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是民族复兴的希望

Talents Are the Hopes of the National Future

王自强，上海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固体力学家，在弹性稳定理论、断裂力学、塑

性应变梯度理论、细观力学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研究，取得了有国际影

响的突出成果。 现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市北四环西路 15 号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钱学森院士在新世纪初，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尖锐之问，击中了我国现有教育科研体制的软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卓越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崛起已经为民族伟大复兴吹响了号角。 我国的体育事业成就辉煌，涌

现出一批又一批举世公认的杰出人才。 但是我国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却不尽人意，始终未能培养出举世公认的杰出人才。 钱学森、李

四光、吴文俊、彭恒武、邓稼先等杰出人才都是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培养出来的，而李政道、杨振宁、高锟等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国

外做出辉煌成就的。
最近两年围绕着钱学森之问，科技界和教育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温家宝总理也多次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已经清楚阐述了教育界和科技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共识。 大家都认识到人才是国家未来的希

望，杰出人才是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 但是在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现代大学的领导核心、科学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去行政化的

力度和具体措施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其中最为敏感的莫过于现代大学的领导核心问题。
美国和西欧一流大学的教育体系各有特点，但大体上都是理事会治理，教授治校，校长全球遴选，院长和系主任由教授会议民主

协商推举，由理事会任命。 院长和系主任的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而国际公认的顶尖大学像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和剑桥的正教授都是

全球范围内公开招聘的。 在这些大学里，校长、院长和系主任从事行政管理，原则上不干预教授个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教授是高校教

育和科技创新的灵魂人物，教书育人是教授的天职，而科学创新是教授的人生追求。 大学的教授都以追求学术上的卓越为己任，以培

养卓越的人才为荣耀。
而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确定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国的大学教授都是各级党务书记和行政官员双重领导下的教书匠和

象牙塔里的治学者。 教授自由思想的翅膀只能在双重领导下的天空里翱翔，教授的个人意志只能在追求官位和追求学术卓越之间摇

摆。 在学校的教育资源、人才资源和利益分配上，各级领导享受优先权。
为了创建现代大学的新模式，胡海岩院士提出了“设立高等教育特区，突破教育改革瓶颈”的大胆设想，这个设想与著名教育家朱

清时在深圳创建南方科技大学的教育思想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世界著名大学的成功经验是西方发达国家历经几百年教学和科研，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积累起来的，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他

们培养出了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麦克斯韦、波尔和薛定谔等一批又一批的伟大科学家。 积极吸取这些被几百年的实践证实了的成

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创办社会主义的现代大学，将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大学不是政治实体，而是学术机构，高校是培养高级人才的摇篮，而不是政府隶属下的行政部门。 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应该是教授治校而不是教授治学，去行政化是实施教授治校的重大举措。 校长应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由精通教育规律、热爱教育事

业的卓越教育家担任，以校长为首的上层行政机构应该由热爱教育事业的管理精英来担任。
学校的党委书记可以兼任高校的副校长或理事会的领导。 学校的行政领导是为高校的教育和科研服务的，他们是行政领导，又是

教授（正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理教授的统称）的公仆，要为教授创造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教授治校是高校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

的内禀规律，只有让教授成为高校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的灵魂人物，成为大学的真正主人，让他们的个人意志得到充分的尊重，让他

们的自由思想得以充分的发挥，才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温家宝总理深刻地指出，真正的大学理应“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世界著名大学的院长和系主任都是由教授担纲的，而教授的个人意志得到充分尊重，校长、院长和系主任不干预教授的教学事业

和科研事业。 这些大学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个人自由发展的良好环境，学生对教授教学事业好坏的评价有很大的发言权，而教授科研事

业的好坏由学术界评价。
科学青睐年轻人。 历史上，除个别例外，重大的科学发现和伟大的科学理论都出自青年科学家。 国家期盼科学的春天早日到来，民

族需要一批伟大的科学家。 科学的春天有赖于成千上万青年科学家的卓越贡献。 真正的大学特别关注青年科学家的自由意志，特别关

爱他们个人的自由发展，未来的杰出人才只能从他们中间产生。 为此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也要作重大的改革，建议我们的重点大学

逐步取消硕士生和博士生分立的模式，建立统一的博士生培养模式。 两年的课程教育之后，尊重学生的意愿，或分流为硕士毕业，或通

过资格考试（一般是面试），继续攻读博士。 对于特别优秀的青年才俊，博士导师将他们直接引向国际学术前沿，让他们在前沿自由发

展，由他们的个人意志确定研究课题，由他们自己提出原创性的学术思想。 这将为杰出人才

的培养开创崭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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