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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剛落幕的廈門大學第九次黨代會上，廈大新一屆黨委領導班子產生。擺在這屆班子面前的緊迫任務就是怎樣將廈

門大學初步建成為一所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這一任務在此次黨代會上被具體化為廈門大學未來5年發展的奮

鬥目標；同時，校黨委書記朱之文關於「廈門大學主動貼近、主動融入、主動服務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積極融入廈門

的新一輪跨越式發展」思路，亦成為本屆黨代會一大亮點。

教育部、福建省政府和廈門市政府8月5日在福州簽署了《繼續重點共建廈門大學協議書》，三方明確
將大幅度增加對廈門大學的投入。教育部部長周濟在簽約儀式上表示，這是教育部全力支持海峽西岸經
濟區建設的重大舉措，是加快把廈門大學建設成為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使其更有力地服務海
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服務祖國統一大業的實際步驟。
根據協議，教育部、福建省、廈門市將在今後的「985工程」三期和「211工程」三期建設中繼續加大

對廈門大學的投入，在共建經費上大幅度增加。
據悉，2001年以來，教育部、福建省和廈門市先後對廈門大學進行了兩期「985工程」重點共建，教

育部與省市按1︰0.5︰0.5的比例，共投入廈門大學12億元的建設經費。通過重點共建，廈門大學在人才
培養、學科建設、隊伍建設、科研和產業化、對外合作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喜人的成績。在實現自身快
速發展的同時，廈門大學通過輸送人才、科技服務、決策諮詢等多種方式服務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成
為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重要人才庫、技術創新的「助推器」和政府科學決策的「智囊團」。

前不久，廈門大學舉
行2007年學科建設工作
會議暨國家重點學科
授牌儀式。朱之
文、朱崇實為該校
理論經濟學、應用
經濟學、工商管
理、化學、海洋科
學五個一級國家重
點學科授牌。國家
二級學科為國際法
學、高等教育學、專
門史、基礎數學、凝
聚態物理、動物學、水
生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環境科學九個。這一成績，
在2007年教育部13所重點綜合性
大學中名列第八，而在五年前，廈門
大學位列第11位。

另悉，廈門大學一級學科博士授權從2000年的7個增長到2007年的14個，增幅達到100%；可招收培養
博士生的專業從2000年的59個增長到2007年的134個，增幅達到127%，其中工科博士點從2000年的1個增
長到2007年的14個，增幅達到1300%；一級學科碩士點授權實現了2000年0的突破，到2007年達到17個之
多；可招收培養碩士生的專業從2000年的113個增長到2007年的219個，增幅達到93.8%，其中醫學碩士
點從2000年的0個增長到2007年的6個；專業學位從2000年的3個增長到2007年的7個，增幅達到133.3%。
數據顯示，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廈門大學高層次人才培養體系逐步完善，博士點建設成果顯著。

日前，廈大在全省高校率先完成了《服務海峽西岸經
濟區行動計劃》，規劃了該校在2007年－2010年服務海西
的具體措施。廈大黨委書記朱之文說，廈門大學要服務
全國，但首先要服務福建、服務廈門。
成立服務海西協調領導小組。組長由校黨委書記、校

長親自掛帥。建立學校與省委省政府各部門、各市、各大
企業，學校與各學院、各研究機構之間的協調互動機制，
建立定期聯繫溝通機制和需求——服務對接機制，並通過召
開聯席會議、項目對接會、發佈服務指南、簽訂合作協議
等展開合作。
教師考核聘任要與海西掛 。廈大將在教師考核和聘

任的評價指標體系中強化服務海西政策導向。將服務海

西的平台、基地和重點項目納入重點建設，在實驗用
房、研究生招生指標以及助研人員配備等方面予以必要
傾斜；實施幹部教師掛職鍛煉制度，選派幹部教師到福
建省的有關市縣掛實職或柔性掛職；制定服務海西獎勵
制度，對為海西服務做出突出貢獻的教師、學生給予特
別獎勵。
建設10個科技創新平台。其中，在科技創新方面，廈

大提出要建設10個科技創新平台，即藥物創製、先進材
料、新能源、海洋科技、信息技術、軟件開發、光電子
材料與器件、先進裝備與儀器、環境健康與生態安全、
現代農業10個科技創新平台。還將首批規劃建設3個科技
資源共享協作平台，實現開放服務，提高大型儀器等科

技資源的使用效益。在人才培養上，校方提出，廈大每
年至少為福建省輸送畢業生本科生3000人，研究生2000人
（其中博士300人以上）。還要為海西發展提供高層次繼續
教育培訓服務，例如，重點支持福建省開展廳處級領導
幹部的教育培訓和實施黨政領導人才重點培訓計劃。

成為大陸涉台決策思想庫。在對台交流合作上，廈大
提出，要把學校建設成為祖國大陸與台灣開展教育、科
技、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前沿重鎮和重要平台。其中，對
台決策服務上，廈大將重點加強台灣研究院和海峽兩岸
發展研究院的研究團隊建設，使廈大真正成為海峽西岸
乃至祖國大陸的台灣研究中心，成為中央和省市領導涉
台決策最好的思想庫和智囊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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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文說：「我的一些經歷讓我對

大學和地方的關係有了更切身的認

識。從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看，大學與

區域的互動是十分重要的。一個經濟

社會蓬勃發展的區域或城市是大學發

展的重要依托，而大學也是該區域、

該城市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

由此，廈門大學「服務全國，先要

服務海西、服務廈門」的思路就變得

更易理解。

有分析人士認為，新一輪大學領導

開始越來越注重對其行政管理能力的

要求，有理由推測，有「官員背景」

的朱之文恰逢廈門大學向第二步發展

階段過渡的關鍵時期，也正是大顯身

手之際。

廈大校長朱崇實和朱之文為經濟系

同窗，這對廈門大學歷史上最為年輕

的「一把手」組合，雖分工不同卻似

乎有更多交流的共同語言，以二者為

核心的新一屆領導班子將把廈大帶向

五年發展目標值得期待。

廈門大學是祖國大陸距離台灣最近的
重點大學，隨 海峽兩岸交往不斷加
強，廈大成為兩岸教育、科技、文化交
流最為活躍的高校。近20多年來，該
校先後培養台灣籍函授生和學歷生
1000多人（其中博士生60人、碩士生
39人、本科生123人），2006年4月19
日，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獲得
廈門大學授予的法學名譽博士學位，成
為該校新校友。
目前廈大已與10多所台灣高校和科

研機構簽訂了交流合作協議。學校每年
接受邀請赴台交流的學者有近200人
次；每周都有台灣的學者到校進行學術
交流；每年還主辦或承辦近十次的兩岸
學術會議。
改革開放以前，廈門大學在台灣的

校友曾達300多人，在政界、科技界、
商界尤其在石油、鋼鐵、電信、公
路、稅務、文學、藝術等領域具有廣
泛影響，其中包括新竹科技園的創始
人何宜慈，台灣「石油之父」、中油公
司創辦人沈覲泰，台灣中國鋼鐵公司
創辦人陳樹勳、陳俊德，原台灣「稅
務局局長」傅百屏，原「台灣省政府
教育廳長」、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謝又華，原台灣
「公路局局長」嚴啟
昌，台灣著名劇作家、
戲劇教育家、文學評論
家、美學家姚一葦，台
灣著名詩人余光中等知
名人士。在上世紀六十
年代，台灣經濟實現騰
飛，推動經濟起飛的十
大項目中有六大項目由
廈門大學校友主持。
同時，廈門大學的台

灣問題研究獨具特色，
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有台灣媒體稱「兩岸關係權威，廈大
當之無愧」。
廈大主編的《台灣文獻匯刊》100

冊，以大量的歷史事實和文獻史料無
可辯駁地說明兩岸源遠流長的血緣關
係。2006年4月，胡錦濤主席出訪美
國，把《台灣文獻匯刊》作為代表性圖
書贈送給耶魯大學。廈門大學和台灣
學者還啟動了共同編纂《閩南文化研
究叢書》和《閩南文化百科全書》，這是
首次由海峽兩岸學者共同參與編纂的
大型閩南文化系列叢書。叢書將進一
步證明閩南文化與台灣文化在血緣、
地緣等方面水乳交融的源流和依存關
係，為促進兩岸統一做出貢獻。
今後，廈門大學將充分發揮涉台交

流基礎好、在台校友多的優勢，積極
開展各種形式的交流活動，進一步增
強台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認同感和歸
屬感。將加大招生工作力度，吸引更
多台灣優質生源來廈門大學接受高層
次學歷教育；繼續拓寬與台灣高校交
流的渠道，擴大交流層面，深化合作
內涵，創新合作模式，把學校建設成
為兩岸高校開展交流合作的重要前沿
平台。

三方共建廈大投入大增

書記校長系出同門 攜手奮進

寫好海西服務大文章

前不久，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出席在法國勒阿佛大學
舉辦的「全球八校聯盟」第四次校長工作會議，並對勒
阿佛大學、巴黎十大、巴黎高師，德國的特里爾大學以
及英國的愛丁堡大學、南安普頓大學和加的夫大學進行
了工作訪問。
2004年4月，廈門大學與韓國仁荷大學、美國羅得島大

學、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國勒阿佛爾大學、以色列海法
大學、澳大利亞墨爾本皇家理工學院簽訂了「全球七校
聯盟」聯合協議，建立了七校在教育、科研、行政等方

面的多邊合作。此後，日本明治大學加入，「全球七校
聯盟」正式更名為「全球八校聯盟」。目前「全球八校聯
盟」成員校已增加到十所。「八校聯盟」標誌 廈門大
學闊步世界格局初步形成，學校的國際聲譽明顯提高。
廈門大學在國際交流領域一方面堅持「請進來」，先後

聘請了楊振寧、李政道等一批國際知名學者、外籍專家
為名譽教授、客座教授。僅85周年校慶期間，包括6位諾
貝爾獎獲得者和包括來自牛津大學、萊頓大學、康奈爾
大學和巴黎十大在內的國（境）外45所大學的校長、副

校長或校長代表等國外嘉賓共117人親臨廈大。
近5年來，廈門大學與62所國外大學簽訂合作交流協

議，聘請來校長期任教和工作的外國專家和教師373人
次；開展國際科研和教學合作項目260多項，共建聯合實
驗室、研究中心13個，建立孔子學院4個；舉辦重大國際
學術活動20多次。
另一方面，廈門大學大力鼓勵師生「走出去」。最新的

統計數據顯示，近5年來，廈門大學派出骨幹教師和行政
管理人員1000多人次到國外高校學習、考察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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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交流走在前列

■第五屆海峽兩岸大學生「閩南文化研習」夏令營今年7月5日在廈門大學
開營。來自台灣大學、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等14所台灣高校113名師生，和廈
門大學45名師生參加本屆夏令營。 本報記者吳璽倩 攝

■廈大水稻育種
課題組研發的優
質稻品種「佳輻
佔」被福建省農
業廳定為儲備種
子的品種之一，
據測算，全省年
推廣「佳輻佔」
種植面積200萬
畝，可生產8億多
公斤優質稻穀，
共可使農民增收
1.6-3.2億元。圖
為課題組帶頭人
王侯聰教授（右）
和邱思密副研究

員在田間從事
研究。

■廈大建校迄今已為國家培養了14萬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成為
我國高層次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之一。

■2006年，廈大85周年校慶期間舉辦了海峽兩岸論壇，下設「海峽兩岸發
展論壇」、「海峽兩岸文化論壇」、「海峽兩岸經貿論壇」。

■2006年4月19日，廈門大學授予中國國民黨榮譽
主席連戰（左）法學名譽博士學位。

■2006年，廈
大啟動「海西
春雨」行動，
數以萬計的大
學生志願者深
入基層、深入
農村進行社會
實踐，用實際
行動為海西建
設貢獻力量，
今年參與社會
實踐的小分隊
超過160支。

■2006年12月24日，正在福建調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右二）到廈大
視察工作，勉勵廈大多出成果、多出人才，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今年8月5日，教育部、福建省政府和廈門市政府簽署《繼續重點共建廈門大學協議書》，三方明
確將大幅度增加對廈門大學的投入。圖為教育部部長周濟（前中）、福建省省長黃小晶（前右）、
廈門市長劉賜貴（前左）共同簽署協議書。

■廈大固體表面物理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自成立以來，
在科研工作、人才培養、開放交流各方面都取得顯
著成績。今年，由中科院院士、化學化工學院

教授鄭蘭蓀主持的「碳原子團簇的形成
研究」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

獎。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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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之強」廈門大學全景圖

目標鎖定「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
廈門大學黨委書記朱之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所謂

的「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就是指在國際上具
有重要學術地位，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高水平研
究型大學。廈門大學的總體戰略規劃將分三步走：2001—
2005年，基礎建設階段；2006—2010年，全面發展階段；
到2021年建校百年之際，建成太平洋西海岸的一所具有較
強國際競爭能力，規模適度、質量優異、結構合理、特
色鮮明的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此基礎上，朝
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繼續奮進。
當前，廈門大學正處在全面發展的重要階段。按照朱

之文自己的話講，「初步建成」表明未來五年廈大正處
於鞏固基礎、全面提升的重要階段，是實現總體奮鬥目
標的關鍵時期。
為此，本次黨代會提出了廈門大學未來5年發展的具體

奮鬥目標：學科綜合實力明顯提升，有若干學科達到或
接近國際先進水平；師資隊伍水平全面提高，培養和引
進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科帶頭人和學術骨幹，形成

若干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隊伍；人才培養質量更加
優異，成為國家培養高層次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的
重要基地；自主創新能力顯著增強，構築若干個國家級
和一批省部級科技創新平台和基地，產生一批具有標誌
性的科研成果；社會貢獻更加突出，為經濟社會發展提
供高質量的技術服務和智力支撐。

主動貼近 力挺海西發展
朱之文書記還引用教育部長周濟的話說，廈門大學要

做「頂天立地」的大學！「頂天」指的就是要面向國家
戰略需求與科學技術前沿，解決關係國計民生和國家安
全的重大科技問題，「立地」就是要面向國民經濟建設
和社會發展的主戰場，從現實的緊迫需求出發，切實解
決生產、生活中大量的科技問題。所以廈門大學永遠都
不會離開海西建設的主戰場。
「主動貼近、主動融入、主動服務海峽西岸經濟區建

設，積極融入廈門的新一輪跨越式發展，將作為今後工
作重點之一」成為本屆領導班子服務地方發展的最為明
確的表態。

有評論認為，廈門大學將「頂天」和「立地」有機結
合：一方面，要在國家科技創新前沿的若干領域佔有一
席之地；另一方面，要在海西科技創新和決策諮詢服務
中發揮重要骨幹和引領作用。而前不久出台的《廈門大
學服務海峽西岸經濟區行動計劃》成為「十一五」以
來，高校主動貼近、服務地方經濟的匠心創舉。
《行動計劃》規劃了廈門大學在2007年至2010年服務海

西的具體措施，將從科技創新、決策諮詢、人才培養及
加強兩岸交流合作、積極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等四個方
面， 力在更高的層次、更大的範圍、更廣的領域服務
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
福建省委書記盧展工對此作出重要批示「廈門大學能

夠不斷提升自身的站位，立足地處海西的優勢確立更高
的目標，值得肯定。我省高校應該借鑒。高校地位重
要，承擔 培養高素質人才和經濟、政治、文化、科技
研究攻關的重任，同時確有一個怎樣與全局、與實際結
合更加緊密，服務更加直接的問題。」
黃小晶省長亦表示，要親自率領省政府各有關部門到

廈門大學調研，促進廈門大學做好服務海西各項工作。

■由廈大校友和海外華僑捐建的嘉庚樓
群，成為廈大21世紀的標誌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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