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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短期功利主义不可取
原春琳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院长

作为一名教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

钱颖一教授非常不喜欢学生提出的一个要求：多上一些看起

来对实习和工作有用的课。

在这个要求背后的理由很直接：课程效果应该是立竿见

影的。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刚刚过了 30 岁生日。作为学院

第四任院长，钱颖一教授一直推崇在综合性大学的经济管理

学院加强人文素养的学习，加强与大学中其他学科的交叉。

而让他困惑的是，一些学生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加强通识

教育。他听过学生的反馈：我学历史干什么？哲学课有什么

用？

谈及这里，他从一位过去在哈佛留学时相识同学的故事

讲起。她现在是一位成功的投资人。近 30 年前，她在哈佛读

本科，专业是经济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高盛（纽约）。

但是她在哈佛时，并没有念过一门会计和金融的课。直

到今天，哈佛的本科学院也没有会计课。但是这并不妨碍她

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全球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她说，我自己在

工作中花了 3 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会计的基本知识，为什么

一定要在哈佛学这门课程呢？

高盛集团前总裁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是清华经

管学院的客座教授。他告诉钱颖一，当自己担任高盛总裁时，

有一次面试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问这名学生在学校

期间做了什么。

这名同学很认真地说：我研究了两个公司的兼并问题。

桑顿很不客气地说：你在普林斯顿研究这个？你应该利

用这段时间好好读读莎士比亚。

这不是个案。在美国，高盛的面试问题都是如何理解历

史性和哲学性的问题。可是如果变化一个场景，把面试地点

放到北京，高盛的问题则会发生变化，都是类似于“当利率

变化时，一种证券的价值会怎么变化”这种技术性的问题。

“现在中国学生的外语能力越来越强，沟通技巧也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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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但是仍然在软实力方面欠缺。实际上是看

问题的眼光、思考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方法，

以及心态的问题。”钱颖一说。

在钱颖一看来，思维方式是核心问题。中

国学生习惯的是问实际问题，并且希望马上知道

解决方案，知道明确的答案。这种思维方式代表

了一种心态，就是短期功利主义。

每年，钱颖一都要在清华经管学院教两个

EMBA 项目的课，一个是中文项目（中国学生），

一个是国际项目（大多是外国学生）。对比两个

项目，他深有体会：中文项目的同学问的问题都

很务实，是企业和行业的现实问题，眼前的问题；

而国际项目的同学则更多地追问老师讲的内容，

是思维的问题。

“虽然针对当前的实际问题也有意义，但

是太短期功利了，高度不够，深度也不够。”钱

颖一说。

“中国教育的优势有目共睹：基础知识扎

实，平均水平很高。这两个特点在很多其他国家

都不一定能达到。这对于处在“追赶时期”的中

国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到了技术

前沿，站在了全球舞台上，我们的创新力和领导

力就显得不足了。”钱颖一说。

他反复跟学生强调，大学重要的不是学习

知识，而是学会思考。他经常喜欢引用爱因斯坦

说过的一句话：在大学学习，重要的不是记住很

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

钱颖一希望学生能多学一些“无用”的知识。

在他看来，大学教育，特别是精英大学的教育，

要着眼于为学生一生做准备，而不仅仅是为就业

做准备。学生的眼光和能力要远远高于在大学时

学到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会很快过时。大学教

育重要的是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能力，以及看问题

的眼界和眼光，这些都远远重于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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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讲授的知识不一定马上有用，但也

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无意间用到，比如乔布斯当

年在大学时学习的美术字课程。”钱颖一说。

但是，通识教育在国内高校推行并不如想象中

那么容易。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授课的教师。

什么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师在中国最难找？有

些不可思议的是，最难找的是教中文写作、中国历

史和中国文明的老师。“在北京找教西方文明的老

师可以找到，但找教中国文明的老师却找不到；同

样，也找不到教中文写作的老师。”历史系和中文

系的老师都忙于发表论文，搞学科建设了，没有人

愿意教通识课程。

哈佛大学本科生的通识课种类繁多，学生可以

任意选择。哈佛本科只有一门必修课，就是英文写

作；麻省理工学院也一样，沟通写作课是本科必修

课，不仅有一般性的写作课，还有专业的写作课。

“写作不是写八股文。所谓写作，就是让你写

下一段故事，要有逻辑、有证据、有说服力。”钱

颖一说。每次在大学的会议上提到中文写作这个话

题，总会收获最多的教师赞同。因为“每一个导师

都是受害者：通常，学生实验做出来了，文章却写

不出或写不好，导师就要花很多精力来帮助学生写

或改。”

有一次，他和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聊天。赵

小兰说，中国人到国外演讲或交谈，讲数字的能力

特别强。但是，中国人不会讲故事。

“用故事讲出数字背后的含义，让大家知道这

些数字是怎么来的。”钱颖一说，实际上，如果把

自己局限在数字里面，而没有更宽广的世界观，就

永远不可能跟世界交流。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是一种哲学，就是

以结果的得失平衡来评判利益。现代经济学本身是

建立在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作为经济学家，钱

颖一说，“我们不能笼统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

我们要反对短期功利主义，反对急功近利，反对以

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来评价结果。短期功利主义

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的发展弊大于利。”

“目前，国内大学教师薪酬体系多是‘计件制’

薪酬。所谓计件制就是教了多少课时，乘上每一小

时是多少钱；发表多少论文，乘上每一篇是多少钱。

这种计酬方式容易滋生短期功利主义，带来急功近

利的问题。”钱颖一说。

钱颖一在清华经管学院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中就取消了“计件制”，改成“年薪制”，三年一评。

自 2006 年上任以来，这位经济学家把主要精

力都用在教育上。他一直坚持在清华经管学院加大

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的比例。比如，“批判性思维与

道德推理”课，就是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道德判

断能力。又比如，“中国与世界”这个课组，由外

聘老师来教，目的是希望清华学生具有用世界眼光

来分析中国问题的视野和能力。

“最终检验教育改革的结果，是要过 20 年、

30 年后再看。”钱颖一说。

（本文转载自《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 6月 6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