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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得有人迈开第一步”
朱清时接受本报采访称，大学要恢复活力必须打破“铁饭碗”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杨凡

卸任中科大校长后，朱清时虽然没有了参加会议、批示文件的烦恼，但他却为南科大失眠

了：办事机构和规章制度还没建起来，人员也没有磨合好，很多小事情要操心，“每天要吃好几种

安眠药才能睡得着。”19日，朱清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的压力，然而当谈到自授学

位和自主招生时，他却兴奋起来，自信满满地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

记者：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

文凭的决定，是怎样作出的？

朱清时：我来深圳一年多，数

次看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30周年

的展览，深圳的大事没有哪一个

是等批复后干成的。深圳机场、地

铁等的建设经验告诉我们，你要
改革的事物与旧制度不吻合，就

要发生冲撞。等上级批复等于是

等上级承担责任。既要承担不遵

守旧制度的责任，又要承担各地

方攀比的责任，他们的压力比我

们的压力大得多。

如果看准了改革的事是好

事，就要有人敢于承担责任，我们

愿意走出这一步，先行先试。一步

行动胜于一打纲领。

记者：没有拿到教育部的批

复，是否有很大压力？

朱清时：目前压力很大，毕竟南

科大还没有拿到批复招生的文件。9

月29日，教育部批准筹建，但批筹并

没有招生权。经过争取，教育部允许

南科大与中科大联合招生，但是必

须授中科大学籍。如果让我们成为

中科大的异地办学点，我想这就失

去了教改意义。因此我们坚决自主

招生，自授学位。如果教育部要批

复，我们也很欢迎。

记者：南科大走到目前这一

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朱清时：能下定决心走出这

一步，确实很难。18日的咨询会现

场，从各地赶来的学生和家长就

是用他们的行动支持南科大。深

圳市政府对南方科技大学的投入

比当年香港政府对香港科技大学
的投入多。没有政府的理解，我们

不可能跨出这一步。没有民众的

支持，我们也跨不出这一步。

我看到媒体报道说，家长们

不在乎学位由谁来发，而在乎自

己的孩子能不能真正成才，学到

真本事。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是

如何把学生教好，让他们享受到

更好的资源和教育。

记者：目前南科大给出的师

资以香港科技大学为班底，还有

不少中科院院士，听说在南科大

您也将亲自带课？

朱清时：是，你看我在中科大

时，后五年就不再讲课了，这次我

们提供的师资将是世界一流的。

我将给学生讲授创新能力的课

程。通过这些年来我收集到的资

料和观察思考，给他们讲讲如何

培养创新能力。

记者：按照南科大的招生计

划，明年春季实验班招收首批50

个孩子，秋季招收150个孩子。您

刚才提到先行先试，如果实验失

败了，那200个孩子的未来怎么

办？

朱清时：无论怎么样，这200

个孩子都会成才。首先，我自己认

为肯定会成功，其次，这些孩子受

到的教育一定是最好的。国外高

校就是注重培养学生能力。巴黎

高等师范学院不发学位，这是法

国最高水平的学校，不发文凭，但

是社会依然认可。只要我们的教

学水平高，学生受社会认可，他们

会成功的。

记者：包括苏刘溢在内，今天

上午面试的孩子都是年龄较小

的。南科大是否特别偏爱神童？

朱清时：选拔学生我们不在

年龄上考虑，着重是选拔人才，特

殊的人才，我们要培养高度创新

的人才，来解答“钱学森之问”。招

收人才我们不强调年龄，但也要
志同道合。我们希望招收那些即

便我们自授文凭也愿意过来的学

生。我们将争取把学位含金量做

到国外知名大学的标准。

记者：万一教育部叫停南科

大自主招生，这些孩子怎么办？

朱清时：(略作沉思)我的基本

判断是，教育部不会叫停。这也是

我做这件事情的前提，改革有时

候不得不走中间状态，就是“黄

灯”。去年10月Science杂志采用我

的文章，我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

观点。

记者：那会不会出现一个状

况，就是这些报考南科大的孩子

只有国家承认的初中毕业证，因

为高二招生的话，没有高中毕业

证？

朱清时：中国现代最负盛名

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

言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只有高中

毕业证书，他不愿再花时间去考

文凭。我们脑袋不能太过一刀切。

像我这一代人，大学第三年，“文

革”开始了，后来补了一个毕业证

书，没有学位。出席活动时有介绍

我是博士学位的，我也会赶紧纠

正，我只是名誉博士。

记者：为什么南科大的招生

改革要从自授学位开始？

朱清时：我们的定位是一流

的研究型大学，能够招硕士、博
士，但是这在目前的审批体制下
不可能一步到位。中国高校为什

么这么多年冒不出尖？因为按照

目前的审批体制，不等个20年、30

年，招不到一流人才。这就造成新

建学校水平不高，老学校积弊重、

包袱重。这是中国一流高校搞不

上去的重要原因。中国高校要有

活力，一定要迈过“学位槛”，这一
步很险。但又是中国高校的必由

之路，中国高校恢复活力，必须自

授学位。

这是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回

归，不是创新，而是一种传统。中

国大学不像真正的大学，培养不

出好人才，找不到工作，国家发的

文凭含金量下降，农民工工资在

涨，大学生工资反而降低，这成为

不可逆转的社会选择。办大学不

能靠铁饭碗。这不是教育部批不

批准的问题，而是只有到了这一
步，学校才有希望。

记者：自授学位的改革对中

国高教制度而言意味着什么？

朱清时：中国大学自授学位

意义很大，全世界大学都是这样，

而唯独中国是国家学位，就像“铁

饭碗”。各个学校拼命去跟教育部

公关授权，而不是拼命提高教学

水平，这就是本末倒置。中国大学

要恢复活力就是要打破铁饭碗。

学位要受社会认可，而不是教育

部的章认可。改革开放之初，提到

下海，并不是人人敢去冒险。砸掉

铁饭碗，用自己的努力获得认可，

我想有的学校会害怕，但是改革

开放三四年之后，下海成了风气。

我想，不会超过三四年时间，自授

学位也会成风气。总得有人迈开

第一步。

没有得到教育部招生

批复、喊出“自授文凭和学

位”的南方科技大学近日来

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支持

者有之，观望者有之，主管

部门教育部却始终没有在

公开场合正式回应。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朱

清时掌舵的南科大改革，究

竟是否离经叛道？需要真正

突破的困境是什么？

“南科大的改革不是离

经叛道，而是改革先行者。”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

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朱清时

发出公开信的第二天，熊丙

奇就撰文为南科大改革叫

好。

熊丙奇认为，南科大改

革要突破的困境来自三个

方面。

“首先，是政府与学校

关系调整不明朗。”他认为，

在推进高校办学自主权的

改革中，学校招生、颁发学

位不应靠审批，政府只是起

到投资举办、依法监管的作

用，这是政策层面的风险。

“教育部不表态不是坏事。

教育部如果表态支持南科

大的改革，那么说明中国教

育改革真正启动了。如果叫

停，或马上给南科大发一个

招生许可证，又走了行政审

批的老路，不一定是好事。”

其次，学校完全自主办

学，不知道怎么建。中国大

学办学思维习惯了按照上

级通知，等、靠、要。“在此之

前，南科大的改革是时时刻

刻等批文，因此很多人不看

好。”熊丙奇说，“恰恰南科

大发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

的呼声，迈出了这一步，摆

脱了行政框架。被逼出来的

改革才是真改革。”

第三，改革还需要突破

公众和受教育者观念的制

约。熊丙奇说，目前，我国社

会正在经由学历社会向能

力社会转变，读书不追求学

历而是真正获得能力是未

来的方向，但人们一时还难

以接受。“哈佛大学的学位

也是大学自己颁发的，为什

么世界各国都承认？如果10

年后，再看今天南科大的改

革，就会觉得再正常不过

了。” 本报记者 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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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改革

面临三困境

19日，朱清时在办公室接受
了本报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