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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强项？

通过《QS世界大学排名》的排名，分项对

比，我们会发现，清华得分高的，一是最能反映

一所高校国际声誉的“同行评价”；二是毕业生

雇主的评价。

“品牌，是清华的黄金资产。它是中国最顶

尖的学府。”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如此认为。

此外，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中，

清华在“产业收入”一项得分颇高。

如果说哈佛有钱，这并不是什么新闻。著名

的哈佛大学捐赠基金是美国顶级机构投资人，规

模超过200亿美元。但在“产业收入”一项，哈

佛只得了34.5分，而清华得了97.8分。

“中国办学的宗旨和要求不断地改变。过

去，重点大学如清华大学的任务和目标是培养人

才。这些年来，办学多了一个宗旨，也就是把科

技成果转化，直接为经济和社会服务。”清华大

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孙继铭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

应当说，在“产业收入”一项得高分不仅是

清华本身的表现，也体现了清华将科技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前行。

“作为无可争议的全国顶尖科技大学，清华

大学通常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美

国《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称，“中国经济正在发

生转型，清华必须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放到与中

国相关的研究上。”

从清华大学近年来在科研方面的成果，我们

也可以看出，诸如“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清

华一号”微小卫星、城市客车多能源一体化混合

动力系统、大庆油田高含水后期4000万吨以上持

续稳产高效勘探开发技术等，无一不是围绕国家

战略需求，与经济、国防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

息息相关。

○ 姚冬琴

清华财富报告：什么才是清华强项

外媒评论认为，在中国经济大发展的特殊时

期，评价清华，不能脱离中国社会、中国经济的

大环境，不能不提清华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

发展的贡献。

走向世界的清华

清华大学建立之初就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

如今，扎根中国、有着百年历史的清华仍在“恶

补”国际化。

目前清华已与世界200余所学校签订了校际

协议，与82所海外院校签署了学生交换协议，学

生出国人次逐年上升。从派出学生的比例来看，

约有40%的博士生、25%的本科生有海外学习经

历。在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时，达到30%的本科

生具有海外教育经历。

清华海外留学生的规模也在稳步扩大，尤

其是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已由2004年的205人增至

2009年的895人，增加了3.3倍。截至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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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研究生在学规模将超过1000人，占全校研究

生的比例可超过7%。外国研究生在学规模和所占

比例居全国高校首位。

“2010年，清华MBA有超过45%的外籍学

生。这在中国MBA学院中，比例最高。”美国

《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称。

媒体报道

清华就业能力指数211校院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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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照就业能力指数，将全国211院校就业能力最强的前50所大学进行了排名。清华

大学位居榜首，其后为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等。清华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也为全国211

校院最高工资。

清华人——中国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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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才济济，有我们引以为豪的学术大师、兴业之士和治国之才。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及李济等为代表的清华学者。在自然科

学方面，清华培养的人才同样是群星璀璨，他们中有竺可桢、高士其、周培源、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华罗庚、茅以升、钱学森等，以及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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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扩大外籍生源和师资队伍，清华大学的

国际化尝试还包括与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和

海外知名跨国企业的合作。

2009年，围绕“发展低碳能源，应对气候

变化”这一当前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清华

大学联合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立

“清华—剑桥—MIT三校低碳联盟”，为我国发

展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提供先进的能源技术和政

策决策参考；清华大学先后与丰田汽车公司、联

合技术公司、英国石油等30多家海外企业成立联

合研究中心，积极有效地整合双方的科技、智力

和财力资源，产生出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重大科

研合作项目和科研成果。

“没有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的成功，就没有

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果。”顾秉林校长如是认为。

清华大学计划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跻

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那么，再等多少年，清华才能成为“世界一

流”？答案或许是2020年，因为到那时，中国要

建成创新型国家。可以想见，到那时，清华在其

中承担的责任、发挥的作用。

也许，我们不必非要等清华成为“世界一

流”。因为，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比成为“世界

一流”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多少人才，推出了

多少科研成果，为国为民做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