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浙江大学的重要讲话学习体会 

姚威 

2003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浙江大学的教育工作

作出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具有极强的

针对性和指导性，为我们进一步明确浙江大学改革发展的目

标任务，切实做好浙江大学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前

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博大渊深，我还处在最

粗浅的学习阶段，只能勉力选取几个领域谈谈自己的学习和

认识。 

一、牢固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理想 

一直以来，习总书记对浙江大学一直抱有非常高的期望，

在连续几个讲话中习总书记一直坚定不移的支持浙江大学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如 2004 年 7 月 19 日习近平同志在

中共浙江大学党委书记调整会议上的讲话（下简写为习总书

记（2004）），2005 年 9 月 23 日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常委会听

取浙江大学工作汇报时的讲话《坚定不移地向世界一流大学

的目标迈进》（下简写为习总书记（2005））以及 2007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大学调研时的讲话《培育一流自主

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下简写为习总书记

（2007））。在讲话中习总书记一方面肯定了浙江大学过去的

辉煌成绩，如习总书记（2005）提到“浙江大学是一所具有

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百年高等学府”。习总书记（2007）

中提到“浙江大学是全国名牌大学，也是目前我省唯一具有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和实力的综合性大学，在我省建设

文化大省、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和创新型省份中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在系列讲话中习总书记对浙江

大学如何建设一流大学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实现路径，例

如习总书记（2005）中提到的 32 字方针，即要“育人为本，

质量立校；师资为基，人才强校；发挥优势，特色兴校；服

务社会，合作办校”，以及习总书记（2007）中提到的“秉

承“求是创新”精神，进一步弘扬创新文化；推动知识汇聚

交融，进一步提升整体创新能力；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

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坚持追求卓越，进一步

培养和造就创新型人才”。综合习总书记的上述观点，个人

认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浙大梦”，可能需要抓住三个

关键词：“特色、服务和人才”，下面将分别阐述： 

二、特色 

所谓“特色”就是指坚持自己的特色，走“特色发展战

略”，浙大不要做“中国的斯坦福”或者“东方的剑桥”，浙

大就要做中国的浙大。俗话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即

使是像斯坦福、伯克利，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大学也不可能

在所有领域、所有学科和所有方面都一流，所以创建世界一

流大学的关键在于发挥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个性。

关于浙大的特色，习总书记（2005）中已做了清晰的总结和

概括，即“中国特色、浙江特色”以及“综合优势、学科优

势”。 

所谓“中国特色、浙江特色”我的理解就是要真正能够

在中国和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举足重轻的角色，如解

决国家和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瓶颈问题、制约产业升

级和区域发展的重大共性关键问题、设计和服务于引领国家

和浙江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等。 



“综合优势、学科优势” 是指一直以来浙江大学规模

大、学科多，是我国学科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大学之一。但

是个人认为对于学科齐全的优势我们需要辩证看待，一方面，

学科齐全可以通过推进各学院、各部门开放式地办学和开放

式科研，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优势互补，从而发挥多学科

的综合优势、整体优势，争创一流；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的看

到，学科多同样导致资源分散配置、学科本位主义导致难以

发挥协同优势等问题。因此我个人非常赞同吴校长现在推动

的“浙江大学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建设”，从生态系统建设的

视角对整个学科布局进行新的审视和梳理，对于一些发展相

对滞后，活力相对不足的学科，责令其尽快发掘新的增长点

或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与融合。 

三、服务 

所谓“服务”就是指以立足浙江，辐射华东、放眼全国

的视野，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多年来，浙江大学积极为地方

发展作贡献，在本地招生、成果转化、输送人才以及决策咨

询等方面，都为浙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实践充分证明，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为地方发展服务，是完全统一的而不是对

立的，而且这也是学校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和要求。

因为科技创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习总书记（2005）

明确提出两点，浙大“一方面要积极服务地方的经济社会发

展，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地方的力量合作办校。”因此在当

前背景下浙大应该要围绕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新农村建设、

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整合

科技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努力在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关



键难题的攻关和产业化应用上取得突出成效。 

四、人才 

所谓“人才”是指牢固树立大学的首要职能是“人才培

养”的核心思想，要认识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省份，

关键在人才。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也是高校在建设创新型省份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因此浙大要继

续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坚持引进和培养并重，努力建设成为

汇聚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和培养优秀创新人才的重

要基地(习总书记，2005)。同时要积极探索有利于人才培养

的新型教育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动力，促使“会

读书的人”成为“会创造的人”，不断向社会输送具有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各类人才。 

以上就是我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的一些心得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