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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并没

有一成不变的大学理念。大学
的理念之争，核心是如何处理
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作为
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她
的理念必须随着社会需求的
变化而变化，她的社会功能必
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自从11世纪欧洲创立大
学以来，大学社会功能的变化
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中古时代的大学，承担着
单一的教育功能，传道授业，培
养人才。第二个阶段，以19世
纪初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为标

志，大学拓展为两大社会功能，
即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第三
个阶段，进入20世纪以后，特
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学日
益广泛深入地介入社会生活，
承担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这三大功能。其中社

会服务这项功能，正在成为大
学功能中新的增长点，成为大
学之间竞争的战略高地。

美国学者克拉克·科尔在
《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指出：

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
构———在若干意义上的多元：
它有若干个目标，不是一个；
它有若干个权力中心，不是一
个；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不
止一种；它不崇拜一个上帝；
它不是单一的、统一的社群；

它没有明确固定的顾客；它标
志着许多真、善、美的幻想以
及许多通向这些幻想的道路；
它标志着权力的冲突；它标志
着为多种市场服务和关心大
众。应当称它为多元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依

托斯坦福大学而诞生的硅谷的
崛起，标志着大学与社会的关

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大学从
社会舞台的边缘逐渐走向社会

舞台的中心，成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强大发动机。近年
来，在著名大学周围兴起了许
多科技园、工业园，如美国的硅
谷、英国的剑桥工业园、日本的
筑波工业园、印度的班加罗尔
软件园，还有我国北京的中关

村科技园区和台湾的新竹工业
园，等等。这些园区，凭借大学
和科研机构的学科优势、人才
优势、创新活力和文化氛围，以
科技企业为龙头，以产、学、研
结合为特点，成为世界上最有
活力的创新创业基地，成为知

识经济的领头羊，源源不断地
孵化出高新技术成果，孕育出
许多明星科技企业。斯坦福大
学没有因为硅谷的兴起而干扰
了学术，反而声名大振。剑桥大
学也没有因为工业园的创办而
失去光辉，反而活力大增。

“知识经济”这一新型经济
形态的诞生，第一次把“知识”
和“经济”这两个彼此分离和独
立的概念密切结合在一起。知识
经济本质上就是高科技经济、高
文化经济、高智力经济。知识经
济化、经济知识化成为当代不可

逆转的潮流。知识成了最重要的
生产要素，知识密集型企业成了
最有前途的主导产业，知识化劳
动者成了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
力量，知识创新成了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动力源泉。大学和企业的
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彼此渗

入到对方的传统领地，承担起对
方的某些职能。大学不仅是在创
造和传播知识，而且把知识转化
为现实的生产力；企业不仅在制
造产品，而且成为技术创新的主
体，担负起培训人才的职能。

在现代企业中，科技决定

着产品的品质，文化决定着产

品的品牌，产品中的科技文化
含量构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如果说，中古时期的大学
必须处理好与教会的关系，工
业化时期的大学扩张必须得
到政府的强力支持，那么知识
经济时期的大学则必须与现
代企业结成密切的同盟。

当今世界的著名大学，都

担负着多重社会功能：一是人
才的摇篮，二是知识创新的前
沿，三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
基地，四是社会的思想库和智
囊团，五是民族文化的圣地和
多元文化对话的平台。

现代社会的理念就是：结合

才有活力，服务才有价值，双赢
才是最佳结果。大学如果不与社

会结合，不为社会服务，那就注
定没有动力、没有压力、没有活
力，也没有财力。那种所谓“纯粹
大学精神”、“无条件大学”的设
想，绝对的大学自治、自由、超
然、独立的理念，过去一千年从
来没有实现过，今后一千年也

不可能成为现实，只不过是可
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理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
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
面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
理念，指明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

的战略方向。按照“三个面向”
的要求，大学应当处理好三个关
系。一是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大学必须面向国家现代化建设
的主战场，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可
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二是
同世界的关系。大学必须树立开

放观念，具有世界眼光，善于学
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科技文化成
果和办学经验，开展文明沟通，
实行知识共享，发展对外合作。
三是同未来的关系。大学首先要
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这是生存

的前提。同时，大学又必须保持
适度的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勇

于突破时代精神的局限，以引领
社会发展。如果大学脱离社会现
实，与世隔绝，就会被边缘化；如
果大学一味迎合社会，随波逐
流，过分世俗化，就会失去面向
未来的品格。

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现

代化建设的长期而基本的战
略，它既是大学施展身手的广
阔舞台，也是大学发展振兴的
难得机遇。这一战略的理论基
础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实施这
一战略的前提条件是把教育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这
一战略的主旋律是实行教、
科、经相结合，产、学、研相结
合。我们的大学必须以科教兴
国为崇高使命，大力提高自己
的人才培养能力、科技创新能
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回答和

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上
和实际问题上有更大的贡献。

当前，我国的大学在办学

思想上固然存在着前瞻性不
够、超越精神不足的问题，但制
约大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仍然是
与社会实际脱节，社会服务能
力不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战场上作为不大。在人才培养
上，应当以质量为生命，在提高

学生全面素质的基础上，着重
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创业
精神。在科学研究中，应当以
“顶天立地”为原则。“顶天”
就是注重原创性、突破性，“立
地”就是注重实用性、实效性，
防止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科

研导向上，应当以服务国家发展
战略为第一选择，而不能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EI”
（工程论文索引）牵着鼻子跑。

如果不能为富民强国、民族振
兴作出一流的贡献，那就称不

上是中国的一流大学，如果连
中国的一流大学都称不上，又
何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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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

穷国办大教育，经费短缺将是
长期困扰大学的一大难题。

我国的公立大学，长期依
靠单一的政府拨款维持学校
的运行。在1995年以前，大学
普遍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
当时北大、清华每年只有一亿

元左右的行政事业费，“养家
糊口”都很勉强，建设发展没
有资金，更缺乏机动经费去改
善教师的待遇。当时北大从日
本东京大学招聘到一名优秀
年轻教师，当他第一个月去领
取工资时，七扣八扣，所剩无

几。他质问学校领导：“这是
我的薪水，还是发的小费？”

面对这种困境，我们的大
学要不要多渠道筹措办学经
费？能不能利用市场机制开展
合法的经营创收活动？我认为
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在国外，大学多元筹资早
已是名正言顺、习以为常的事
情了。一些知名大学，都有强大
的筹资中心、丰富的筹资经验
和巨大的筹资能力。大学校长
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筹措经
费。学校董事会把有没有筹资

能力作为聘任校长的一个重要
条件，把筹资多少作为衡量校
长业绩的一条重要标准。哈佛
大学从1953年到2006年，历届
校长几乎都是由社会名流、政
府高官、筹款专家担任的。目前
哈佛大学有300亿美元的基

金，可谓“富可敌国”。即使这
样，校长仍然花很多时间在国

内外奔波，进行筹款旅行游说。
密歇根大学校长柯曼上任之初

就宣布，五年内要为学校筹资
25亿美元，他为此发动了大规
模的筹款运动。伯克利加州大
学校长田长霖治校的一项重要
业绩，就是提升了学校的筹资
能力。我曾当面请教田长霖校
长对多元筹资的看法，他说：

“大学筹款是绝对必要的。当
我做校长时，筹款实际上占了
我大部分时间。筹款不是要钱，
筹款的秘诀是如何将自己学校
的使命和贡献与公众和其他机
构沟通，向社会开放，推进与社
会的合作。如果沟通得好，人们

就愿意给钱。企业家比校长更
精明，如果大学不能为企业提
供帮助、作出贡献，他是不会捐
款给学校的。”

国外大学所以把筹款作为
校长的重大职责，道理很简单：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良好

的教学科研条件，没有比较优厚
的待遇，那就不可能请到“大
师”，不可能产生高水平的成果，
也不可能招收到一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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