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涵发展 质量发展 特色发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内涵发展 质量发展 特色发展>>

13位ISBN编号：9787560740966

10位ISBN编号：7560740960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山东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建军 编

页数：29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涵发展 质量发展 特色发展>>

前言

　　2000年7月22日，原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三校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大学。
合校是山东大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为了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其目的在于适应当代科学发展综合化的趋势，推动学科建设的交叉融合和办学资源的整合集约，推动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使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能够有一个大幅度
的提升。
合校以来的十年，是学校实现实质性融合的十年，是取得辉煌成绩的十年。
合校以来山东大学各项事业取得的快速发展和重大成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也得到
了中央领导、教育部和山东省的充分肯定和鼓励。
　　除了学科整合以及管理机构的合并以外，三个不同传统与风格的大学的真正融合，根本的标志最
终还是应该表现在文化的融合上。
多校区管理模式之下应怎样熔铸共同的文化？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加以认真思索，而且在合校十周年之际作出回答。
一所大学一定要有一个主流文化，这个文化应该体现学校的精神品位和价值追求，成为大家固守的传
统。
如果一所大学里多种文化并存，并且多种文化之间有冲突，那就说明这个融合还没有完成。
今天，当我们总结合校十年所走过的历程的时候，应该把学科发展与文化一体化作为纪念和反思的重
点。
我们要深入思考合校之初所设定的目标实现了没有，“1+1+1>3”的优势是否得到充分显现，还要思
考三校融合以后大学新的增长点的培育以及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发展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要总结发展的经验，也要分析合校之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足，如哪些学科发展迅猛，哪些学科停
滞徘徊，哪些学科出现了反复，等等。
系统总结十年走过的道路，对于下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重要的新起点上。
中国高等教育从整体上进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结束，今后将转到以质量、内涵发展为重点的轨道上
来。
“985”下一阶段建设工程，将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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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0年7月22日，山东大学的历史变得更加丰富和厚重。
这一天，原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在这里汇合，组建成新的山东大学。
从此，这条源远流长的山大河变得更加宽阔，更加气势磅礴。
　　伫立新山大河边，从不同的视角感受她，我们总有无限感慨和深深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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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存在的问题　　经过“211工程”的建设，山东大学在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效，但与国内外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相比，还存在很大差
距：杰出学者和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相对偏少，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评价与
学科建设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和评价、评估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学科支撑条件建设有待进一步改善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门类齐全、学科综合的优势尚未全面凸显　　学科资源整合力度不
足，学科交叉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新兴交叉性的学科增长点不多，发展较慢，门类齐全、学科综合的
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
一些学科的方向凝练还存在着特色不够鲜明、前瞻性和创新性不强等问题。
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学科少，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与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相比仍有
明显差距。
　　2.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强　　科学研究缺乏学校层面的战略性
预测、规划，跨学科的科研组织力度不够。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不强，承担的国家重大研究项目有限，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不多。
应用学科特别是社会发展急需的工程技术学科和应用文科相对滞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服务国家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
学术团队意识不强，缺乏国际视野。
很多学者都是单枪匹马在作研究，不能很好地处理社会需求和个人研究兴趣的关系；对学生和教师的
国际化培训不够，在各类国际会议、论坛上争取话语权的意识不够。
　　3.学科建设管理和运行的机制不够科学和完善　　科技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考核评价机制和激
励约束机制不够科学，重数量、轻质量，不利于营造竞争向上的学术环境。
学科建设水平与建设效益的评价体系和评估机制不健全，投入与激励机制不够完善。
学校、学院、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学科带头人在学科建设中的任务和职责不够明晰，学校的宏观规划、
调控不够，学科建设管理运行机制需要进一步优化。
工科设备总量较大，但过于分散，不便于管理和资源共享，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亟待进一步改善
。
工科平台现有物理空间十分分散，缺少共享性实验平台，多数设备难以进入开放共享体系，严重影响
了设备的利用率。
　　4.基础科学与高新技术领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人文社科领域应用
研究针对性欠缺，研究成果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强，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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