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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学术质量的平台上，高影响因子、高被引等论文指标已成为论文质量

的显著标志，国内各高校大力度激励产出这类论文。略观这类论文的作者和单位，

不难发现这类论文越来越出自学术合作，尤其出自国际合作。本期“跨越边界:高

被引科学家的跨界合作特征研究”一文就此以 2016年汤森路透评选的全球农业科

学领域高被引科学家为例进行了专题研究。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各高校都十分重视并积极制定高校发展战略规

划，因为它关系到一所学校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和重点，甚至关系到学

校的永久战略定位。高校发展规划的制定程序和参与面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学校战

略规划的前瞻性定位、战略阶段和现实性执行，而国内高校恰恰在发展规划的制

定程序和参与方面普遍存在明显的不足。本期“卡内基梅隆大学面向 2025 年战

略规划的制定与启示”一文展示了一所美国著名高校的发展战略规划过程，以期

对我国高校发展规划制定有所帮助。 

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是近来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主流的看法是，高校与科研

单位的科研经费像行政经费那般管理是不合适的，其结果不是伤害科研就是在经

费使用上“逼良为娼”。为此，一些省市已经出台了科研经费管理的新政，本期

“科学家对科研经费的支配权有多大？”一文收集了这方面的一些省市新政。 

“双创”是我国继“211”、“985”后又一重大的高校和学科战略布局举措，

无疑也又引发了新一轮争议和思考，本期摘转了这方面的一些材料，尤其中国科

学院张双南“为什么我说中国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观点难见容于主流媒

体，但却能够推动教育思考。 

高校人才培养可以有很多指标来反映，那么，“两院”院士从本科到博士的

“出身”是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质量？本期对此进行了统

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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