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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提出，要优先

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

药事业发展。高等学校的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其中，人才培养是高

校的首要职责。《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再次强调，人才培养是大学工

作的中心。目前，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面临着良

好的机遇与严峻的考验，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是传承和发扬我国中医药事业的保障。北京中医药

大学作为唯一一所中医药类的“211工程”高等学

校，其类型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秉持着“秉承传统，崇

尚创新，突出特色，强化优势”的办学理念，肩负着培

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使命。如何在新形势下紧密

围绕教育规划纲要，结合自身定位发挥优势，为社会

培养高水平的中医药人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1 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本要素

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应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具

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跨文化交

流的能力和社会与团队精神，能够成为中医药科技

创新的实践者、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和开拓者以及

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者。

1.1 师资队伍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础

教师是人才培养的主体，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

挥着知识传授、文明传承的主导作用。学校师资队

伍的素质和水平直接决定着人才培养的水平[1]。纵

观世界著名的大学，多在创建之初就严格遴选师资

队伍。柏林大学创办之始，普鲁士国王授权洪堡为

其聘请了第一流的教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

尔曼则以少而精的著名教授阵容撑起了霍普金斯大

学；我校能够引领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同样得力

于建校初期来自于全国的知名学者组建的教师队

伍。显然，教师自身的业务素质，决定了他能否站在

学科与科学研究前沿，把握所教授课程在学科发展

中的地位及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系，是否有能力开

展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工作。因此，建设一支师德

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是

培养高水平中医药人才的基础和前提。

1.2 科学研究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

科研水平的高低不仅是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

志，也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当代社会科

技进步可谓日新月异，处于科学研究前沿领域的大

学，为学生传授的知识应紧跟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

展不断更新。通过科学研究可追求新发现、探索新

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积累新知识，是知识

更新的最佳途径。通过科学研究，在研究方向、研究

队伍及相应的研究平台等方面形成的深厚积淀，将

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特别是新兴学科与交叉

学科的发展，将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提供背景知识

与准备。高等中医药院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既是

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又是基础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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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领域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大学要通过科学

研究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科学研究水平的

高低不仅是检验高等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也

是衡量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

2 科学研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以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国际知

名研究型大学为战略目标，加强科学研究、促进高层

次人才培养势在必行。研究型大学是指那些“提供

全面的学士学位计划，致力于研究生到博士生的教

育，把研究放在首位”的大学。其特征是著名学者、

大师云集，管理一流，招收并培养高水平的研究生，

具有多科性、国际性、自治性特征，拥有优良的研究

条件，承担重点科研项目并产生原创性成果，科研与

产业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筑。由此不难看

出，没有一流的科学研究，就没有一流的人才培养水

平。

2.1 高水平科学研究造就高水平师资队伍

人才培养的质量，关键取决于教师。许多著名

科学家均执教于各国的研究型大学。经典力学创始

人牛顿执教于剑桥大学，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

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控制论之父维纳则是麻省

理工学院的教授，基因工程奠基人贝尔格执教斯坦

福大学，等等。

实践证明，一流的科学研究才能造就一流的师

资队伍。如在现代科技史上具有极高地位的加州理

工学院，不仅拥有许多著名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还

拥有一批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该校的教授和毕业

生中共有3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为中国培养了钱学

森、钱伟长、周培源、谈家桢、郭永怀等大师。这与加

州理工大学“追求卓越、专注于解决最重要和最尖端

的科技难题”的文化是分不开的。

同时，以重大科研项目、科研基地建设为依托，

培养领军人才，凝聚一流的科研教学团队，对于提升

高校的整体教学科研水平将产生极大的带动作用。

如在国家自然基金重大研究计划“中医药学几个关

键科学问题的现代研究”中，通过深入系统的高水平

科学研究，以及广泛的学科交叉与合作，培养了一批

中医药研究领军人才，推动了创新研究群体的形成，

其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名、中科院百

人计划人才3名、“973项目”首席6名。我校非常重

视人才队伍的建设，在2011年度人才工作会议上明

确提出以“136人才工程”为统领、相关人才计划为

支撑，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步伐。这一举措必将为提

升我校的核心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

2.2 高水平科学研究孕育高层次人才

科学研究是探求知识、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活

动。将科学研究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使学生接受科

学研究方法和创造性思维方法的训练，是激发学生

学习动力，促进其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培养其科研

能力的重要途径。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尚不是人

力资源强国，其中高等教育水平是导致这一现象的

重要因素。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不高，很大程度上

是大学的研究水平不高和创造性人才培养不足的结

果。因此，一流人才的培养必须有一流的研究支撑。

研究型大学注重通过高水平科研活动培养高层

次、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如加州理工学院非常重视

科学研究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学校不仅将经费大

笔地投入科学项目的研究，而且在学生培养方面的

投入也是全美最高。该校所有学生都可以进入实验

室参与科学研究，可以与教师充分交流想法。将科

研与教学有机结合，这正是他们培养顶尖人才的秘

诀。清华大学在对其科研项目考核时，非常重视培

养人才的情况，即项目是否给学生提炼出有挑战性、

创新性的论文题目，是否让学生自始至终地参与研

究工作，在出成果的同时使学生的研究能力大幅度

提升。在参与高水平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许多研究

生取得了高水平成果。该校研究生在《Science》和

《Nature》上均有学术论文发表，其 SCI论文，也有相

当数量是由研究生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2]。

此外，一流的研究，产生一流的成果，引领一流

的产业。以著名研究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因

其强大的科研能力及原创性的重大科研成果而连年

排在“全美最佳十所大学”评比中的前4位。MIT充

分认识到科研应该与工业相结合，并于1962年建立

了“麻省合作者计划”，主要与工业企业建立联系并

为其服务。闻名全球的美国“硅谷”则是斯坦福大学

将“教育”与“实业”相结合的典范，也是美国的大学

与工业界紧密联系最为成功的实例之一。目前，我

国的许多研究型大学纷纷建立大学科学园区，走产

学研相结合道路。如傍依北大、清华的“中关村”高

科技园区，清华大学的同方、紫光集团，北京大学的

北大方正集团，东北大学阿尔派集团等均是学习西

方研究型大学产学研结合的典范。而通过在新兴领

域的高水平科学研究，以一流研究成果引领一流产

业的过程，也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

好的环境和就业的基地。

3 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推进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培养

北京中医药大学肩负着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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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水平人才的使命。面对高等中医药教育飞速

发展的现状，面对社会问责提出的新要求，只有以高

水平的科学研究引领中医药学术发展，推进中医药

学科建设，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才能发挥

其在行业内的领先作用，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培养

出高层次的人才。

3.1 突出中医药学科特点，优化专业结构

中医药学科的特点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是现

代与传统的结合，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结合，这

就决定了中医药高等教育不应照搬西方医学的模

式，也不应固守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而应以开放包

容的心态，在传承中医药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利

用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中医药自身的创新。中医药

高等学校应以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求为导向进行专

业结构优化，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构建以中医药

学科为主体的多学科体系，以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

才，推出高水平原创性中医药科技成果，从而适应社

会、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

3.2 立足大学科的概念，强化能力培养

中医药学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对事

物的认知迥异于西方医学。然而，中医药又具有服

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精神，其理论与应用的发展应

紧随医学乃至大科学的进步。随着科学研究的发

展，理论与技术的更新，学科融合与学科分化已经成

为新的趋势，为了实现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教

学内容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认知，必须与时俱进。

此外，随着中医药领域创新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中

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模式必须注重学思结合、知

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由传统的知识

传授向强化能力转变。

3.3 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改革教学模式与评价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教学方

式面临着重大挑战。教学内容可以数字化、虚拟现

实等方式进行传授。在我国高等学校，利用信息与

网络技术进行交互式教学、研讨的模式已经基本普

及。同时，知识传播的途径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

全球各大知名高校均将其优质教学资源进行了全球

化共享。在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医药

高等教育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推进教学模式

与评价方式的改革，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并利用信

息技术和各种学习资源主动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从而促进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科学研究的主力

军，特别是中医药高等院校应该树立大科技的观念，

围绕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紧密结合

大学的4项职能，充分发挥高水平科学研究的作用，

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为我

国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中医药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

家，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和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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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and rol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raining of high-level tal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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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Chinese Pharmacy,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2)

Abstrac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s only one“Project 211”TCM university, now has an important
task of training high-level TCM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based on itself advantage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basic
elements of training high-level TCM talents, expounded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science research and suggested to
improve training high-level TCM talents through high-level sci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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