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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学要学生好学术好
——对话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

记者：现在国内很多大学都提出要建“世界一

流大学”，您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

陈吉宁：从来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是世界一流

大学，是前10名、前100名，还是别的什么。因为

这其中有一个多样性，大学有不同层次和特色。我

觉得两个方面构成大学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在文章

数、专利数等显性标准后更有价值的存在：一是好

的学生，看你能不能培养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学

生，这个学生有能力、有品德，被社会所尊重；二

是好的学术产出，看你能不能不断发现新知识、发

明新技术。

记者：两项指标中，好学生需要生源。如今全

球好的学校都青睐中国生源，国内大学会不会有生

源压力？

陈吉宁：高等教育需要竞争，这可以促使大学

思考如何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比如清华就在思考提

高学生的国际化水平，提出到2015年将有40%的本

科生、80%的博士生有海外留学经验。同时，我们

也吸引国外的学生到清华来，提出到2015年海外留

一则最新发布的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让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代表

引来更多关注——这份由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布的排行榜中，清华大学由去年

的30位下降至35位，北京大学则由38位下降至45位。

“对待大学排名不能太较真。”当被问及感受，这位清华30年来最年轻的校长笑言：

“对各种排名指标，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会盲目追求。如果它列什么指标我们就去做什

么，这种急功近利会对学校有很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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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数达到10%，现在大概在8%左右。这种

生源结构是有好处的，因为背景越宽，学术

生态也越好，学生的批判精神、创新能力也

会因此激发出来。

我们现在确实存在大学教育和经济产

业脱节的问题。有的学校连教师投入、实习

环节都没办法保证，产业界对此也有很多抱

怨，因为培养出的学生没法直接用，需要再

训练几年。理想教育生态应该是教师更多地

和学生在一起，这需要不断加大教师投入、

提高教师队伍力量。

记者：谈到“好的学术产出”，就会涉

及大家议论较多的“去行政化”问题。

陈吉宁：一 个 学 校 好 还 是 坏 ， 学 术

判断能力很重要。很多情况下，高校的学

术判断能力会被非学术因素干扰，这是需

要去除的，其中涉及两个层次。比如说，

一个老师学术能力不强，要离开学校，首

先学术能力的强弱不能由校长、系主任来

定 ， 而 要 教 授 、 学 术 委 员 会 判 定 ； 但 离

开，需要动用行政力量。我理解，“去行

政化”就是需要维护学术权威的方面必须

维护；另一方面，非学术因素还要把人情

的因素避开。

记者：您一直在强调特色和质量，什么

样的评估方式能够体现这两点？

陈吉宁：大学发展不能围绕简单评估

来做，不能盲目求大求全。最近国外高校评

估很有意思，不排名，只公布各高校的各项

数据。因为学生、教授、校长、社会拥有不

同立场和看法，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排名可以

替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观念变革的问

题，未来应该是高校把指标公布出来，本科

生可能更关注教学，研究生更关注科研，不

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寻求想要看到的东

西，而不是一个数字。

（转载自《光明日报》 2013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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