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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赓续传承

联合办学启航

80多年前，在全民族抗战的危

急时刻，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组成的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在春城翠湖之滨结茅立

舍、弦歌不辍，形成精英荟萃的局

面。进入新时代，云南充分挖掘利

用好西南联大宝贵财富、赓续传承西

南联大精神。

2022年2月，云南印发的《关

于人才服务现代产业发展的十条措

施》明确：支持国内外知名“大院

大所大校大企”来滇共建人才培养

基地，挖掘西南联大历史资源，深

化完善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

开大学合作机制，创建西南联合研

究生院。2022年6月，西南联合研究

生院成立；2022年9月，西南联合研

究生院首届开学典礼在昆明举行。

如何办学、怎样培养人才、

学籍学位如何颁发……随着西南

联合研究生院的成立，这些问题引

发各方关注。记者了解到，西南联

合研究生院在模式和机制上进行了

创新，采用部属高校（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与云南高校

（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

师范大学）合作共建方式，实现云

南三校与部属高校间的合作共建，

其中以云南大学为主体开展办学。

在导师队伍方面，采用“部属

共建高校+云南高校”结对组成“双

导师制”，开展联合培养。如博士

生导师团队以国家级“四青”及以

上层次人才为主，遴选6所高校中

国家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

重点项目负责人、近3年在相关学

术领域产出有国内外重大学术影响

成果的为博导。在教学资源方面，

将实现云南三校间课程互选、学分

互认，同时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南开大学的优质资源，学生可

参与到这些学校的项目研究中。在

成果转化方面，通过科技专项支持

等形式，推进博导专家队伍开展合

作研究和人才联合培养，助力研发

成果转化。“通过统一授课，促进

合作高校间教学资源互通有无，这

一做法在云南尚属首创。”云南大

学副校长、西南联合研究生院常务

副院长胡金明说。

一年来，这所新时代的“西南

联大”雏形初现。目前，西南联合

研究生院有双聘博导325名，其中有

院士、学部委员、长江学者等高水

平专家。另有北京大学博雅学者、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专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

高层次人才114名。“我们坚持高标

准选拔导师队伍，不断提升西南联

合研究生院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培养

效果。”据胡金明介绍，西南联合

研究生院现有博士招生学科21个，

硕士招生学科20个，在校博士研究

生100人，硕士生300人，2023年拟录

取博士研究生210人，硕士生500人。

正视差距

短板有待补齐

“通过明确目标定位，统筹

推进西南联合研究生院的建设工

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按照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

射南亚东南亚的定位，西南联合研

究生院将成为“传承西南联大精神

载体、人才引进基地、人才培养摇

篮、高水平研究平台、高等教育改

革创新试验田”，服务国家战略和

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但目前来说，西南联合研究

生院距离这个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首先，需要解决学校实体化建设

方面的困难。”胡金明说，西南联

合研究生院的办学是在引进全国优

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同时，进行本土

创新的一种新模式。通过教育部专

门支持的“西南联合研究生院专项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考
察调研时指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牢记总书记嘱
托，赓续西南联大精神，2022年6月，在教育部和云南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推动下，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大
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6所高校合作共建的西南联合
研究生院正式获批成立。那么，西南联合研究生院如何建？怎
样培养人才？有哪些短板需补齐？

探寻西南联合研究生院

创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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