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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江苏省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的实践，分析了学科建设在高校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

如何加强学科建设，保持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应通过提高科研水平

来巩固和发展学科优势；不断寻求新的学科增长点；加强学科梯队建设；强化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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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是高校履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

职能的基本平台。高校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是

按照学科进行的。高校的特色、优势和学术声誉

是通过学科体现出来的。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建

设永恒的主题。同时，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不断

发展的根本任务，有的高校称之为高校工作的龙

头，有的则称之为高校工作的灵魂，可见其综合

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

" 提高科研水平，巩固和发展学科优势

科学研究的能力是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体

现，学科综合实力增强的同时应增强科研攻关能

力，紧紧围绕学科建设目标积极承担科研项目 ，

强调科研工作的先导性，采取以科研工作推动学

科发展的做法，在提高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的同

时，巩固和发展学科优势，才能为本学科的持续发

展和创建国际一流学科打下良好的基础。我校港

口及航道工程学科始建于 "$-! 年。中科院院士、

工程院院士严恺教授是本学科的创始人，从总体

上讲，本学科在师资队伍、教学水平和科研成果等

方面在国内同类学科中一直居领先地位，在国际

上也有一定的影响。省级重点学科的建设，给学

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经过 ’ 年不懈的努力，

使学科在软、硬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学科敢于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调整和拓展研究

方向，不断巩固和发展已有的优势和特色，"$$(

年以来，共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 项，其中省部级

以上重点项目 ’" 项；科研经费 !(## 万元，研究项

目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交通部科技进步一

等奖。这些项目的完成，不但增强和提高了学科

点的科研能力，提高了学术水平，同时也有效地推

动了本学科的建设。科研成果多，获奖层次高，实

现了预期的建设目标。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子课题“黄海海底辐射沙洲形成演变研

究”，深入探讨了辐射沙洲的发育机制，其成果为

长达 ’## 多公里的江苏海岸建设深水港，提供了

有力的科学佐证。"$$’ 年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组织鉴定，成果居国内领先地位。

学科研究方向的学术水平是衡量学科建设水

平的重要指标，而学科研究方向的学术水平又主

要依赖于科研项目的支撑。因此，学科点科研能

力的增强，也提高了学科研究方向的学术水平。

既要站在学科的前沿，出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又要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实际，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学科必须在竞争中

建设，在竞争中发展。这就要求学科在研究方向

上要有前瞻性，具备跟踪本学科国内外发展前沿

的能力，巩固和发展学科优势。

!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寻求新的学科增长点

如果学科仅仅是注重前沿课题的研究，不去

解决目前经济建设急需解决的关键课题，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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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则难以转化为生产力，难以有经济效益，也难以

保证学科建设持续发展。工科院校的学科多数属

于应用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这一特点决定了学

科建设必须主动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

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应

用学科的边缘和交叉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在工

程技术的相互借鉴和渗透中寻找新的生长点。科

学技术的高度综合也使得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渗

透更为密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扩大科技服务的

范围和领域能加快学科的建设，使之步入滚动发

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港口工程结构研究方向的主要特色是研究结

构与周围土体的相互作用。由于土体性质的复杂

性，结构与土体相互作用问题至今仍是土木、水利

学科研究中的前沿性课题。根据近年来江苏省公

路建设迅速发展的形势，港口及航道工程学科及

时将研究方向向路基土工稳定性理论及新技术与

新结构方向拓展，将水运工程中已形成的在软土

地基上构筑工程建筑物的科技优势，成功地移植

于苏南水网地区软土地基的公路建设中。同时承

担了大量地方重点建设项目的科研课题，与地方

科研院所建立牢固的科研协作关系，特别是为江

苏建设服务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为地方经济建设

服务作出积极的贡献的同时也为本学科向交叉学

科交通工程专业的发展和延伸打下了良好基础。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数

度出国访问考察，掌握本学科发展的国际最新动

态，瞄准本学科前沿研究方向，并与西班牙、荷兰、

香港等地名牌大学合作开展“泥石流”，“城市水力

学”等方向的研究，取得一批丰硕成果，为学科参

与市场竞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条件。

近五年，该学科几乎介入江苏省所有的重点

水利工程项目，如通榆河工程、泰州引江河工程、

淮河入海水道工程、沂沭泗洪水东调南下工程、苏

南骨干航道网整治工程等。解决了江苏水利工程

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大工程问题。

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是学科的高度分化

又高度结合，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和相

互制约成为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显著特征。这些

特征直接影响到学科建设的发展和更新换代。本

学科环境水力学方向在保持和发扬水环境评价的

基础上，针对经济日益增长，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

突出的状况，大力开展了水污染治理的研究，使环

境水力学的研究方向不断拓宽和延伸，并逐渐形

成新的环境工程博士点和环境科学硕士点。新学

科的设立不但没有削减本学科的研究实力，反而

促使原学科环境水力学研究方向朝更深的层次发

展，并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支撑条件，从而推进了环

境水力学研究方向的更新换代工作。正确处理学

科高度分化与高度结合之间的关系，才能推动学

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学科的分化与结合，带动

了学科建设的更新与升级，形成了一批新的学科

增长点，从而保证了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 学科建设首先是梯队建设

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学科梯队的建

设。正确处理青年学术带头人自然成长与有计划

有目的的培养关系，保证学科建设后继有人。在

学科建设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能否脱颖而出，形成

稳定的学科梯队是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青

年学术带头人的成长既不能让其自生自灭，也不

能不管对象，一味培养。为此，学科在处理青年学

术带头人自然成长与指导培养关系上注意抓好几

个主要环节。首先，对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养，不

是以领导的行为代替被培养对象自身的努力，而

是在培养对象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学科

为其创造一定的客观条件，提出更高的要求，促进

其更好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快成为学术带头人

的步伐。其次，对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创造必

要的硬条件和建立良好的软环境。例如水力学及

河流动力学学科，抓住省重点学科建设和“"## 工

程”重点学科建设的机遇，为培养对象设立专项投

入基金，购置高水平的科研仪器和设备，为他们创

造优先发展和提高的硬条件，以保证他们教学和

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学科注意关心他们

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及时帮助解决他们所遇到的

各种困难，协调他们与同龄人之间的关系，使他们

的教学科研工作有一个良好的软环境。再次，对

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养，既选定本学科同行专家

做他们的导师，进行在岗培训，又通过学科与国内

外名牌大学或研究院所的联系渠道，积极为他们

争取国外资助，进行离岗培训，以帮助他们掌握本

学科国内外研究的动向，了解各自研究方向的前

沿水平。其四，为培养对象安排直接的教学和科

研工作及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增强他们组织

梯队成员协同公关的能力和提高他们在同行内的

知名度。

该学科先后推荐两名培养对象分别担任研究

·$%· 盐城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

卷

万方数据



所所长和主管科研的副院长。事实证明，这种做

法不仅锻炼了他们的领导才干，而且拓宽了他们

与外界联系的渠道，为他们争取更多的科研项目

奠定了基础。

由于学科在建设中紧紧抓住上述环节，一批

青年学术带头人脱颖而出，目前已有两名青年教

师成为江苏跨世纪学术带头人，! 名入选江苏省

“"""”工程，其中一名博士生导师年仅 "! 岁。学

科梯队充满朝气和活力，#$$$ 年获江苏省优秀学

科梯队光荣称号。梯队建设的重点还应该注重培

养各方向全国重量级学科带头人。

% 明确任务，强化过程管理

建立健全学科建设领导机构，建立完善的学

科管理体制，明确与学科建设有关的各职能部门

的职责，成立以学校领导挂帅的学科建设领导小

组，解决学科建设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建立由有

关学科带头人或学术带头人组成的、年龄结构合

理的学科建设小组，小组设有学科主任，并建立学

科主任负责制度，负责制订学科建设发展规划，并

实施。明确各级组织的责任和义务，强化管理过

程，真正使学科工作层层有人抓，有人管，有目标，

有措施，有落实。管理部门把学科建设作为首要

工作来抓，加强与各学院学科负责人和学科带头

人的联系，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努力为各学

科点服务，协调好各种关系，是学科建设成败的关

键，并且在全校形成了良好的学科建设氛围。

加强已有学科点的建设是十分必要和繁重的

任务，建立和完善学科自我检查评估制度和指标

体系，以保证学科建设良性循环。自检评估是了

解学科情况的一种手段，一种制度，通过自检评

估，不断总结经验，修正实施方案，既对现有学科

状况进行评估、排序，确定重点建设对象，又能对

今后发展的学科进行评估和考核，加以培养。自

检评估的结果既为学科的建设服务，也为学校学

科整体规划、布局，为学校领导和科学决策服务，

可以明确今后对学科建设的政策取向和资金投

向，从而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分门别类地、有针

对性地采取措施。我校的做法是借助于省（部）级

重点学科的申报、立项、评估和历次博、硕士点申

报等等工作的机会，对全校所有学科进行检查自

评，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把学科评估作为学科建设

的重要环节来抓。通过自评找出本学科的优势和

存在问题，聘请本校有经验的业务专家和管理专

家对学科逐个进行审核，并且对个别学科重点“会

诊”。通过学科自评适时调整研究方向，调整发展

规划和具体措施，从而对全校学科结构调整也起

了重要作用，例如在申报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

点中，学校主动撤消个别整体条件较差的学科，调

整增列条件较好的学科点。由于我校把学科评估

工作当作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日常工作

来抓，规划和措施得当，在 #$$& 年国务院学位办

公室组织的博士、硕士点全面评估中，我校所有授

权学科点全部合格，! 个江苏省省级重点学科在

中期和总结性评估中均合格，其中港口及航道工

程两次被评为优秀。

学科建设是高等院校发展的百年大计，直接

关系到学校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声望，应该作为系

统工程来抓，建设目标也应该更高，其可持续发展

问题值得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参考文献：

［#］张育林 ’院校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 #!’
［!］杜善义 ’复合材料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 #%’

! "#$%& ’()$ * +,-)*’(&. /&0&1$23&() $4 * +56$$1 +,%7&5)

,- ./0121301，4567 .829:01，;< =>01
（5>?3: -0:@>AB:C9，(:301B8 D30E:01 !#))$F，G?:03）

!%-)#*5)：40 C?> H:1?C /I J/0BCA8JC:/0 KA3JC:J> /I L>9 B8ME>JCB :0 (:301B8，C?> >BB39 303H9N>B C?> :OK/AC30C A/H> /I B8ME>JC J/0BCA8JC:/0 :0
C?> P>@>H/KO>0C /I 80:@>AB:C:>B，3B C/ ?/Q C/ A>:0I/AJ> B8ME>JC J/0BCA8JC:/0 30P A>O3:0 3 B8BC3:0>P B8ME>JC P>@>H/KO>0C，C?> >BB39 3HB/
O3L>B 30 303H9B:B 30P KA/M>’ R?> >BB39 B811>BCB C?3C C?> H>@>H /I BJ:>0C:I:J A>B>3AJ? B?/8HP M> :OKA/@>P C/ BCA>01C? 30P P>@>H/K B8ME>JC
3P@30C31>B，C/ B>>L 0>Q B8ME>JC A:B> K/:0C C/ >0?30J> B8ME>JC >J?>H/0 J/0BCA8JC:/0，C/ A>:0I/AJ> KA/J>BB O3031>O>0C’
8&9:$#.-：B8ME>JC；B8BC3:0>P P>@>H/KO>0C；KA/M>

·&&·第 %
!!!!!!!!!!!!!!!!!!!!!!!!!!!!!!!!!!!!!!!!!!!!!!!!!!!!!!!!!!!!!

期 曲永岗等：学科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