋予科研团队自主

权，激发团队能动性，提供便利条件。在资金管理上，应放宽经费来源限制，允许自主筹集经费，并由学

校统一管理。在团队组建上，应扩大准入机会，允许边缘学科和弱势学科参与，促进信息、资源共享，提

升科研水平。 
此外，高校还应建立长周期和分类评价机制。首先，优化考核评价，坚持“破五唯”与“立新标”并

举，构建以科技创新价值、能力和贡献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重视高校教师在有组织科研中的创新贡献。

其次，基于团队业绩进行考核，科学评价团队合作成果，客观评定团队成员的实际贡献。第三，关注科

研工作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契合度，引导高校教师聚焦重点问题，形成高水平成果。最后，根据科研导向

和生产方式选择合适的评价方式，激发高校教师的创新活力，既要鼓励支持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

区”的原始创新，又要引导激励敢啃“硬骨头”、善打“攻坚战”的协同攻关[12]。在此基础上，高校还

需建立与评价考核相配套的绩效激励机制，优化成果收益分配方案。高校应拓展科研激励渠道，完善资

金投入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出资设立专项项目，建立全链条战略任务布局[13]。同时，依托科研管理

部门，完善“揭榜挂帅”“招募令”等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增加非竞争性资源配置，鼓励高校教师积极承

担责任，激发专业能力和创新潜力。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471


蒋松言 
 

 

DOI: 10.12677/ae.2025.153471 794 教育进展 
 

4.4. 推进人才培养与平台建设 

人才是第一资源，推进有组织科研，各高校必须加强人才引育工作，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高校

要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围绕交叉学科，发挥重大科研平台的引育优势，精确制定针对不同层次岗位的人

才引进策略，坚持以一流平台引进一流科研队伍，又以一流科研队伍驱动一流平台建设，探索“战略科

学家 + 领军人才 + 专家团队 + 科研平台”的集群式人才引育模式，实现引凤筑巢与筑巢育凤的有机结

合[14]。高校应采用系统性人才开发思维，加强顶层设计，推进顶尖、领军、青年人才培育工程，注意梯

队建设，明确科研方向，指导团队确定培育规模与目标。同时，高校需创新引才模式，重视海外引才，实

施全球高端人才集聚计划，重点引进国际知名科学家、潜力青年学者和研究团队。此外，高校应培养跨

学科复合型人才，支持交叉学科研究，打造创新人才队伍，为科研事业奠定人才基础。在人才资源配置

中，高校应精准配置人力资源，引导教师在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确保人才资源最佳配置、

最大效能。 
高校需加强科研平台建设，以“大平台、大团队、大交叉、大协作、大项目”建设思路，整合学术

资源，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高水平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可依托高能级平台和优势学科，优化国家重

大科技平台，开发跨政校企科研平台，形成开放共享支撑系统。引入科技企业，结合高校基础研究，共

同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加快科研成果应用转化[15]，打造科技创新品牌。高校还可基于优势学科布局科

研中心，利用数字化技术搭建科研大数据平台，发布合作信息，消除信息壁垒，设立一体化资源配置模

式，高效利用资源。通过政策吸纳跨学科教师，统整科研项目于平台中，为高校教师提供参与科研活动

的机会，促进科研创新合力，发挥组织优势，集成资源完成突破性任务，推动高校教育、科技、人才协

同发展。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

化配置优势资源，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调动各类科

研院所的积极性，发挥人才济济、组织有序的优势，形成战略力量”[16]。有组织科研是高校服务国家战

略的关键抓手，也是教师实现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高校教师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参与有组织科研对于个

人专业成长和高校科技创新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要根据国家战略布局强化政策理解与战略对接，调整

科研方向与组织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的人才管理制度与科研交流平台，获取科研资源支持，承担科技攻

关任务，为高校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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