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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

教育改革不能“单兵突进”
姻本报记者 陈彬

据媒体报道，不久前，
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原
执行院长宋茂强利用借用
他人身份证、签订虚假劳
务合同，冒领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科研经费 68 万元，
因贪污罪被海淀法院一审
判刑 10 年半。

宋茂强曾是工信部牵
头启动的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项目的专家之一。一名
专家走到这一步，实在令
人惋惜。值得注意的是，宋
套取科研经费的手法并不
高明，就是虚列劳务人员
的名单领取劳务费，可为
什么如此不高明的手法，
却能轻易得逞？这暴露出
科 研 经 费 管 理 的 严 重 漏
洞。

据报道，宋茂强供述，
当时分给其团队的经费包
括设备费 50 万元、劳务费
150 万元。由于他的团队并
没有具体任务，通过正常
途径没法花出去这笔钱。
于是，他就想借用别人身
份证把钱套出来。如果其
供述属实，一个必须追究
的问题是，为何没有“具体
任务”，却可以获得高达
200 万元的科研经费？当一个项目拿到
200 万，却不知道该用到何处，且到期后
必须上缴时，有的人是会动“歪脑筋”的，
就是那 50 万元的设备费，也有可能是为
花钱而花钱，买来的设备根本派不上用
场。早前有调查显示，我国高校购买的设
备，零使用率者不在少数。

另外，在这起案件中，对于科研经费
中的劳务费用开支，管理也是一片空
白———由项目负责人自己签字即可，换
句话说，只要去弄一个劳务合同，再加上
自己的签字，就可方便地把劳务费用套
现。事实上，近年来类似的做法在高校和
科研院所并不鲜见，甚至曾有学生向新
闻媒体爆料，导师把劳务费用开给他们
之后，要求返还———这也是套用劳务费
用的方式，只是由于数量相对较少，且比
较隐蔽，往往很难察觉。

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
团队获得科研经费，其具体任务是什么，必
须明确。这本来不应成为问题———申请科
研经费时，是要求申请者提交明确的研究
内容的，可现在却成为问题。是因为申请项
目和作项目研究，成了不相关的两件事。申
请项目所列的研究任务，这是为申请到经
费，至于申请到经费之后，究竟作怎样的研
究，大家还没想明白。

“重立项、轻研究”，是我国当前科研
管理体制的一大弊端，根源在于科研的
立项、管理，实行行政管理、评价，行政主
导科研资源的配置和评价，而没有科研
同行评价，于是行政、利益原则，替代了
学术原则。在很多高校，只要申请到课
题、拿到经费，就被作为教授的业绩。由
于一切好处都已到手，接下来的学术研
究，就变为折腾经费、炮制成果。与其说
这是作研究，不如说是弄资源。

最近，一名民间机构负责人找到我，
谈到他和一高校院长合作的故事。这名
高校院长要申请一项课题，主动找到这
位民间机构负责人要合作。他花了几个
月时间，非常投入地写了课题申请书，最
后申请到 3000 万元的课题经费。然而，
就在课题项目申请成功之后，这位院长
却告诉他，这个课题与他和他的机构没
有任何关系了，不过，“出于”对他才华的

“欣赏”，学院可以聘他作为兼职副教授。
他说，他没有想到高校的院长居然堕落
到这种程度。由于课题思路都是他提出
的，他很担心这个课题接下来什么都做
不出，到头来 3000 万的经费很可能搞出
的只是一堆垃圾。

其次，科研经费的使用，除涉及国际机
密外，必须公开透明。在国外，学者申请科
研经费，设立方并不会对科研经费的使用
提出非常明细的要求，诸如用多少购买设
备、多少用于出差，而会给学者比较大的使
用经费的自主权。当然，也有基本的原则，
即不得在科研经费中列支自己的薪酬（如
果学校支付年薪的 70%，其余 30%可以从
科研经费中支付，但总的年薪不得超过额
定的年薪），用科研经费作为自己的奖金。
就学者而言，根本不可能乱用经费。这是
因为，一方面，所有经费的支出情况完全
公开，课题设立方有严格的审计，如果经
费被挥霍，这名学者将很可能失去再次申
请课题的机会；另一方面，获得课题、经费
从来不是评价学者学术贡献的指标，这是
为学者提供更好的学术条件，以开展学术
研究，大家关注的是学术研究过程，这也引
导学者专注学术研究，并对自己的学术声
誉负责。

2013 年，我国在科技研发上的费用
增长了 8.3%，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科研投入大国。对科研投入的重视，体现
了我国科教兴国的决心，但是，科研投入
的增加必须有好的科研管理体制配套，
不然，科研经费会成为滋生浪费、腐败的
温床，反而败坏学术风气。推进科研管
理、评价去行政化，建立以学术为本的科
研管理、评价新体系，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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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高校扩招步伐放缓，提高高等
教育内在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随之而来的，便
是针对高教各个层面的改革。

然而，无论是持续多年的高考政策调整，还
是曾一度引起众人关注的师德一票否决制、废除
公费研究生……每项改革在表达主管部门“办好
教育”的强烈愿望的同时，也无不凸显出另一个
略显尴尬的现实：几乎所有教育政策的出台，都
伴随着公众的质疑和非议，而教育主管部门的一
次次努力也没有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公众对高等
教育的不满情绪：我们的改革怎么了？

“我们当然不能奢望每一项改革的出台，伴
随的都是一边倒的叫好之声。但现实确实值得我
们思考，未来高等教育的改革，我们究竟应该汲
取哪些教训？注意哪些问题？”

作为在高等教育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
“老教育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如此表
达着自己的担忧之情。

改革定要触及深层

当面对一项改革时，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
题便是，我们的对象究竟是谁？

对此，王树国坦言，在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
需要我们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高等教育需
要一个统一的顶层设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
拍脑袋就搞一个评估，再拍大腿搞一个政策。”王
树国说，单向的、表面化的改革当然也需要搞，但
这远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全部。

“真正的高等教育改革事关内涵体制机制的
建设，是要研究高校和市场的规律，研究高校与
政府的关系，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弄清楚的。”王
树国坦言，目前在国内的高等教育领域，没有人
能说清楚政府与高校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高校
与社会的关系同样很难说清，但在高等教育大众
化的背景下，理清这些关系对于高校发展的重要
性是不言而喻的。

“谁都不去说，引来的是社会的众多非议，而
最终的结果便是老百姓不满意、政府不满意，甚
至高校自身也不满意。这就如同我们的经济改革
一样，一旦进入深水区，有些深层次矛盾就变得
无法回避，我们必须加以解决。”王树国说，换言
之，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境
地，而且这种改革一定要触及深层。只有这样，中
国的高等教育才有希望。

半途而废不如不作为

提及高校体制机制建设，有一个问题不能被
忽略，这便是大学章程的制定。在刚刚过去的
2013 年，国内 6 所重点高校率先公布了大学章
程。此事曾一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就像其他
教育事件一样，在公众投向大学章程的关注目光
中，赞许者固然有之，更多的依然是不满与质疑。
而在采访当中，王树国坦言，自己对此也充满了
担心。

“我最担心的是这项工作半途而废。如果那
样的话，我们真的不如不改，因为一项不彻底的
改革，可能会比不作为对于社会的伤害还要大。
尤其对于大学章程而言更是如此。”王树国说。

他强调，作为大学的“宪法”，大学章程对于

高校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大学章程的制定过程
本身也需要注意一系列问题，这又与章程本身的
定位紧密相连。

“大学章程首先要设计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大学是执行者，政府是主导者。因此，章程须要说
清楚，政府为什么要办大学，这是首要的。”王树
国说，作为“投资人”，政府不能将办一所大学的
原因笼统归于“社会需要”，而是要有一个明确的
目的性；其次，章程还要规定政府与大学究竟处
于何种关系之中。最后才是大学按照政府的要
求，制定内部相应的管理规程。

“一个完整的大学章程一定要有以上三个部
分。但在这其中，学校显然无法设计自身与政府
的关系，这也不应是学校的职责，而大学和社会
的关系也应由政府和高校共同协商。只有第三点
才是学校单独能够完成的。”王树国说，换言之，
政府在大学章程的制定过程中，既需要明确自身
地位，也应明确自身责任。

王树国表示，近些年高校中出现的很多问
题，其根本原因便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没有理
清。“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涉事者的过错，但我们更
应反思，现行制度中有没有滋生不良的土壤。至
少在现阶段，我们还有太多的制度不规范。”

回到大学章程的问题，王树国表示，虽然目
前很多学校都在进行章程编制工作，但这其中有
多少是真心在做，有多少又在按照规律办事，这
是值得思考的。“如果我们最后的章程不伦不类，
甚至千校一面，这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计划性”高教须调整

近两年，在高校的招生、基建，乃至师德师风
环节，不断爆出违法腐败等行为。对此，王树国表
示，我们同样需要透过表面，看到其中的深层体
制机制矛盾。

“举个简单例子，”王树国说，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由于国内经济极不发达，老百姓购买物品
大多需要凭票购买。当时，在票据方面的违法腐
败事件也时有发生，但在解决问题时，小平同志
并没有将焦点停留在“查缺补漏”的表面现象，而
是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资源
严重不足”的深层次矛盾，果断提出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一时间，社会物品极大丰富，票据问题
不复存在。

“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小平同志，抓主要矛
盾呢？”王树国问道。

他表示，包括相当一部分高教问题的出现，
其根源是优质教育资源过少造成的。“如果中国
有 100 个清华，100 个北大，老百姓还用为择校而
苦恼吗？因择校而产生的招生腐败又从何谈起
呢？”因此，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不是“补补丁”，
而是思考如何建立一套灵活机制，把生产力充分
调动起来，创造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应该说，目前教育界的计划经济色彩太浓，
高校需要一定的自主权，是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选
择，让学校有更多选择。”王树国表示，目前高校
的专业设置乃至各专业的招生数量与社会需求

脱节，学生的选择权受限制。这种政府把持主导
权的做法，一方面会导致高校与市场的脱钩；另
一方面，也使得高等教育对政府产生依赖感。“越
这样规划，学生对政府的依赖性越强：我是按政
府的规划报考学校和选择专业的，如今我找不到
工作，政府为什么不管我了呢？”

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变革现有计
划体制，将决定权交给学校，将选择权交给学生。

“新体制下，学校办不好，学生找不到工作，学校
自然承担责任。学生一旦不选择某所学校，该学
校要么调整政策，主动适应市场，要么被市场淘
汰。而无论哪种结果，都比目前这种学校按政府
规划办事，与市场完全脱钩，学生就业质量与自
身生存毫无关系的现状好得多。”

王树国表示，从某些角度说，高校的人才培
养类似于工厂生产产品，产品好用与否，用户反
馈的优劣，必须与企业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
现行体制下，我们只求将产品‘卖’出去，至于我
们的‘产品’是物尽其用，还是成为摆设，与我们
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现象必须得到扭转。”

动力在上，需求在下

采访中，王树国丝毫不掩饰对高等教育全面
改革的急切期盼。

“这两年，以慕课为代表的新型教育形式已
经对全球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国内高等
教育更是如此。在信息时代，高教资源再不是一
校独有的。你的课讲不好，学生自会借助网络寻
找更好的教育资源。我甚至担心有一天，自己的
孩子不上我们的学校了，到那时，我们的高等教
育该怎么办？”他说。

事实上，这样的担心远不是王树国独有的。
北大原校长周其凤在其离职演讲中也曾表示，慕
课对于北大而言“也许关系到存亡的问题”。清华
大学校长陈吉宁更是坦陈，这场变革犹如一场海
啸。

“如果我们还不反思现行的教育改革，我们
很可能陷入危机。”王树国坦言，以前我们实行的

“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往往都是亡羊补牢，无法
抓到更深层问题、解决主要矛盾，因此需要进行
全面改革。但这种全面的改革一定要是自上而下
的，即“操盘手”一定要来自国家层面。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自上而下’，并不是说
改革的原动力来自领导的主观意志。事实上，全
面改革的切入点一定是社会底层需求。在这方
面，我觉得中央已经有了全盘打算。”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针对教育综合改
革，并没有宏大的口号，而是直接切入招生改革。
对此，有些人觉得有些“不解渴”，但王树国却不
这么看。“以招生为切入点推进教育改革，这恰恰
体现了国家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刻理解，也足
见国家对于高教改革的决心。我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我们还将看到更多的后续措施。”

“没有人愿意拿刀割自己的肉，企业改制如
此，高教改革更是如此。没有中央的强力执行，高
等教育的全面改革将寸步难行。”王树国说，目前
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动改革的民意基础已经足
够，我们须要坐下来认真思考，如何通盘考虑，下
好这盘关乎中国未来前途与命运的“大棋”。

我们的高等
教育已经到了一
个非改不可的境
地，而且这种改革
一定要触及深层。
只有这样，中国的
高等教育才有希
望。

以前实行的
“单兵突进”式的
改革，往往都是亡
羊补牢，无法抓到
更深层问题、解决
主要矛盾，因此需
要进行全面改革。

中国大学评论校长面对面

掸落一年的辛苦与尘埃，在摇曳的红烛、喧闹
的爆竹声中马年新春即将接近尾声。年年岁岁花相
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回家过年所见的也许还是那
些菜肴、那些面孔，而留在高校过年却年年有新面
孔、新节目，细想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北京语言大学：“小联合国”的民俗新春

拥有大量外籍生源的北京语言大学堪称高校
当中的“小联合国”，而春节正是他们展示民俗的好
时机。

今年春节北京语言大学共有 400 余名中外学
生留校，其中留学生近 300 名。为此，校方为他们准
备了丰盛的民俗“大餐”。

看戏，是古人最常用的庆典方式。30 余名北语
中外学生走进了湖广会馆，着实过了一把戏瘾。湖
广会馆始建于嘉庆年间，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
京剧大师都在此演出过，是仍在运营的北京最大的
百年老戏楼。虽然留学生对大戏楼正在上演的折子
戏《闹天宫》了解不多，但是看到孙悟空在戏台上把
一条金箍棒耍得虎虎生风，忍不住连连鼓掌、大声
叫好。

不止是看戏，北京延庆的冰灯展也同样精彩。
据介绍，冰灯源自古时农夫、渔民为了弥补照明用
具不足，用水桶盛水冻成冰罩，将油灯或蜡烛放入
其间，以防被风吹灭。随着时间的推移，冰灯变成了
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观赏品。中外学生流连于冰灯
晶莹剔透、如梦如幻的神奇世界，争相举起手机、相
机，拍下这些艺术珍品。

中国人过年自然离不开写春联、包饺子，
用春联、饺子收官寄托了留校生最好的祝福。
他们手拿饺子皮，亦步亦趋跟着老师们捏起了
小饺子。看着那一个个端正肃立的饺子，留学

生的嘴巴乐得合不拢。而另一边，老师则率领
着一众留学生，泼墨挥毫书写“马”字以及新春
祝语。只见“四海一家”四字潇洒落成，为 3 天
的新春民俗活动注上了点睛一笔。

上海交通大学：马年流行的“私人订制”

在霓虹灯闪烁的夜上海，人潮散去后寒意慑
人。而留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却度过了一个
既别致又温暖的新年。

“八骏全图”“马不停蹄”“金戈铁马”…… 这些
带着“马”味的名字进入了上海交大年夜饭的菜单。
食堂大厨们大显身手，让师生体验了一把“舌尖上
的交大”。

然而，真正的亮点隐藏在一些小细节当中。留
意桌上放置的打包盒，以及定制菜单的背面，便能
发现秘密所在。只见菜单背面印有“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光盘行动，从我做起”等提示语，无不在
倡导节约的生活方式，杜绝浪费。

为了烘托吉祥的气氛，学校还特地准备了“电
子鞭炮”。有关负责人表示，电子鞭炮不仅能发出普
通鞭炮的模拟声，而且能随着响声发出闪光，以假
乱真。电子鞭炮既无污染，不会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又能重复使用，节约了开支。

不仅如此，春节期间，每位留校学生都可以领
到学校提供的“马年饭票”———50 元校内食堂加餐
券。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还能领到压岁钱。寒假期
间，学校还提供了校内外勤工助学岗位 500 余个。

送温暖的活动也采取“私人订制”的模式。学校
有针对性地对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帮困：为全校困
难学生提供 1250 套加绒加厚保暖内衣、1200 套棉
鞋棉袜手套、300 套优质棉衣外套，还为寒假返乡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总计 15 万元路费补贴。

南开大学：动静相宜迎新春

载歌载舞是全世界人民欢度佳节的共同
方式。在南开大学，马年的春节乐翻了留学生，
而中国的留校生则注入了贴合春节真谛的情
感关怀。

在南开外籍教师、留学生春节联欢会上，
主持人阵容堪称“豪华”。4 位主持人来自三个
大洲，他们的口音虽然还带着“洋腔洋调”，但
是认真的劲头一点儿也不差。为了主持工作，
他们专门打印好了主持稿现场朗读，你不会念
我来帮，“互帮互助”的主持人让观众捧腹。

多哥留学生阿凡的《冰糖葫芦》不仅带着“京味
儿”，还有非洲音乐的律动。巴基斯坦留学生沙兵虽
然只学了四个月的汉语，但是一曲《月亮代表我的
心》唱得有模有样。印度留学生高君和巴西留学生
方世玉带来的印度舞和桑巴的“混搭”，让现场掌
声、欢呼声不断。你方唱罢我来舞，留学生们用各种
形式表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褪去留学生联欢会的热情与奔放，国内留
校生更看中春节赋予的人性关怀。

“先生您好，我们给您拜个早年！祝您身体
健康！”一句句亲切的问候，萦绕在南开老教授
申葆嘉、车铭洲家中。

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对同学们的到来
甚是欣喜，还拿出饮料、糖果招待。申葆嘉从西
南联大校史聊到了当今的教育改革，告诫到访
研究生代表要时刻关注时事动态、学术前沿，
学会融会贯通。车铭洲以文学、艺术甚至数学
等学科举例，给他们分析了科学思维方法和做
学问的真谛。

通过“南开研究生”微信公众平台报名的
研究生张玉川表示，这次拜访让他近距离地接

触了南开的历史，感受到学术前辈对晚辈的殷
殷期许。他说：“这次‘拜年’让我获益匪浅。”

东北大学：“春节礼包”少不了

红火的福字、吉祥的中国结、喜庆的拜年歌、丰
盛的年夜饭……除夕的东大校园充满了“大年”的
色彩和味道。东北大学党委书记孙家学给学生们送
上新年“大礼包”。

“孙书记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还送给我们每
人一个‘压岁礼包’，有吃的、电话卡，特别是这件

‘暖心毛衣’，让我想起小时候妈妈每年给准备的过
年新衣服。”生物工程专业 2012 级本科生陈艳说。

陈艳的老家在贵州毕节，父母都已经下岗，
靠打工维持生计。考虑到近 60 个小时的返乡路
途，以及复习英语四级考试的需要，尽管学校给
补助了返乡路费，她还是选择留校过年。据统计，
今年东北大学 100 余名学生留校过年，其中 80%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学生
16 人。

每年春节学校还特地开放清真食堂，并为新疆
学生单独举办春节联欢活动。“家虽在远方，但留校
过年依旧温暖。”2011 级金融学专业本科生阿力木
江·肉孜说出了所有留校新疆学生的心声。

据东北大学校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张皓介绍，早
在去年 12 月初，学校就提前开展寒假留校困难学
生情况摸底统计，建立留校困难学生临时档案和特
病学生资助档案，根据学生困难情况，实施按需资
助措施。

“学校每年专门制定留校学生工作方案，像对
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每一位留校学生，确保他
们在学校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愉快的春节和假
期。”东北大学党委副书记熊晓梅说道。

留校生的幸福年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曹杰 陆阳 李晨

王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