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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 
2016 年第 8 期（高教信息总 874 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6年 1月 20日 

 

【本期特稿】 

芝加哥大学校长齐穆：世界一流大学是怎样炼成的 

一、大学的社会角色是什么，它的社会职责是什么？ 

当我们谈论大学时会发现，大学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

有相同的侧重点，有的大学侧重教育，有的侧重科研，有的强调这一面，有的强

调那一面，各有不同，这种多元化我认为是好的。我想告诉你的是，芝加哥大学

是所什么样的大学。芝加哥大学着重训练学生如何思考，训练他们怎样富有想象

力地去思考、怎样从不同角度进行综合思考。我们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

广博的知识，对很多事情都有灵活、富有想象力的思考。芝加哥大学是可以挑战

旧观点、诞生新思想的地方，我们培养出的学生是能够进行挑战性研究的，我认

为，这是我们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作为一家高等教育机构，我们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不在于具体的某种科学

发现、技术发明，而在于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

教会年轻人怎样思考、怎样思维。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大学能够创造出来的

价值。科研的确非常重要，但对于大学来说，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科研，而在于创

造一个环境，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种学习的氛围——教授和学生、学生和

学生之间互相学习、争论的氛围。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大学能够提供的最大的优

势或价值所在。无论社会、时代怎么变化，都不能改变大学这一核心的价值功能。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有助于形成这样一个环境。我们正是一直在朝着这

个方向努力。 

二、通识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通识教育的重点并不是说让每个学生一定要读什么书、上什么课，而是让他

们学会怎么样解决问题。理解问题是有很多方法、途径的，每个问题都不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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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问题或一个孤立的问题，很多问题在今天看来是新的，但其实只是个角度问

题。通识教育就是教育人们怎样思考和解决问题：人们以前怎样思考这个问题，

哪些思考是有用的，它们对我们今天解决问题有什么帮助……通识教育并不是说

要去读哪几本具体的书，它的重点在于培训人们怎么思考。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

育就是根据这个核心思想展开的。而且，我认为，通识教育并不仅仅限于人文科

学，它有一个更广阔的范围，要求学生也要广泛学习自然科学。我个人感觉，我

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们给予学生这样一种教育，让学生学会

怎样脱离课本内容进行创新性独立思维，从更高层面为学生带来一种灵活性，让

他们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变化。通识教育能够使学生学会提出很多不同的问题，对

不同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不光了解历史，还要了解这个问题的现今情况，帮助

他们形成在未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同于纯粹实用性的教学方式，不是为了解

决一个具体问题而设置的。总体而言，我们希望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具

备以下这些素质：能批判地思考，了解各种求知的方式，并且能够认识到某一观

点的优势和局限，知道如何提出问题，理解文化的本质，熟悉世界各地的相似性

和差异性等。我认为，这些素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重要。 

三、在中国，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很吸引家长、学生、学校的眼球，您

对大学排行榜怎么看？ 

总体而言，这是件有趣的事。制作大学排行榜要搜集很多资料和数据，某些

部门、很多学校自己也会作一些排名。但我认为，重要的并不是排行榜的排名本

身，而是这个排名说明了什么。不同的排行榜都有自己的计算公式，你不能说它

是对还是错，只能说这是它的衡量方法，一方面有一定意义，但有时候也并不那

么精确，想要拿到好名次，加强和这个计算公式有关系的某些指标就可以了。当

然，家长、学生总会关注大学排行榜，这对高校而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四、芝加哥大学如何保持多年来在科研方面始终处在世界最前列？ 

芝加哥大学有句名言，叫“明辨之路是争论，而非顺从”，这是芝加哥大学

每一个人遵循的价值观。我们认为，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不是尊重权威，而是自由

开放和严谨求索。越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越是成就杰出的大学者，他们的著作、

学术观点就越应该受到别人的挑战和质疑。如果说芝加哥大学有什么特点的话，

那就是不断地争论、不断地辩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大学拥有开放的、高水准的

学术环境。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如果有人愿意到一所研究学府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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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最大的工作，我们希望他能够到芝加哥大学来。我们希望成为一所能够吸引

那些最具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学者的大学。为此，我们也愿意为这些特殊人才提

供较好的科研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我们学校从事科研

工作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学校就是他们从事研究的理想之地。 

五、美国高校采取终身教授制，大学不能无故解雇已获终身教职的教授。 

“铁饭碗”会不会减弱这些教授的研究活力？ 

在美国，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通常以 10 年为分界线。在经过了 10 年左右的

考察、广泛的评估后，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才能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

而这一职位并不多。获得终身教职后，对他们的评估不会那么紧张，相对比较灵

活。但通常而言，不会出现获得终身教职后变懒的情况，因为这些人都是非常积

极主动、自发能力很强的人。我们很明白，以数学为例，一篇论文或许只有 10

页、20 页，完成它却很可能需要 5 年、10 年的时间。有些人花很多年时间，才

能完成一项重要研究、一本重要著作，他们需要灵活的考察方式。终身教授制度

是我们吸引人才的一个方法——为他们创造最好的环境，让他们安安心心地做他

们的工作。每年用某个公式去衡量一个人做了些什么，并不是让最聪明的人做事

情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我们为他们创造很好的环境，创造一种好的文化，

让他们在好的氛围中做事。 

六、您认为大学应该保持它的独立性，还是与政府部门或企业财团建立紧

密的联系？ 

 数学家懂得怎样教授数学，同样，大学必须要由懂大学的人来管理，这和

做其他事情是一样在美国，高等学校面临的扩招压力也是比较严峻的。拿到文凭

的学生无法立刻就业，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失业问题，

历史上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政府当然会制定一些公共政策，使得失业情况

不那么严重，总体来说，这不会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我认为，大学要想管理得好，

一定要有独立性。大学要能自主决定它的发展目标，选择发展的侧重点。大学校

长、教务长、院长们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和教师一道确定学术目标。当然，另外

一方面，某些研究的投入成本是昂贵的，政策的制定、资金的分配一定要向真正

懂得课题的科学家和研究者倾斜。我认为，大学、政府、财团三者之间需要很好

地对话。 

（摘编自 2010年 11月 19 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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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动态】 

厦门大学：为本科教学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 

2015 年，厦门大学已做到将本科生学费的 60%直接返回教务处支持本科教

学，较往年翻了一番；2016 年将实现 100%全部返还。按照“教学投入优先、教

学建设先行”原则，该校已建立起“日常经费、专项经费、竞争性项目经费、各

界捐赠”的教学经费多元投入体系，为本科教学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厦大新增

的教学经费主要花在创新教育、实践教学、通识教育和大类平台课程上。  

（摘编自 2016 年 1 月 19 日《光明日报》） 

【学术热点】 

2015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揭晓 

2015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是：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2.全球

治理与中国外交；3.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研究；4.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5.东方主

战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6.“一带一路”：共建开

放包容的利益共同体；7.“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发展与教育变革；8.媒体融合

与新闻传播业变革；9.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及其社会影响；10.大气环境治理与低碳

发展。学者认为，2015 年“十大学术热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 2015 年度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热点问题和主要成果，较为准确地反映和梳理了年

度学术发展的主导脉络；其中，既有国家改革、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也有基础

理论研究的突破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现实社会变革中的焦点问题和深层问题。 

（摘编自 2016 年 1 月 18 日《中国青年报》） 

【国家战略与政策】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40% 提前实现纲要目标 

记者在 201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获悉：2015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达到 40%，提前实现了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到 2020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达到 40%”的目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在我国每 10 个

18 岁到 22 岁的年轻人中，就有 4 个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同时，教育信息化水平

显著提高，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 85%。2015 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迈上

新台阶，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75%，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 93%，普及程度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87%。 

（摘编自 2016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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