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目前高校界十分热衷、社会众议纷纷的话题，不管热衷的缘由如何，也

不论一流的标准怎衡，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其为人称道的卓越学科和学科群，否则无论官方如

何赋予和自我百般吹嘘都不足以获得世人和学人心中的认可。因此，我国各所冀望挤身世界一流大学

的高校都在绞尽脑汁地重审和规划自己的学科发展体系，力图构筑起自己拥有优势的一流学科及其学

科群。一流学科及其学科群的形成显然与官方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获得官方大力支持的主要通道是学

科群布局能与官方的发展战略对接。本期“42所在建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群布局及对接国家战略的分

析”一文搜集整理了国内42所冲击世界一流大学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分析了从中反映出来的

各校学科及学科群布局特征以供读者参考。

一流大学不仅需要具有吸引一流人才的能力，还需要具有使用一流人才的能力，更需要具有布局

一流人才的能力。我国很多高校在吸引人才上非常投入，各校开具的人才待遇就是明证；但在使用人

才上，就明显差多了，甚至出现人才无成果的现象；在人才布局上就更缺乏考虑了，以前人们戏称理

工农医单科大学为“有技术、没文化”，即学科布局的问题。在学科体系越来越融合、学科界线越来

越模糊的今天，很多学校在学科与人才布局上依然是以前的单科性思维，很多学校貌似学科门类齐

全，其实很多学科是缺乏培植而徒有虚名的，说轻了是为多科性大学之名作饰，说重了是误人子弟。

今天，各校又纷纷吸纳人才成立高端智库以期提升核心竞争力，本期“美国高端智库的政策专家储备

及其人才吸引机制研究-以兰德公司为例”一文介绍了美国高端智库兰德公司现职政策专家的人才特

征和人才吸纳与培养方面的具体机制和举措，为完善我国智库人才吸引和培养机制、为高校完善学科

和学科群提供借鉴和启示。

新一轮高考改革要求我国高校探索“综合素质评价”招生模式，不仅对传统招生模式形成了巨大

冲击，也将高校专业置于生死存亡的生源竞争中。本期“我国高校本科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策略研究”

一文在梳理美国高校多元化招生制度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对国内典型学校本科招生中综合素质评价招

生现状的调研，提出了若干本科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策略及实施方案。

高校学报是学校的学术名片和窗口，但在国际发表至上的社会氛围之中，高校学报的处境日趋尴

尬，“一流文章投国外、二流文章投名刊、三流文章投学报”，高校学报渐成“鸡肋”，弃之不舍，

学报本是学校镜，校长难负弃刊名；食之无味，佳肴已入他人家，苦对残羹污名校。本期“尴尬的高

校学报：基于C9高校学报分析”一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源，利用文献计量法对我国C9高校学报

的学术影响力进行了统计分析，给出了高校学报学术质量的一个定量认识。如果国内高校界翘楚的C9

高校学报尚且如此，那么大多数高校的学报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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