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要求大灾下房屋结构完全

不出现破坏并不现实。建筑抗

震设计技术规范提出的建筑物

“大震不倒”的大震，只是比

设防烈度高1度的地震作用，

而新中国建立后实际发生的历

次大震，对建筑物的破坏作用

要比抗震设计技术规范的“大

震”大到几倍甚至有数量级差别。所以建筑物抗

灾重点宜放在因灾害造成局部破坏而引发成大范

围的连续倒塌，为此要提高建筑结构的整体牢固

性，才是建筑物抗灾的关键所在；可是现有房屋

建筑结构的技术标准，至今并无详细的对于整体

牢固性的具体技术要求。	

——就如何完善我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中国工程院

院士、土木结构工程和防护工程专家陈肇元如此建议。

国外纷纷将生物能源提到

新的战略高度，正在紧锣密鼓地

加大对纤维素乙醇等先进生物燃

料的投入，技术进展迅速。而中

国至今对生物能源的认识尚不清

楚，重视不够。

现在我们把重要的行政和财政资源投入到了

传统石化能源上，这从中国石油企业频繁在海外

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可以看得出来。

当前中国能源的第一位是石油和发电供求问

题。2009年我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

50%，未来汽车产业还要消耗大量的运输燃料。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必须谋划未来如

何解决石油替代问题。而生物燃料是唯一可大规

模获得的替代运输燃料的能源。	

——我国著名土壤学家、两院院士石元春在接受《经

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了如上担忧与建议。

近100年来，在人才培养上，清华大学大体上经历

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建校起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人才

培养的典型特色是厚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上个世纪90年

代。面对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求，这一时期清华

强调重实践。

改革开放以后，清华人才培养的特色进入第三个

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激烈的国际与人

才竞争，在过去的厚基础、重实践之上，求创新成为

时代提出的突出要求，也是清华即将进入新百年时必

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主

题发言中提到以上观点。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环境局部虽

有所改善，但多少年来整体环境持

续恶化，并已趋于严峻的地步。这

是不争的事实：

北京旧城已有一半以上的建

筑空间被完全重建；北京旧城的历

史性建筑损毁过半；北京旧城胡

同数量急剧减少，目前只剩下400

多条；北京的建筑文化特色之一——旧城传统的空间

轮廓线正日复一日地遭到大批涌现的新建筑摧毁，已

出现多座高度超过100米的高层建筑；从1990至2003

年，旧城过度开发，商业过度密集和交通拥堵；北京

旧城的道路被一再拓宽，传统街巷整体格局被改变，

城市肌理被破坏，大量历史性建筑与古树名木在道路

拓宽过程中被清除。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在题为“纵论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与发展”的主题演讲

中，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

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吴良镛呼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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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公布的中国《2020国

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其中最主

要的思想是对人才资源“软件”的投

入，包括三个方面：教育投入、卫生

健康方面的投入、科研投入。这三个

投入的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GDP总额

的15％，这是中国重点转向“软件”

投入的重要指标。中国有望在2020年

建成创新型国家。

——在访问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

作了此番预测。

时隔10年，中国社会和文化已

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电影也早已

进入了一个空前开放的市场化时代。

在各种主流媒介上，关于“第六代”

的话题也几乎没有任何敏感性了。所

以，这些关于第六代导演的研究终于

能够有机会与读者见面。时过境迁，

但“第六代”正是因为曾经的那一段坎坷，形成了一套电

影的操作模式、叙述模式和价值模式，以至于至今大多还

普遍缺乏与主流观众交流的能力。所以，记录和研究当代

中国电影历史上这一特殊现象，既具有电影历史的意义，

也具有某种现实意识。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为汪方华《坚硬

的影像》序中写道。

在创业和就业的讨论中，我们提出了平台创业的理

念。在大的平台上，创业是乐趣，二次创业的改造也是乐

趣。有创业冲动的年轻人，不妨体验一下改造的乐趣！也

许，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改造他的行进方向，将带给你

更丰富的创业体验。

——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志强在回答一名高三学生的

提问“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时如是回答。

我呼吁大家的支持。

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

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

中国服务。我相信，在科

学和研究中，中国和美国

应该坚持同样的职业道德

和伦理价值观。因此，我

是 如 此 吃 惊 和 失 望 地 发

现，我的部分同事在回国

后全面适应了中国的某种潜规则，而且身体力行

开始在中国科学和研究界继承、发扬这种潜规则

文化，而在美国，他们是一定会不齿于这种文化

的。幸运的是，大多数回国的学者们坚守了他们

曾经认可的价值观。

——在2009年12月26日寄给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BIS）

几位会员、祝贺CBIS年会在圣地亚哥召开的邮件中，施一公

发表上述观点。

大学是文明的灯塔，是

讲理想的地方，如果在这里

都找不到理想主义的踪迹，

都那么市侩、短视、急功近

利，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失

去了希望。为此，在加强职

业教育的同时，我们加强对

学生的职业理想教育和社会

责任教育，鼓励学生树立

远大理想，为追求法治文明而奋斗。这里的理想

包括法律人的道德律、人文关怀、使命感三个层

次，只有达到这三个层次的要求，才能算是真正

的法治精英人才。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复建15周年之际 ，法学院院长

王振民写下《清华精神的法学传承》一文，文中对法学院

的教育理念作了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