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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没有创新土壤
———教育与中国未来三十人论坛２０１０

董云川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中国思想界、教育界、实业界３０位意

见领袖聚首中山大学怀士堂，畅谈 “教育与中国未来”。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就教育问题进行跨领域、跨文化的对话。

以下是搜狐财经的现场报道。

董云川：我先回应一下刚才几位专家提到的问题，我们在很多地方

谈大学理想、大学文化，经常就会有人问，你谈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我

今天先亮明我的观点———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是两回事。提出问题有时

候只需要一个人的智慧就够了，而解决问题常常需要依靠系统的、组织

的力量！如果苛求所有提出问题的人都要负责去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就

很少有人去 “多管闲事”了。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判断，我完全

同意昨天有一位老师提到的观点———中国是高等教育大国而不是高等教

育强国。中国高等教育走到今天，在教育规模和教育机会方面所取得的

业绩有目共睹，但是它的内在品性怎样呢？这依旧是值得怀疑的，也是

３

 董云川，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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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追问的。所以涉及今天这个会议高瞻远瞩的 “未来”选题，冯教授

跟我预约发言的时候，我一再地推辞，原因就是我觉得再谈这个问题已

经有点倦怠了，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太重要所以推而不动。后来

我申请讲一个形而下的相对具体的问题，冯老师又不同意，于是我还是

努力从宏观的角度反省一下中国大学品质不高的根源问题。结果昨天一

天听下来，我觉得 “上当”了，因为许多大专家还是选择了小问题。我

认为这些问题只适合在课堂上面对学生的时候 “讲解”较为妥当。在冯

老师的敦促下，我试图梳理出制约和削弱中国大学品质的几个绕不开的

问题。站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百年的转折点上，前瞻后望，发现如此人

口众多的大国，始终未能直接产生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我认为这仅仅

是现象之一，更值得反省的问题是泱泱大国，与此相称的哲学家、思想

者、文人、诗人们在哪里？还有多少？温家宝总理慈祥而富有责任心地

拉着钱老的手，接下了著名的 “钱学森之问”。而我的问题是：钱学森之

问本来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只有人议论，没有人动作。致使大学品

质平庸的游戏规则近些年丝毫未动。经常有人把我们这些谈精神、谈文

化、谈问题的学者视为空想主义者，认为应该面对 “现实”，随大流运

作，大学就将越来越好。这是典型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如果大家都按这

个渠道走下去了，当然高等教育在数量上的贡献还是会有的，但是必将

在 “品质”上留下遗憾！禅宗有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骑着马，马跑得

很快，旁边的人问他，先生你要到哪儿去？他说我不知道，你问马吧。

我以为中国大学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高喊改革、我们谋求发展、

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但是要到哪儿去？我们不知道。

１９９８年１月，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草坪上写完 《找回大学精神》第

一稿，当年就与北大一百周年校庆遥相呼应而问世出版，本书２００１年第

二版，２００５年第三版，到２００８年刚好十年的时候，又有机会造访哈佛、

耶鲁。有学者提醒我说，１９９８年你在美国西海岸找大学精神，今年从东

海岸的哈佛、耶鲁回来是不是应该出一本再找大学精神的书以为对比？

我真觉得是个好创意，但最后无果而终！原因是我失语了，没有办法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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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下去。因为十年前的问题依旧顽固，而且大学不断 “背道而驰”，离

“文化”“精神”似乎越来越远了！

回到我的命题上来，今天对 “品质”问题阐述几个基本的判断。首

先还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学飞教授昨天引出的话题非常好，要寻找迷失

的本性。但遗憾的是，后来跟进的话题似乎偏离了这条线。大学本质上

是文化组织，它有政治属性，也有经济属性，这一点没疑问。任何一个

国家的大学都有政治属性，它要为国家服务，要为社会孕育人才；它同

时也有经济属性，因为任何一个组织必须有投入、产出和效率的筹划安

排。但是请记住，它的本质归属是文化。什么时候中国大学能够成为一

个文化组织而不是一个准行政组织或者准经济组织的时候，中国大学才

会有杰出表现。温总理语重心长地在 “五四”青年座谈上谈到了解决这

个问题的两招。一是要让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办一阵子，而是办一辈子。

我的问题是，是谁让他们办一阵子的？这种制度是谁在安排、谁能够改

变？二是要让文科学生读一点自然科学的书，理工科学生读一点人文的

书。我以为这是微观技术层面的问题，不是重点。另外，谈到中国大学

的问题，我非常欣赏彼得·德鲁克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说了一句话，叫作

“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不是因为电脑用得不够，而是因为人脑用得不够”。

这句话相当经典！所以现代化也好、信息化也好，这些 “器物”和技术

层面的趋势是势不可当的，你学不学、愿不愿意迟早都会卷入这个潮流。

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中国大学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思想的聚集地，没有思想，

操作什么样先进机器的人都可能是蠢材、庸才。所以说制约大学品质的

首要问题是本性的问题。

第二就是制度安排的问题。我在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撰文，指出中国大

学、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条不恰当的直线关系，而不是呈交叉互动

的三角关系。大学在这边，社会在那边，而政府居中。凡谈适应，大都

远离真正的自主适应，大都是政府教我们怎样去适应。什么专业可以招，

什么专业不能招；什么时候扩招，什么时候紧缩；政府手把手教我们

“适应”，然后又手把手教我们 “创新”，这是很滑稽的事情！大学本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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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它会自觉改变、调整，并会

寻找到适当的生态位存在下去。历史其实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大

学的发展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偏不这样做。当今无比强大的

教育主管部门及其领导们执着地认为，我们不管你们就会失控。于是，

大学就被剥夺了自组织能力，丧失了自主成长和自主调节的机制。因此

才会在高等教育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出现对于大学办学自主权层出不穷的

呼唤。所以在是否适应社会的问题上，并不是大学说了算的。在这一点

上大学连菜农的自主性都没法比。一个菜农批发白菜，是因为白菜卖得

起价钱，过两天有十个人挑来了同样的白菜，他自己就会转向了，并不

需要组织规定他说明天可以放开卖，后天只能紧缩卖，而下个月严控所

以不能再卖。不会的，他自己会改变而适应市场的，但大学连拥有这种

自主性都变成了奢望。这个专业要控制，那个专业要放开，这种外部指

挥内部运行的场景十分可笑。

在一个金字塔体系中，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立体互动的体系，

而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总体上是一个行政主导的体系，大学只是这个庞

大行政系统中的一个基层单位，分别被授予副部级、正厅级或者是副厅

级待遇。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没有理由脱离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教育

行政部门以及诸多与大学运行相关的横向委办厅局的控制。这一点我算

是想通了，所以对于所谓的制度变革暂时不存乐观的期望。

刚才的议论其实已经连带回答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自组织机制被剥

夺。接下来的第四个问题谈到个体角色的混淆。我在哈佛访问的时候有

个教授跟我讲，中国的教授和美国的教授最本质的不同，就是美国的教

授比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他们能够长时间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而我们

却很难做到，并且我们的 “全才”较多，不论是谁，到最后都要弄个教

授、博导当当！我经常说，什么叫硕导，就是一说就倒；什么叫博导，

就是一驳就倒。主要的问题在于全面的角色混乱，比如学术 “官僚化”、

官僚 “学术化”的泛滥，更是导致我们个体角色不能坚守的最根本原因。

第五个制约品质的问题就是关于所谓的 “创新”。关于创新缺失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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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我认为是绝对存在的。在现行的运行体制之下，平庸是必然，要是

有创新才奇怪。为什么？我１９９４年写过一篇文章，到现在１６年过去了，

当时提出：就创新而言，土壤比种子更重要。而创新的关键是什么？我

常在讲座时告诉校长们，创新不需要喊口号，创新的本质是求异的，不

是求同的，中国大学出现了品质危机、缺少群峰并举的思想家，都与创

新土壤贫瘠有关。要谋求创新局面，其实非常简单，容忍不同就行了！

无论何时何地，一所大学、一个学科、一个系部、一个组织如若能够容

忍不同，这个地方一定成为创新的摇篮，成果必然层出不穷。谢谢！

桑新民：下面是提问时间。

周作宇：大学内部本身也有保守性，如何看待大学的保守性，能否

以北大人事改革为例，来破解一下大学内部改革的约束？

董云川：大学本身的保守性在历史上有特定内涵，它曾经或者偶尔

也会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时代潮流里封闭坚守，显示出孤芳自赏和故步

自封。但这不是中国大学的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一直在谈机制的问题，

因为只要建立起开放的机制，任何的保守性就难以固守。因为保守就会

被淘汰，保守就活不下去。近年来，也有人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走向

社会，但是就像有位专家所说的那样，中国大学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象牙

塔，所以还谈不上走出象牙塔。我的观点亦然，我们现在恰恰需要一点

清高，这样可能反而有助于中国大学走向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陈学飞：大学的保守性实质是指大学的学者对学术有批判。北大

２００４年的人事制度改革，当时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接近西方大学制度的一

种安排，是想打破中国大学教师的终身制制度安排，当时应该说绝大多

数老师都支持这个改革。但是总体说我觉得是失败的，这是因为政治上

的保守性导致的。后来实际上是北大的党委害怕，如果说我们执行这一

套改革，当时估计可能会有一批年轻教授要罢教，而北大罢教确实是了

不起的，是通天的事情，就很难做，所以党委就主动把这个东西往后退，

最后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董云川：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实施受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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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上面。也就是说，那些管教师的人们并没有一个同样优胜劣汰的机制

去筛选他们。我有一篇文章写道 “教师不是被管理对象，学生不是被教

育对象！”整个大学的运行逻辑包括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后勤资源等

等，上位组织结构和运行逻辑都没改，只拿老师改来改去是说不通的。

观众提问：今天第一位发言的陈学飞老师说道，我们高校改革总是

以适应为主导，从政府的角度是这么要求的。我问的问题是，高校的立

场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真正地去适应政府的要求，或者我们很愿意真正

地去超越，现状好像我们既不适应，也不愿意随潮流，这一点你们怎

么看？

董云川：经常听说教育主管部门批评一些学校盲目升格，后来有一

位明眼的专家指出：当前中国高等学校竞相升格的行动都不是盲目的，

恰恰都是有目的地升格。这种现象就是游戏规则引发的 “适应”。也正因

为如此，中国大学很难形成自己的传统，因为需要不断 “适应”外部。

信力建：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的高校改革是没有办法完成的，现

在都是一股独大，要拆这个梁或者柱子来改革，这个大厦就会倒下来。

我觉得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引进外国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在楼的四

面建很多的柱子，把这个楼重新撑起来，才能够把原来的这个大学建筑

改掉。当时搞高校合并和扩张，把中国高校再一次彻底毁坏。１９５２年搞

过一个院系调整，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调整，那个时候就应该可以开新的

大学，原有大学保留，那时候还有机会，但现在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这

个观点你同意吗？

董云川：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利益格局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大学改

革的最大问题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既得利益问题。所以多元化教育格局

的形成障碍，并不在于非国有的教育力量是否强大，而在于让不让你平

等角力的问题。

观众提问：我对董老师关于质量评估的见解很有兴趣，希望你能就

此发表一点看法。

董云川：我现在研究评估，也组织评估，自己也被别人评估，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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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去评估别人，其间常有感慨，现在形成几个基本认识：第一，古今中

外所有的好大学、好学科、好学者统统不是评出来的。评估是后生的，

不是先有的。第二，规模化的现代教育体系，因为它大了，真的是需要

建立一个质量保障框架来制衡、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评估有存在的

价值。第三，完整的教育质量评估行为可以来自组织系统的内部和外部

各个方面，也就是说对质量的监督可以来自内部和外部，但是说到底，

评估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外人的事情。第四，一个大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一定是多样化的，因此大一统的评估体系不管有多好都是不合理的，所

以一定要建立多样化的评估体系。简而言之，评估有效，但是作用有限。

９

中国大学没有创新土壤



返璞归真　提升中国大学教育的微观视角
———教育与中国未来三十人论坛２０１１

董云川

２０１１年５月，中国思想界、教育界、实业界３０位意见领袖

聚首中山大学怀士堂，畅谈 “教育与中国未来”。这是自去年以

来，第二次就教育问题进行跨领域、跨文化的对话———回顾：

“教育与中国未来”３０人论坛２０１０年年会。本文是搜狐财经的

现场报道。

董云川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去年我为了回应 “教育与中国未来”这样一个宏大命题，从相对宏

观的角度谈了 “精神”“体制”与 “机制”等问题。今年我选择相对微

观的角度继续发表对于提升中国大学教育品质的看法。

昨天步入会场大门，第一个环节就是请专家留言，我看到香港卢乃

桂教授留的墨宝是：中国的希望在教育。我当即闪念，如果非要写不可，

我肯定补一句：中国的失望也在教育。刚才福特基金会的何进先生发言，

所倡导的务实理念和行为取向本人完全赞同。的确，我们改变不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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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改变不了时代，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但是如若针对形而上的问

题、制度层面的问题，做学者的我们不积极建言呼吁，甚至是偶有情绪

的表达，社会的健康发展也会有所缺失。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意识、

思想的集合总是从不同的偏激中得到综合、加权，继而才能找到相对正

确的发展道路。而这种独立思辨的功能作用，只能由知识分子担当。

开幕式上听到李萍教授提及今天庄严的怀士堂曾经是孙中山先生８０

多年前谆谆教诲 “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地方。我哑然失笑。

这难道不是个典型的历史玩笑吗？清华百年庆典给社会留下的印象除了

辉煌成就之外，不就是对于梅校长当年 “大楼” “大师”之谓演变为

“大官之谓也”的幽默改写吗？同样具有黑色幽默寓意的事件层出不穷。

最近几天，纷纷扬扬的南科大终于要由组织部门把关为没有级别的朱校

长选拔局级副校长了。作为学者，我无言以对。

我在大学工作２８年了。做过教师、教学管理者、教研人员、教育政

策拟定者、教育协会组织者、教育项目研发者、教育质量评估者以及教

育中介促进者，较之其他同仁，我对于近年来的教育发展现象可能具有

更加复杂而立体的身份角色体验。在所有的角色中，始终没动摇过的想

法就是做个独立学者发表真实不虚的言论，即便这些言论并不圆满；最

让自己安心的选择就是当个好老师，力所能及地为周围学生的快乐成长

做点事情。

令人困惑的是，质量问题在中国教育界其实从未被轻视过，一直以

来都是各种改革的焦点。近年来教育改革浪潮此起彼伏，从体制到机制，

从内部到外部，从局部试点到整体推进，时而突破难点，时而狠抓关键，

时而落实重点，年年都有新招式，处处都在创新篇，大家都在忙 “质

量”，人人都在论 “改革”，在这样的情形下，教育质量忧患日益，何也？

就其根本，近年来大多教育改革或所谓创新之举，难免南辕北辙，声东

击西，舍本逐末，远大的改革创新理想在自上而下的贯彻过程中、在从

宏观到微观的改革路径中逐渐消解，待到进入课堂之时，早已荡然无存

了。在浮躁的教育改革形势当中，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到底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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