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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100 年前的今天，1921 年 8 月 16 日，毛泽
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湖南自修大
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工农运动的领导骨干，自此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发展高等教育的百年征程。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高等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事业和战略任务，
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高等教育与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对人才的需求紧密联
系在一起，通过教育和办学培养人才、建设国家。全面回顾党领导和发展高等教
育的历史进程，深入总结探索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规律，对我们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新时代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一一、、以史为鉴以史为鉴，，追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追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

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实践逻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创探索阶段（1921年—1949年）。五四运动作为一场

以青年学生为主，追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爱国运动，对近现代中国高等
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点燃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之火，是中
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萌芽和开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颁布，
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等，积
累了自主创办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延安时期是我国新型高等教育创立并实现发
展的重要时期，先后创办了陕北工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
科学院、延安大学等一批高校。这一时期的高校在办学理念、制度建设和人才培
养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兴办高等教育的宝贵经验，为开创新中国的高等教
育发展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过渡转折阶段（1949年—1978年）。新中国成立初
期，高校人才培养难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需要。我国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对
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1952年开始，实行大规模的高校院系
调整，加强工科院校和单科性专门学院的建设，在人才培养上符合社会主义建设
急需专门人才的需求。1958 年，开展教育革命，对高等教育办学体系、管理体
制、教学模式实施大变革，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较大扩张。1961年，高等教育进入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教育质量实现较大提升。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优化调整阶段（1978年—2012年）。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高等教育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
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恢复高考制度。随后，党中央在办学模式、专业设置、招
生就业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举措。1992年—1999年，党中央尝
试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高校。1999年，高校扩招，全国高等
教育得以跨越式发展，实现了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为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提供了强力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涵发展阶段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全面加
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跨越，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等重大战略决策。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从规模扩张、资源要素
投入的外延式发展向以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调整的内涵式发展转型期。新时代，
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综

合竞争力迅速提升，正坚定向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迈进。
二二、、面向未来面向未来，，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发展的百年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发展的百年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从党领导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

展史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推
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其中也少不了五四运
动以来青年学生的积极参与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高等教育才得以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得以在艰难险阻中不断发展壮
大，得以坚持把“人民满意”作为衡量办学的最高标准和价值导向。为此，我们
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领导中国高等教育道路的宝贵经验，以更好推动
高等教育发展，为新时代办好高等教育提供根本遵循。

（一）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建党百年的历史证明，加强党对高等教
育的全面领导，是党领导高等教育工作最宝贵的经验和高等教育发展最强大的动
力，是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的根本思想和基本遵循。在办学治校的具体实践中，坚
持党的领导，就要坚持和完善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新中国成立，我国
高等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探索实行了校长负责制，也慢慢出现了一些问题。
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明确了高等学校实行党委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和完善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仅包含坚持党
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也包含坚持党对办学治校的全面领导，具体包括中
国共产党对高等学校学术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人才队伍建设体系等的绝对领导
权。要把伟大建党精神结合到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学术支撑的保障体系，结合

在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当中。把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把更多优秀的
教师学生吸收入党等作为党领导高等教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学宗旨。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高等教育发展要同党和国家现实目标、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
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党在领导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各个历史时期都突
出强化了我国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的鲜明特质，并不断同党和国家发展要求
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这就要求
我们要心怀“国之大者”，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筑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初心使命，以人民满意为尺度办好高等教育，把高等教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跳出学科、学院、
学校小群体的利益，以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勇气，彻底改变和解决高校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和弊端。党员要在高校办学过程中发挥先锋模范的示范带头作用，不
断提高高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质量和水平，提高高校的整体战斗力，不断提高
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三三））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坚持
真理、坚守理想，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铸魂育人、引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
念，在奋发有为中凝聚干事创业力量。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是要始终践行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要不忘“教育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牢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努力构建起铸魂育人的

“红色坐标系”，努力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就是要
始终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昂扬斗志，锤
炼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要为教师营造良好
的教学科研环境，充分激发广大教师敢于较真碰硬、追求真理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要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
律、观点表达有规范，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夯实立德树人
基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就是要始终做到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
以我将无我的赤子情怀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引导高校师生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
益至上，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胸怀祖国、服务人民，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把
自己的事业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汇聚起建设教育
强国的磅礴力量，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光荣业绩。

进入新时代，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高校要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牢
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办好人民满意
的大学，续写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新篇章。

（作者为广西大学校长，本文转载自《中国教育报》2021年08月
16日第2版）

桥梁历来是人类跨
越江河湖海、高山峡谷
的最主要方式。自上世
纪 50 年代，现代桥梁形
成了四种基本桥型即梁
桥、拱桥、悬索桥、斜
拉 桥 。 它 们 的 结 构 不
同，跨越能力和工程造
价、施工方式相异。每
一座桥梁建设时选择什
么样的桥型，必须根据
跨越功能的需要、桥位
和周边环境的特点而定。

在四种桥型中，拱
桥的历史源远流长，受
力最为合理，承受的垂
直力自动转化为拱圈轴
向压力，承载能力强、
刚度大、耐久性好。中
国古代对世界拱桥建造
技术贡献最大，1400 年
前建成的跨径 37 米的赵
州桥是已知世界第一座敞肩石拱桥，比欧洲出现类似桥型早500多年，至今还屹立
在河北省赵县的洨河上，被誉为“世界土木工程里程碑”。

令人遗憾的是，近100年来，中国除在石拱桥方面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外，
在混凝土拱桥、钢拱桥方面均落后于西方。1898年，奥地利工程师约瑟夫·米兰发
明了劲性骨架混凝土拱桥。1964年，澳大利亚用支架法建成跨径304.8米的混凝土
拱桥-格莱兹维尔大桥。1977年，美国建成跨径518米钢桁拱桥-新河谷桥。1980
年，南斯拉夫用悬拼法建成跨径 390 米的钢筋混凝土拱桥-KRK 桥。直到 1982
年，中国才建成跨径156米的丹东沙河口钢筋混凝土拱桥，跨径与世界纪录相距甚
远。

中国工程师奋起直追。1968年，笔者提出了斜拉扣挂松索合拢架设拱肋的方
法，解决了建拱桥不搭支架的难题，适合跨径100米左右拱肋悬拼。使用该方法可
以大大降低建桥施工费用。据测算，跨径100米左右的拱桥单位造价可以降到与跨
径30米的简支梁桥的造价持平。1994年，笔者提出了斜拉扣挂合拢松索法，在静
态中完成悬臂梁向拱的转化，使悬拼拱桥跨径大幅提高到500米成为可能。1977
年，中国工程师张联燕提出了拱桥转体施工工法，为拱桥无支架施工又提供了新
途径。在笔者看来，无支架施工是传统拱桥和现代拱桥的分水岭，上述施工方法
和工法的创新使中国拱桥建设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在中国拱桥建设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

得益于施工技术、材料技术、计算技术的进步，拱桥建造风险降低、质量提
高，竞争力增强，中国拱桥建造数量迅速增加，跨径获得重大突破。近30年来，
中国建成了一系列世界最大跨径拱桥，其中有跨径146米的山西丹河石拱桥，跨径
550米的上海卢浦钢箱拱桥，跨径552米的重庆朝天门钢桁拱桥，跨径445米的沪
昆高铁北盘江混凝土拱桥，跨径430米的拉林铁路藏木钢管混凝土拱桥，跨径560
米的广西平南钢管混凝土拱桥。它们的建成表明，中国在石拱桥、钢拱桥、钢管
混凝土拱桥、混凝土拱桥、公路拱桥、铁路拱桥跨径均列世界第一，建造技术已
挺进到世界前列。

最近30年，中国拱桥发展最快的分枝有两个：钢管混凝土拱桥和劲性骨架混
凝土拱桥。

钢管混凝土拱桥的拱桁弦杆采用钢管混凝土截面，是优良的钢、混凝土组合
结构，其中，管内混凝土提高了钢管壁的局部稳定性，而钢管的套箍作用则增强
了管内混凝土的韧性和承载能力，也可认为，钢管混凝土拱桥是从钢拱桥发展而
来，在受压的拱圈中，用廉价的混凝土取代了部分钢，降低了造价，加快了拱圈
形成速度，因此多数情况下，钢管混凝土拱桥必然会替代钢拱桥。

钢管混凝土拱桥源于苏联，该国于1937年和1939年各建成一座该类拱桥。其
施工方法是在预制场将钢管分段灌注混凝土，在满堂支架上拼装成拱，未能使钢
管混凝土拱桥的结构优势、施工优势、经济优势发挥出来，以致在此后约80年

间，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再也没有建设新的该类拱桥。
钢管混凝土拱桥在中国大放异彩，本土工程师利用自己开发的斜拉扣挂技

术、转体技术架设钢管拱桁，真空辅助压力连续灌注管内混凝土，提高钢管混凝
土拱桥质量，降低了造价，缩短了工期，增强了竞争力。30年来，各地建成了钢
管混凝土拱桥近500座，最大跨径达到560米，创世界各门类拱桥跨径纪录且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在中国，钢管混凝土拱桥建造之多，跨径发展之快在世界拱桥史
上都是罕见的。所以我们有充足理由说，具有工程价值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是中国
工程师开发的。

2013年建成通车的合江长江一桥，是四川泸渝高速公路上的一座钢管混凝土
拱桥，跨径530米，为当时国内外各类拱桥跨径之最，也是第一座跨径超过500米
的钢管混凝土拱桥。该桥在拱桁、桥道梁施工中开展大型化、装配化、工厂化建
造试点，拱桁采用缆索吊运，斜拉扣挂悬拼，合拢后松索工法安装，开发了真空
辅助压力多级连续灌注管内混凝土工艺及设备，历时三年成功建成，竣工造价2.6
亿元人民币，获第36届国际桥梁大会乔治·理查德森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
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2021年建成通车的合江长江三桥，是一座城市钢管混凝土系杆拱桥，跨径507
米，为同类桥跨径世界之最。该型拱桥比钢拱桥拱圈重，系杆用量增大，但是拱
圈用钢量减少一半，其经济优势依然存在。经多方案比较，合江长江三桥最终采
用了钢管混凝土系杆拱桥方案。

2020年建成的广西平南三桥，是一座跨越浔江的钢管混凝土拱桥，计算跨径
560米，为全球拱桥跨径之最。其建设不仅要成功解决超大跨径难题，而且还必须
克服北岸桥台建在卵石层上、南岸桥台建在基岩导致的巨大困难。为此，笔者带
领团队经过计算分析和原位试验，反复论证后，推荐北岸桥台采用“地下连续墙+
注水泥浆加固的卵石层”复合基础，取得了在16万吨恒载重压下，20个月的卵石
地基沉降仅为5.2毫米的世界工程奇迹，完全满足设计要求，为非岩地区建造大跨
推力拱桥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平南三桥还实现了大型化、装配化、工厂化建造，上部结构工厂制造率达
85%，整个上部结构施工实现了无模板化。平南三桥拱桁施工中，一侧拱桁分22
段，最大节段质量214吨，长、宽、高分别为37.1米、4.2米、13.0米，采用跨度
601米、吊重220吨的缆索起重机吊运。平南三桥建设中，中国工程师还研制了大
流动性、自密实、膨胀收缩可设计的混凝土材料，使管内C70混凝土灌注密实与

钢管结合紧密，突破了钢管混凝土拱桥发展最重要的质量瓶颈；独创以力主动控
制代替传统刚度被动控制吊扣塔位移，不但实现了吊扣塔瘦身，塔顶位移从分米
级下降到厘米级；独创斜拉扣索一次张拉不调索，每组扣索一次拆除工法，加快
了拱桁悬拼速度和质量。

在施工中，技术团队还创新大型桥梁施工管理范式，打造信息化、规范化施

工典范工程。把质量、安全放在首位，坚持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建立施工监控
指挥中心和混凝土集控中心，集成BIM技术和其他信息化技术，辅以无人机、鹰
眼监控系统、深基坑安全监测系统、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系统、塔机安全监控管理
系统等十余个智能施工管理系统，实现了对工程质量、安全、进度、费用全天
候、多维度的实时监控。在施工监控指挥中心就能完成所有数据采集和生产调
度，平南三桥的施工管理水平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扬。

2019 年 12 月 8 日，以平南三桥为背景成功举办世界大跨度拱桥建设技术大
会。在会上，世界拱桥大会永久性学术委员会主席布鲁诺·布利斯杰拉说：“就平
南三桥而言，施工现场整洁且建造技术和管理能力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

平南三桥已经成为桥梁界的“世界明星”，不仅质量优秀，而且建设周期短至
28个月，工程造价低（按桥面面积计算，每平方米造价仅为18152元）。平南三桥
的成功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工程师的信心，根据初步论证，我们认为，建造700米级
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是现实可行的。

劲性骨架混凝土拱桥是1898年奥地利工程师约瑟夫·米兰发明的。120年来，
国外用此法建成的该类拱桥最大跨径240米。最近30年间，我国把劲性骨架混凝
土拱桥的跨径提高到445米。

中国工程师对劲性骨架混凝土拱桥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用钢管混凝
土拱桁代替钢拱桁作劲性骨架，用钢量降低50%；开发了分环、多工作面浇注外包
混凝土和斜拉索调载技术，能有效地控制瞬时应力及降低永存应力，从而提高了
安全性、经济性，推动其高速发展。

1996年建成的广西邕宁邕江大桥是跨径312米的劲性骨架混凝土肋拱桥，跨径
居当时同类桥世界第一，拱肋分3环浇筑，用3组斜拉索调载，实现了底板混凝土
连续浇注，至今也是世界唯一实现一环混凝土连续浇注的劲性骨架混凝土肋拱
桥。技术攻关团队凭借开发的拱桁悬拼技术和斜拉索调载技术世界领先，摘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6年建成通车的跨径445米的沪昆高铁北盘江劲性骨架混凝土拱桥，是世界
最大跨径的混凝土拱桥。跨径416米的云桂高铁南盘江劲性骨架混凝土拱桥，跨径
居客、货共线铁路混凝土拱桥之首。两桥在劲性骨架钢材重量仅为外包混凝土重
量的 1/15 情况下，通过系列调载技术，保证了外包混凝土浇注安全，降低了造
价。目前，中国已建成9座跨径超过300米的劲性骨架混凝土拱桥，正在建造跨径
600米的广西天峨龙滩劲性骨架混凝土拱桥，预计于2023年建成。

多年来，笔者带领大跨拱桥关键技术研究团队矢志不渝推动拱桥科研和工程
技术创新，取得了系列重大成就，赢得了诸如全国创新争先奖牌等殊荣。巨龙飞
架，天堑变通途。让我们无比自豪的是，见证并助力一座座雄伟的中华拱桥飞架
祖国万里锦绣河山，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标志性符号，而且为国际桥梁
科技进步、提升世界各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拱桥已经
赢得世界声誉，无论是建造技术还是数量，都已挺进到世界前列。

科技进步永无止境，科技变革一日千里。中国工程师要奋勇攀登、风雨兼
程，把拱桥科技推向新的、更高境界，继续书写中华千年建桥传奇，打造更多当
代桥梁经典，更好造福世界。（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广西大学土木建
筑工程学院教授，本文转自2022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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