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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创新文化的五个特征

及对文化传承创新的贡献

一段时间里，“双创”变成社会上媒

体的焦点。各界的殷切期望很急迫，其实

反而对于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扎实开展构

成某种扰动。我们的初心是通过大学当中

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人，不仅仅是出来一

些创业家或者说创新人才，而是更多的学

生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在自己心里播下创

新创业的种子，不论今后做什么样的工作，

都有一种挑战现状、动手改变的意愿、勇

气和能力。通过清华 x-lab 和创新创业教

育，我们希望能够培育对同学们一生有长

久影响的价值观、品格品性，这比短期内

提高学生身上的某些能力以及过程中获得

的具体成果更重要得多。

大学里面学生比赛的特点是：任何

时候“赛果”都是瞬间的，是一种当时状

态的反映，不是什么光环，远称不上是什

么成就。我们更看重也希望参与其中的同

学们更看重的，是在“赛程”中所接受到

的包括在座的评委在内所给予的指导、挑

战、拉伸，打磨每个计划，深化创新感觉。

这些带有手把手色彩的培育过程要比什么

“赛果”都重要得多。学校里以“校长”

命名的活动恐怕只有这一个“校长杯”，

足见清华大学对“以创新创业教育来育人”

这件事的看重。这不是某个阶段的政策，

而是会长期坚持下去的，咬定青山不放松。

我还想分享一点自己的思考，供各位

老师、同学，也包括企业家、投资家批评，

以促进我们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深化。我

们都知道，现代大学重要的使命之一是文

化传承创新，其内涵是很丰富的。今天我

想着重谈大学的科研创新文化对于整体社

会文化的价值和贡献。清华讲科研做贡献

的时候，经常说三条：顶天（面向全球科

技前沿突破）、立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社

会需求）、树人（以科研来培养人才）。

我有时候也想，三者之外，是否还可以加

上一个“新风”，就是大学的创新文化对

于整个社会文化其实有一种“新风”的贡

献。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大学的

科研创新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学术界和企业界都为创新而不竭地努

力，这二者当然不是竞争关系，但也不是

简单的互补或者上下游关系，其创新模式

也不太一致。这里的“不一致”我认为是

有价值的，某种意义上构成一种创新的张

力结构，支撑起更具长期竞争力、更有韧

性、也更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大学的创新文化，有五个与企业界不

太一样的特征，我个人认为是在持续地丰

富着整个社会创新的文化和价值的。

第一条，就是大学创新的低功利性。

倒不是说大学的学者们有这个自觉性，也

不是说企业界的创新者们太功利。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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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对学术的飞速进步有更强

的敏感性。新技术往往有“逆龄化”

的特征，也就是年纪轻的人反而更

敏感更容易上手，更可能是尝鲜者。

而弱层级性，对于整个创新文化都

是有积极价值的，而对于企业，在

生产运营中却可能未必。弱层级也

许会有利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

交流融合，不必都回到命令链条的

顶部，不太在意自己是哪个部门的，

这一点也是跟企业的创新不同。

第三条，是大学创新的高公益

性。这是大学创新的一个价值取向。

不只是公立大学如此，所有大学的

创新，比起企业界来，都趋向于高

公益性这个基本价值立场。在选择

研究题目时，大学也往往鼓励教师

们选择那些对于公共命运、人类福

祉有长期影响的题目。终身教授制

度，其实也有这个好处，就是可以

献身大我。国家对大学，以及大学

当中，对知识产权的安排也有其特

殊性，既希望保证对其中的具体创

新者有足够的激励，又希望能适度

地促进知识产权更快地流动、扩散，

以造福社会，惠及民生。

第四条，是大学创新的科学理

性。大学的创新在知其然之外，尤

其重视知其所以然，强调可以重复

实验，循证说理，科学精神是放在

第一位的。整个社会的创新环境的

营造中，科学普及工作是一件大事，

除了科学知识的普及，更多时候需

要的是公众在科学精神、批判性思

维上的普及。现代社会大众容易被

看到，企业界很多时候要背负着较

短期内就要见分晓的业绩压力，投

资者的期待和业内相互之间的竞争

也使得在时间维度上企业界的创新

不能做得很从容。企业界的好处是

需求也许更明确，但也要警惕这些

需求可能是比较浅的、短的，有时

候需要挖掘能表达出来的需求背后

没说出来的“真需求”。学术界创

新的低功利性，就是放飞、包容学

者们的好奇心、理想化，以及由此

所带来的有趣的探索和探索失败。

并不是为了派上一个即刻的用场，

但是却能代复一代地引领人类的发

展，深化人类知识的基础，突破

认识的边界。低功利的自由探索，

对于企业界是相当奢侈的，尽管有

些企业时不时地也想模仿大学的做

法，给创新者们相当的自由度，但

内在还是跟大学的宽松环境不同。

低功利性，意味着给予创新的耐心

更多，更能做也愿做长远的部署，

这给整体的社会文化带来一种积极

的输出。高校的科研创新成果，就

像她的育人成果一样，很多时候不

该在比较短的时期中加以衡量和评

价。这就是低功利性。

第二条，是大学创新的弱层级

性。这是大学组织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两天参加校友聚会的活动，我们

的文化传统上是“序齿不序爵”，

反映到学校的创新实践中，也是如

此。谁有新主意都会被听取，弟子

不必不如师，平等探索，鼓励争鸣。

大学的教授阶梯就是相对简单的

三层，很多专业服务行业也都是如

此，而且梯级高并不代表学术上的

权威，资深的老师们要不断地听年

轻的博士生、年轻老师讲新发现，

这是一种终身学习，让大学当中的

第七届“校长杯“十强团队合影（图片来源：Tsinghua x-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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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之热点和思潮所影响甚至左右，

而大学对社会的纷扰喧嚣能保持一

定的超然距离，给社会文化贡献着

一定的稳定性。大学当中的学科秩

序也是如此，不是社会上互联网热，

就全都一窝蜂搞互联网，而是保持

其范式逻辑、科学理性，冷静地、

持续地做着独特的学术贡献。企业

界的创新成效总会带有不少营销的

成分，这也难免，毕竟有产业竞争

或是获取资源的需要，而学术界应

该主要是靠创新成果自身说话，经

得起时间的反复考验。

第五条，是大学创新的强人

文性。大学中的科研创新的选题，

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包括自

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学者，都更有

充满暖意的人文立场，更有促进社

会平等和谐的价值主张，都更愿意

关心不被竞争和效率所怜惜的弱

者——特别是当这里的弱，很多时

候并不是本身不努力，而是由社会

的变化、技术的交替所带来时，大

学创新就更希望帮助他们，让社会

的未来变得更好。强人文性，也意

味着大学中的创新会天然地成为“有

责任的创新”“人本的科技创新”。

长期来看，这种有人文大爱的创新

不仅对社会文化有滋养，本身也构

成一种独特的创新竞争优势。

我所体会的这五条大学创新的

文化特征，肯定是挂一漏万。不同

的国家、不同的大学所体现出来的

也各有特点。这些大学创新的文化

特征，当然对企业创新也可以有一

些借鉴和启发，但是企业界所处的

情形不同，面临的挑战与大学不同，

所以也不可能统统变成大学这样的

创新文化。大学的创新文化比起企

业来也可能缺少整合性、针对性、

组织性，显得效率低、周期长、太

散漫。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美。

应该说，大学能有相对从容宽松的

创新环境，也是靠国家社会的关爱

支持，包括企业界的慷慨赞助才做

得成。值得感恩，倍加珍惜。

从这个角度延伸说来，我们这

些大学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也

会有意识地突出低功利性、弱层级

性、高公益性、科学理性和强人文

性。这次进入十强的团队的题目，

除了硬科技备受青睐之外，我也看

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得到越来越多的

关心，包括生态保护、老龄化，这

些也都是跟人文有关的。这些没有

被满足的需求，也许短期内感觉不

是那么有利可图的选题，但长期来

看却可能代表着非常重要的新的需

求趋势。评委老师们也可以给予多

一些关心和鼓励。

今天与获选十强的同学和费力

帮忙的评委以及各位同事、企业赞

助者来分享大学创新文化的一些特

征及其对社会文化的贡献，还是希

望我们的比赛和平台不忘初心，践

行使命，持之以恒，关注育人。大

学当中，最美好的莫过于学习者都

在进步。其实没有输家这个概念。

只要你参与其中付出努力，你就是

这个过程当中的赢家——显然，赢

家不只是最后评委宣布的冠军。

【本文为作者在第七届清华大学校长杯创

新挑战赛十强决赛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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