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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榜
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和台湾大学
并列第一，香港大学位居第三，第四
到第十名依次是：清华大学（新竹）、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
大学、交通大学（新竹）、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浙江大学。前十名大学中内
地有 4所，台湾和香港各有 3所。内
地、台湾、香港高水平大学呈现齐头
并进、各具特色的发展局面。澳门特
别行政区排名最高的是澳门大学，

排在第 72名。
两岸四地高水平大学开始在国

际上崭露头角。基于对世界一流大
学在地区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的认
识，自上世纪末，两岸四地不约而同
地开始了世界一流大学的重点建
设。例如，内地分别在 1995年和
1999 年启动实施了“211 工程”和
“985工程”，台湾地区自 2005年开
始实施“迈向顶尖大学计划”，香港
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自

1999年开始实施“卓越学科领域计
划”等。

内地和台湾高校研究生教育发
展迅速。内地和台湾地区自上世纪
末期不约而同地开始扩大研究生招
生规模，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两岸
四地大学中研究生比例最高的前 20
所学校全部是内地和台湾的大学，
其中交通大学（新竹）、北京大学等 7
所大学的研究生占全校学生比例已
超过 50%。 （下转 A4版）

本报上海 6月 1日讯（记者黄
辛）由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世
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完成
的“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6月 1
日正式发布。“这是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中国大学排行榜。”有关专家评
价说。

其排名对象包括中国内地、台
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的高校中以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和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为目标，并且面向两岸四地招生
的大学，共选取了 120所高校。其中
大陆地区有 85所大学；台湾地区有
25所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有 8所
大学；澳门特别行政区有 2所大学。
该榜单公布了处于前 100名的大学
的详细分值与名次。

该中心主任程莹介绍，该排名
与目前中国国内的各大学排行榜单
相比，具有显著的特点：从排名方法
上看，两岸四地大学排名选择的全

部是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指标，这和
此前的国内大学排名高度依赖具有
本地特色但是没有国际可比性的指
标体系有很大不同；从排名的公布
方式来看，两岸四地大学排名高度

透明，除了提供各个学校的总得分
以外，排名还提供了学校在每个原
始指标上的得分，从而允许他人检
验核实每所大学在各个具体指标上
的表现和位置情况。

据了解，该中心自 2003年开始
就致力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
WU）”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形成了
良好的学术声誉，积累了丰富的排
名体系构建经验。

“国家提出教育要以人
为本，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但我的感觉是很多具体的措
施还没有实行（确保）达到这
一目标。我是改革开放初期
的大学生，现在回国看看很
吃惊：大学教育模式三十多
年了都没有变，还是计划经
济下的教育模式，研究生教
育基本处于‘放羊’状态，问
题非常大。”

“对研究型大学来说，国
家在科学研究经费上的投入
已经比较充分，我们确实应
该同时将精力放在如何育人
上，不光是只出论文。如果不
这样做，建一流大学的目标
只能是空谈。”

责任编辑院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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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王丹红/发自美国
今年 4月，美国杜克大学药理

和癌症生物系讲席教授王小凡应
邀回国，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胡锦涛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建设若
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
学，是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
的重大战略举措……清华大学要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
道路，改革创新，奋勇争先。”他深
受鼓舞：“国家对大学发展非常重
视，现在是到了具体探讨如何将大
学真正办成世界一流的时候了。”

王小凡认为建世界一流大学，
目前国内高等教育还存在严重问
题：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光是

能够做出前沿性、开创性的研究，
同时也要培养出一批能够在各个
行业领军的人才。现在国家对高校
科研活动投入很大，引进了许多优
秀人才，做出了一批一流的研究成
果。但从教育这个大学的首要任务
上讲问题还很多，教育模式还是计
划经济那一套，按师资力量设置专
业招生，而不是按社会需求；招来
的学生从头到尾按一个模子塑造，
基本上没有以人为本、从育人的角

度出发来培养人才，问题非常严
重。现在中央重视这个问题，教育
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应该一齐
来将事情做好。”

计划型的人才培养方式

“清华、北大这些中国最好的
大学都有这个问题，可想而知，全
国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很
严重的。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从
根本上思考这些问题，从而找出可
行的改革办法。”

2010年 8月，作为国际评估委
员会主席，王小凡主持参加了清华

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的国际
评估；今年 4 月回国时，他和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命科学院和浙江大学等院校的
学生座谈，进一步了解到一些教育
方面存在的问题。国内大学教育的
现状令他担忧。 （下转 A2版）

今日导读
从研发到产品院英特尔的变与不变A3版

变还是不变？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方之熙看来，要想在不
断的变动中一直处于不败之地，除了制度层面的建设外，一个很关
键的因素在于科研人员是否具有灵活的适应能力。

叶崇祯历书曳重见天日B1版
2010年的一天，当 85岁的天文科普活动家李元接到 90岁好友潘

鼐的电话，得知《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已经出版的消息
时，李元用“震惊”表达了当时的心情。因为他已记不清潘鼐和他提了
多少次、多少年的这部大书，竟然在快被他遗忘的时候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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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张楠
作为统计学者终身成就的最高荣誉，

2011年度 COPSS Fisher奖由美国工程院
院士、乔治亚理工学院工业及系统工程系
讲座教授吴建福获得。而早在 1987年，他
就获得 40 岁以下统计学者的最高奖励
COPSS会长奖。迄今仅有 4位学者同时囊
括这两项殊荣。

吴建福在台湾成长、在美国治学，作为
最早与中国内地统计学界建立联系的海外
学者之一，他对内地有着相当的了解。回顾多年的科研历程，在
专业之外，他对于学科发展和学风培养同样颇有见地。

日前，在中科院数学院，正式受聘为中科院“爱因斯坦讲席
教授”的当天，吴建福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专访。

中国应加快品质科技的发展

在吴建福倡议下，中科院数学院质量科学研究中心于 2007
年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质量科学研究中心。

吴建福介绍，在国际上，美国于 1927年成立了后来被称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专门机构，也是为应对当时市场
上充斥随意更改食品和药品成分的现象。直到 1938年，《联邦食
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终于构成了 FDA监管权限的核心基础。

而上世纪 50年代，日本也曾面临过混乱的市场环境，政府
决心狠抓企业的产品质量。品质科技应运而生。当时，美国学者
戴明提出了以统计学原理改善品质的理论，通过统计学和管理
学等手段，改善制造业中合格品率不高的问题。

经过近 20年的努力，日本产品，不论电器还是汽车，都成为
“高品质”的代名词。全面质量管理、品管七大手法都是在那个时
代诞生的。并且，得益于品质科技的发展，日本经济迅速完成了
对美国的赶超。

21世纪又被称作“质量的世纪”，吴建福认为，内地制造业
面临加速发展的时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正从劳动密集型
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从高能耗技术向低耗能技术转变。实现上述
转变所必需的重要科学基础之一，就是质量科学。

以汽车工业为例，吴建福介绍道，在汽车装配过程中，容易
产生很多废品，因此成本很高。而以统计学手段，建模、设计实
验，能够很快找到出现问题的环节：炉温太高，还是操作方式不
当，或是其他原因。
“假设问题解决，废品率从 8%降低到 4%，那么相应降低的成

本可能就是几千万美元了。”吴建福说，汽车、家电、电子业目前在
经济总值中的比例最大，因此这些行业通过品质科技的管理，改
变可能最明显，其行业自身的技术也将获得很大的提升空间。
“FDA如今聘有超过 1000名统计学家。”在目前国内备受

关注的食品安全领域，吴建福认为统计学和品质科技都大有发
挥拳脚的空间。他表示，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如果能进行合理有
效的抽样检验和数据收集，通过分析，在相应问题环节加以严格
的质量监管，或许能有效减少毒食品“门”。

学科发展离不开人才梯队。质量科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正
是为应对国内迫切需要大批从事基础性、高水平的质量科研人
员来支撑和延续这种转变。

吴建福表示：“对内地的工业发展，我还是很乐观。西方发达
国家在步入发展正轨之前，也曾经把自己国家的工业破坏得很严
重，无论 FDA还是 1970年成立的 EPA（美国环境保护署），也是
因为发生了影响很大的负面事件才建立起来。当然，对于品质监
管，我们也应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体制，并加快品质科技的发
展。”

“四大天王”太狭隘

学术界对吴建福的评价是：“他的贡献始终是专业严格性
与实际重要性的理想结合”；“创建了一套现代实验设计体系，培
养了一代质量科学专业工作者”；“改变了用于优化产品和生产
过程的统计学研究的面貌”。

吴建福认为，我国内地统计学早年发展有限。那时，统计学
作为数学的二级学科，研究力量较弱，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对如何判断统计学的实际应用和价值，几乎没有共识。近几年整
体的科研环境中，又存在一些不健康因素。

近 20年来，这个学科随着国情发展有了长足进步，但“矫枉
必须过正。要鼓励国内统计学发展，对应用工作应该给予更多照
顾。应用统计学者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贡献，当然也有做方法
的，可是很少能将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体系”。

吴建福很推崇严加安院士巧妙合并起来的两个成语“大道至
简，大美天成”。他认为，在科学工作中，有三个“并重”，除了理论与
应用并重，国内（中文）与国外（英文）、成就与风范也都应该并重。
“一位知名教授曾跟我说，在内地举办的国际会议里，尤其

是应用统计领域，一场会可能有 2/3的人跟不上发言者英语语
速。学者听不懂，何谈交流？因此，有些资源是不是应该放到国内
的中文会议及杂志上？”

但英文是同等重要的，尤其是对发表应用统计学论文的门
槛比较高。“应用统计的英文文章比较难写。某个文章内容可能
不错，但研究人员如果英文不好，有可能在第一关就被退稿
了———审稿人看不懂就把你‘宰’掉了。”

要本质，不要标签，这是吴建福所强调的。
“据说有个统计学‘四大天王’的期刊榜单，包括 Annals、

Biometrika等。但是针对在某个领域，比如工业统计，大部分突
破都是在 Technometrics发表的。Annals刊载的成果，都是已经
看到突破后再进行的一些构造。”

年轻人喜欢看标签：访问学者的排名高低、头衔多少，等等。
当吴建福向学生介绍有学者要来实验室访问，他们最了解的，可
能是这位知名学者去年拿到了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等，可他究竟
做什么研究，学生们不知道。
“假如你自己没有能力判断，使用一个指标最容易。但这不

符合科学大国的形象。”
“要质，不要量”是吴建福强调的另一个重点。
对于以 SCI作为评审指标的现象，吴建福认为：“这个可以

用，但不要用得太多。”如果不能客观对待 SCI，有可能使科研人
员在学术道路上“走火入魔”。毕竟 SCI包括很多领域，不同领域
引用率因性质而异。 （下转 A2版）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

改革是建世界一流大学重中之重

阴本报记者成舸李浩鸣
针对当前部分中部省份缺水缺

电的现状和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如何
发挥作用等问题，参加中国工程院
和湖南省政府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工
程管理论坛（2011）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原三峡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陆佑
楣在长沙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专
访。

陆佑楣认为，缺水缺电并非三
峡工程所致，而是受气候变化和降
水不均等因素影响，主要受气候变
化影响造成的。针对目前长江中下
游普遍遭遇的旱情，国家防总已令
三峡水库向中下游加大补水力度，
供应流量已从每秒 6000～7000 立
方米增至 1万立方米。

陆佑楣强调：“水力发电本身不
消耗一立方水……修建三峡水库就
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调节。”去年长江
宜昌段出现了 7万立方米每秒的大
洪水，有遭遇类似 1998年大洪灾的
可能，但由于三峡水库拦截了近 3万
立方米的流量，只有 4万流量释放到
中下游，洪灾最终没有出现。

陆佑楣认为，当前我国水利水电
工程遇到的问题并非不可解决，而是
应加强科学决策与管理。除应在工程
论证过程中针对可能产生的移民、环
境等问题，对每一个项目分别作出科
学评估外，尤其应考虑到因资源和经
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

他建议在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
适当提高电价，将该部分收入返还给
资源所在地的贫困人群，以促进社会
公平。“水库淹没区就是资源所在地，
应从全社会角度得到利益分享，以改
善社会分配不公。”

针对近期湖南省遭遇的“电荒”，
陆佑楣认为，根据“西电东送”的战略
部署，三峡水电工程的发电主要用于
供应华东和华南等经济发达地区。位
于中部的湖南地区，不仅缺煤，水能
资源也并不富裕，要破解当前电荒难
题，应考虑发展核能。

而福岛核电站事故不应成为阻
碍我国核电发展的障碍，湖南西部
多山区，可考虑在适宜地址建设核
电站，但出于安全考虑，陆佑楣建议
核电站建设应大胆创新，可考虑将
反应堆装置建在地下，只将汽轮机、
发电机组建于地表，以尽可能避免
可能的污染和安全问题。

例如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就有 6
台水轮发电机组放在地下，金沙江
上的水电站几乎都是地下电站，最
大的机组单机容量达到 100 万千
瓦，可供内陆型核电站借鉴。

同时，应从地质结构、人口与环
境安全等方面对其可行性进行深入
研究。

除发展核电外，湖南等长江中
游省份仍应积极开发小水电，对于
内陆居民点分散的情况，小水电开
发应遵循“认真评估、积极开发”的
原则，主要解决当地能源问题，不一
定上电网。

关于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
能源问题，他认为，其本质上仍是和
水能一样的物理能源，以区别于煤、
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且太阳能
和风能尚不具备大规模发电的能
力，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我国
的能源结构。因此从能源安全战略
考虑，我国仍应大力发展水电和核
能，以减轻对煤炭的压力和对石油
的依赖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建议：

可将核电反应堆装置建在地下

6月 1日，中国古动物馆对小学生
和学龄前儿童免费开放。活动期间，孩
子们不仅能与远古化石零距离接触，还
能参与绘画和翻模等多种活动。

在东展厅，小朋友可以在工作人员
指导下自己动手复制小恐龙，并将模型
带回家施彩上釉；在 DIY活动区的“画
出我心中的恐龙”活动中，小朋友可以
一边观察化石一边画恐龙，并把作品贴
在展板上进行展示。

图为一位小学生经过紧张期待后，
正小心翼翼翻模，希望这次能做出一个
完整的恐龙模型。

本报记者 张楠 /摄影报道

本报讯“虽然 5月以来长江中
下游地区出现了几次降水过程，
但总降水量相对于历史同期明显
偏少，气象干旱仍然持续。”在日
前举行的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
服务司司长陈振林分析，造成长
江中下游地区降水持续偏少的主
要原因，是大气环流异常，冷暖空
气不匹配。

陈振林表示，北方冷空气势
力强大，向南扩张明显；南方热带
系统不活跃，水汽输送条件弱，水
汽向大气输送偏少的情况达到

70%以上，不利于冷暖气团在长江
中下游地区交汇，因此难以形成有
效降水。

5月 27日，长江中下游地区气
象干旱达到黄色预警级别。据了
解，2011年春季以来，长江中下游
地区降水异常偏少，平均降水量为
193.9毫米，较常年同期的 410.4毫
米偏少 52.8%。与此同时，该地区气
温比常年同期偏高 0.7℃。

此次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
气象干旱，导致江河、湖泊水位异
常偏低，水体面积减少明显，气象
干旱还导致水产养殖业遭受损失，

水运和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据介绍，5月 28日卫星遥感监

测到的鄱阳湖水域面积约为 2010
年同期的 34%，较近 6 年同期平均
值减少约 40%；洞庭湖水体面积约
为 2010年同期的 31%，较近 6年同
期平均值减少约 50%；江苏主要湖
泊水体面积均有不同程度减小，其
中高淳石臼湖已接近干涸。

长江中下游地区历来被称作
“鱼米之乡”，但今年以来却出现罕
见的连续干旱。对此，陈振林表示，
受干旱严重影响的湖北、江西等长
江中下游地区不是小麦主产区，此

次干旱对夏粮丰收影响不大。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测，6 月 3

日～7日，长江中下游地区将出现
一次中到大雨天气过程，但凭借此
次降雨过程解除旱情的可能性不
大。

针对外界广泛关注的三峡与长
江中下游干旱的关系，陈振林说：
“在三峡工程开建时期，我们就在该
区域设了气象观测点，长期进行对
比观测分析。大坝蓄水前后，气象部
门的专家也针对大水体与局部小气
候的影响作了分析，观察结果表明，
对降水没有影响。” （潘希）

中国气象局：三峡对降水无影响

两岸四地大学排行榜发布
清华、北大、中国科大、浙大进前十 排名方法全部选择具国际可比性指标

两岸四地高水平大学在国际崭露头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