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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二工大校长俞涛在上海“两会”会场。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编者按】

去年，上海市正式开始实施“高峰高原”重点学科建设计划。在上海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2014-2020年）中，上海明确在
未来三年的第一阶段内市级财政将投入36亿，到2020年的第二阶段则继续加大投入，使上海高等学校学科整体实力达到一个新水平，20
个左右的一级学科点和一批学科方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昨天，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市长杨雄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制定实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十
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也提到：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本报自今天起推出“大学校长访谈录”，请大学校长们畅谈高等教育发展方略。昨天接受专访的是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校长俞涛。在专访
时，他指出，上海既需要能培养爱因斯坦式的学术型大学，也需要培养爱迪生式人才的高水平世界一流大学。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如何打造职业导向型一流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校长俞涛：

职业信用应成为高校教育必修课

记者：你觉得上海应该怎样

打造“高峰高原”学科？

俞涛：当初，上海高等学校
学 科 发 展 与 优 化 布 局 规 划
（2014-2020年）的主要目标是使
一流学科的水平在上海乃至全国
名列前茅。但我认为，排名不是
最终目的，实际上，高等院校学科
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促进地方
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发展。

一个国家的一流大学、一流
学科不仅需要研究型大学，也需要
职业导向型大学。德国总理默克
尔总理被问及为何二战后德国发
展快速时曾透露，德国非常重视职
业教育，FH（应用技术大学）型的大
学水平都是极高的。德国11所
精英大学（一流大学）的名单有研
究型大学，也有工业大学。

举个例子，杨振宁和李政道
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其背后也
有吴健雄的功劳，倘若没有这位
女科学家通过实验验证杨李二
人的理论，他们拿到诺贝尔奖的
时间很可能要延后很多年。

现在，在创新过程中存在一
个问题，大家都非常重视概念，

而不注重创新思想产生后该如
何实现。

我认为，社会要发展，上海要
创建创新型城市，既需要能培养爱
因斯坦式的学术型大学，也需要能
把概念落地的高水平、世界一流的
大学去培养爱迪生式的人才。

记者：你觉得职业导向的大

学如何吸引一流人才？

俞涛：我非常欣赏英国大学
的制度，他们为学科做评估，分五
星级、四星级等。在英国，几乎所
有大学教授的薪酬待遇都差不
多。这样，教授在择校时会首先考
量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专业领域，未
必会首选剑桥、牛津等名校，可能
会率先考虑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的
五星级学科。教授更倾向于在有
利于专业发展的学校工作。

上海要发展“高峰高原”学
科，就要把60多所高等院校整体
的学科水平提上去，将申城整体
学科变成“高原”，那么才能在

“高原”上建出“高峰”。同时，我
也呼吁学科带头人学习屠呦呦
的精神，埋头于自己专注的领
域，勤勤恳恳一干就是几十年。

重视概念，更要注重如何实现

记者：你认为学科设置如何

布局才较为合理？

俞涛：创建一流学科和一流
大学需要时间余量，学科布局要
有前瞻性。我们甚至可以提前
考虑未来30年、50年后的事。譬
如有些学科目前在上海不是强
势学科，但能瞄准上海乃至长三
角的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这样的学科布局才较为合理。

比如我非常重视推动电子
废弃物资源化专业的发展。现
在的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都
非常重视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
学科目录。很多专家很迷惑，认
为这一专业既非国家目录的一
级学科（如环境科学与环境工
程），也非下面的二级学科（如固
气液废），甚至不是二级科学下
的一个研究方向，属于很偏的一
个领域。

我恰恰认为，在学科建设
中，不应仅仅把所有的思路限制
在国家目录上，更应将社会需求
放在第一位。撇开目录不谈，我
们在媒体上时常可看到有识之
士指出，现在手机、电冰箱、电脑

等数码家电都包含芯片、电子器
件。10年、20年后电子废弃物有
可能会影响到人类发展。

在学校的坚持下，二工大承
建的上海电子废弃物资源化产学
研合作开发中心三年来小有收
获。新近研发的废弃平板显示设
备全自动化拆解线，比传统人工
搭配电动工具拆解效率提高90%
以上，再一次填补了国内乃至国
际上自动化拆解废旧平板显示设
备技术的空白。去年 11 月 18
日，中心通过市教委的中期复评，
正式挂牌为“上海电子废弃物资
源化协同创新中心”。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在学科
建设上不仅应该考虑排名，更应
该考虑社会和人类的发展需
求。百年树人，我们必须要沉下
心，要有耐心和胸怀做一些哪怕
学位办、知名教授也未必认同的
事。试想，一旦未来电子废弃物
的问题迫切了，我们的学科排名
势必会上去。

我认为，一所大学要发展必
须要有独立性，崇尚自由思想，
不能太功利。

校长应将社会需求放在第一位

记者：从成教到高职再到应

用型本科和专业硕士教育，多年

来，二工大一直是应用型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的探索者。如今，学

校又提出了坚持走职业导向的

高等教育之路，对此，你有怎样

的思考和理解？

俞涛：二工大是一所有着光
荣历史传统的地方高校，在成
人教育和全日制高职教育领域
都曾取得过出色成绩，被誉为

“半工半读一面旗”、“高职教育
排头兵”。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
略下，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迫切
要求高等教育，特别是承担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高校在办学定位
和发展方向上作出新的响应和
调整。因而二工大明确提出“职
业导向的高等教育”办学定位，
并在职业教育的框架下，对接需
求、面向应用、注重实践、深化改
革，努力实现特色鲜明的现代应
用技术大学的发展目标。

其实，走职业导向的高等教
育发展之路，与其说是定位、理
念的转型，还不如说是一种理性
的回归，学校需要做的是，如何
通过深化改革，以新的机制、新
的模式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注入
新的内涵、新的动力。

面对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
战，我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围
绕掌握职业技能、崇尚职业信
用、彰显职业特色的创新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要求，二工大在学部
制改革、专业论证、中本贯通、校
企合作、教师培养等方面，实施

了一系列改革。
比如就“学部制”改革，我们

转变了传统的二级教学单位组
建模式，根据学科发展方向，将
原机电、电子、计算机、环境工程
等4个工科学院合并组建为工学
部，并按产业发展需求构建了智
能制造与控制工程学院、计算机
与信息工程学院、环境与材料工
程学院等三个专业群平台；将原
外国语、人文与国际交流、理学
院优化整合为文理学部，并重新
定位了各教学单位的功能职
责、运行机制和发展方向，保障
二级教学单位作为一级“学术
共同体”，具有相应的学术权
力，成为学校学术发展的主要
组织者和参与者。学部制改革
在应用技术类高校中尚属新生
事物，学校希望通过探索和实
践，形成资源共享、交叉融合、激
发创新、富有特色的教育教学组
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并最终作用
于人才培养。

记者：二工大被称为“劳模

的摇篮”，在新时期，学校如何赋

予劳模时代精神新的理念，让95

后学生更愿意接受劳模精神？

俞涛：二工大历史上培养了
130 多位省部级以上的劳动模
范。随着环境的变化，挖掘、提
炼劳模精神并赋予其新的内涵，
打造劳模育人文化品牌，发挥劳
模文化的育人功能始终是学校
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一直提倡我们的学生要
具有职业素质。现在的劳模早
已不是过去的苦干，他们大多都

是技术能手，能苦干加巧干。就
拿劳模李斌来说，只要涉及数控
机床加工工艺的问题都靠他解
决，现在的劳模要有一技之长。

此外，学生还需具备职业信
用和职业特色。我们希望二工
大学生成为全面发展，懂人文、
懂技术、懂社会的“三懂人才”。
尤其是职业信用，许多失信、失
范、失责的现象告诉我们，职业
信用教育应成为大学教育的必
修课。我们把职业信用的内容
编入教材，进入学校通识教育课
程体系，在实施课堂教学的同
时，还以企业实习、志愿服务、专
题讲座、创业项目、社团建设等
为载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职
业信用教育。

再如二工大的经济管理学
院里有个专业叫“信用管理”。
目前沪上只有二工大和财大两
所高校开设了信用管理专业。
在交出一份
2013 年“ 史
上最难就业
季 ”中 100%
的就业的满
意答卷之后，
二工大信用
管理专业的
毕 业 生 ，
2014 年仍旧
保持了高达
100%的就业
率 ，并 将 这
100%就业率
纪录连续保
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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