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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籍名师说高考

“选择一份有意义的事业，
           而不是选择一个好饭碗”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谈大学生就业

○   吴战朝  王灿  张丛博

据不久前的一份最新统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清华大学培养和造就了84名亿万富豪校友，校友财

富合计近3000亿，成为2012年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冠军。进了清华大学，就能更容易成为亿万富翁？对

此，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王振民表示，培养亿万富翁，不是清华大学的培养目

标。他认为，首先是因为清华毕业生从事了有意义的事业，而亿万财富只是毕业生事业的“次生品”。

王振民带你走进清华法学院
1995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恢复重建。

仅仅16年后，2011年，该院就入选最新公

布的英国知名排名机构QS全球法学院100

强，并取得第45名的位次，是中国大陆唯

一上榜法学院。

他们有什么“灵丹妙药”？从一开始

就参与其中的王振民最有发言权：“清华

法学院最主要的特点有三个。第一，国际

化。这也是老清华法学院的传统。第二，

精英化。我们的招生量不大，但所有本科

生都有导师为他们全方位指导，这在全国

也是第一个。第三，师资队伍非常强。

和国内其他法学院相比，我们的教师在

国外拿到学位的比例是最高的；2009年

~2011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在《中国社会科

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三大

权威核心刊物期刊发论文46篇，发表总量

居全国第一——这还是建立在我们只有55

名教师的基础上。”

“我们的本科生工作的比例比较低，

读研的比较多。去年，我们本科生继续读

研的有35人，出国19人，到党政机关、

国有企业8人，律师事务所5人，到大型私

营企业10人，到地方做公务员的2人。出

国的都是哈佛大学、东京大学、康奈尔大

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全都是

名校。”对毕业生的情况，王振民如数家

珍，言谈间也透露着学者的严谨。

在国际上，清华毕业生也非常受欢

迎。王振民举例说，2010年，哈佛大学一

共招收了15名华裔研究生，其中5位都出自

清华大学；今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招收了10

多名亚裔研究生，其中有4个是清华法学院

毕业的中国学生，另外还有一个虽然是韩

国人，但本科是在清华就读。

未来几年，清华大学法学院还将不断

发展。硬件上，将新建一幢三万平方米的

新大楼，其中包含一万平方米的图书馆；

师资队伍上，将在现有基础上，引进一批

国际知名的名师；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提高学生素质等。

 

新时期国际律师效用堪比军队
将法学院定位于走国际化路线，清华

大学并非“赶时髦”。王振民表示，中国

现在是全球国际诉讼纠纷最多的国家，而

且，经济越发展，各种矛盾纠纷越多。

“在过去，一个国家要想把另一个国

家的财富拿走，他会派军队打你，把你的

地方占领了；现在，只要派律师就可以。

以前打仗是强国打大国、大国打小国；现

在这种法律战，大国、小国都可以运用，

成本大大降低，但是它达到的效果和军事

战争达到的效果一样。”王振民说，“在

国际贸易纠纷中，如果你输掉一场官司，

可能一个行业就会被封杀，这个损失不是

几百亿、几千亿的问题，很多人的生计可

能就完全没有了。”

面对国际交往中的大量纠纷，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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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护航，大量国家利益就会丧失。“一方面，中国经

济总量世界第二，出口量世界第一，进口量世界第二，外

汇储备世界第一；另外一方面，我们全国能用英语处理这

些经贸法律问题的只有几百人。所以，1994、1995年筹

备的时候，我们对清华法学院的定位就是‘国际型的法学

院’，致力于培养这种国际型人才。”

  

报法律专业者得是“全才”
什么样的人适合报考清华大学法律相关专业？王振民

认为，报考者一定要具备全面的素质，属于“全才”。

“做法律工作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所以，这些人一

定要有全面的素质，健全的人格，而且有非常好的沟通能

力，善于跟人打交道。同时，还要有非常好的中文和外语

两方面基础。”说到这里，王振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该校

法学院学生自己办的全英文法学刊物。“目前在国内，这

还是独一无二的。”王振民介绍。

  

希望年轻人不要“拼爹”
“一般来说，学生的选择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我

们希望通过大学四年的学习，培养同学们的综合能力，能

让他们明确自己的人生定位，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也是

一个好的大学和一般大学的区别。”王振民说。

“一个好的人才不需要别人一直扶着走，他肯定会

有自己的主见和选择。我经常讲，一个优秀的学生是不用

愁工作的。我经常鼓励学生，你即便家庭有关系，也不要

用，一定要靠自己去闯、去找工作，要有创新精神。不要

怕起点低，你有能力怕什么？哪一个领袖人物是靠关系上

去的？”对于学生的长期发展，王振民有自己的一套成熟

体系，“另一方面，本科毕业我们会加以引导。比如，到

西部的学生，毕业时可以直接拿到起航奖学金。”

“亿万富翁不是我们的培养目标”
据今年5月发布的《2012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

榜》统计，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清华大学培养和造

就84名亿万富豪校友，校友财富合计近3000亿，成为

2012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冠军。一时间，这条新闻引发

举国关注。

对于外界的喧嚣，王振民看得很淡：“有些统计

说清华培养了最多的亿万富翁。事实上，这不是我们培

养的目标。清华大学是坚定不移地在培养对国家、对民

族、对人类有贡献的人才，清华学生肩负着庄严的国家

和社会责任，亿万富翁只是附带的产出。百年清华培养

更多的是科学家、工程师、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家，

这个数字远远大于84人，例如两院院士，还有在各个地

方、各个领域勤勤恳恳服务人民和社会的公务人员。近

年来一大批优秀清华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到西部工作，

我们法学院就有很多。他们的工作都很有意义，帮助一

个偏僻的乡村、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这不是很有意义

吗？清华毕业生想要一个好的饭碗，稳定的收入，肯定

没问题。但国家和社会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精挑细选出

来的人，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物质需求，而应该有一

种更大的责任感和情怀；应该要选择一项事业，而不是

选择一个安逸的饭碗。你选择的事业可能很辛苦，待遇

也很差，但它是值得坚持的。”

“长远来看，如果你选择的是对人民、对国家有意义

的大事业，一定有很多人会支持你，而不用人人都去直接

赚钱。”其实，王振民自己上世纪90年代初读博士时，

有两年时间在香港大学学习，那时每个月奖学金就有一万

多港币，毕业时很多单位都要高薪聘请他。但经过一番思

考，他依然选择来到清华大学，拿着每月300多元钱的工

资，参与筹备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复建，很多时候，连出差

都需要自己贴钱。但王振民无怨无悔，“把清华法学院能

做好，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更不要说它对国

家法治建设的意义”。

对于河南考生，王振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河

南学生比较踏实，学习非常用功，总体情况非常好。但

是河南考生在全面发展方面稍有欠缺，特别是思维要更

加活跃。如果他们能来接受清华的文化熏陶，成长会非

常快。” 

（转载自《大河报》2012年6月11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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