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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与未来同行》汇集了近八年来我所撰写的25篇与人才成长、科技创新
、企业文化和青少年教育等相关的文章。
从写于八年前的《我的人才观》，一直到这个月才刚刚写完的《给中国高校的一封信》，它们中的每
一篇都是我在过去八年里用写作的方式关心中国科技与教育事业，关注中国青年学生成长历程的缩影
，它们中的每一篇也都凝聚着我对中国科技、文化与教育事业的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衷心地希望
每一位读者都能像本书书名所昭示的那样，真正成为理解未来、规划未来、迎接未来甚至开创未来的
新世纪的同路人。
为了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我以“未来”为主线，将这些文章划分为三个主题，它
们分别是：迎接未来——给青年学生的信这一部分收录的是我自2000年以来写给青年学生的七封公开
信。
以公开信的方式与广大青年学生交流思想，向他们介绍学习和成长的经验，这是我在经过了认真而审
慎的思考后所寻找到的一种最佳方式——它既符合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影Ⅱ向力最大化的目标，可以
让更多的青年学生从中受益，也有利于更加集中和深入地讨论诸如学习方法、生活态度、价值观、就
业与工作、理想与现实等广大青年学生普遍关心的焦点话题。
事实证明，我所发表的每一封公开信几乎都在青年学生的群体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只要看看“开复学生网”中成千上万的来自青年学生的热情反馈就不难知道，我为中国青年学生所付
出的一切是多么值得。
创造未来——网络时代的创新、人才与文化收录在这一部分的文章可以说是我写给中国企业的“公开
信”。
我在这些文章中剖析了微软、GoogIe等著名跨国企业的成功之道，探寻了网络时代中IT产业和现代企
业所要面临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并针对科技创新、人才战略以及现代企业的管理与文化等话题介绍了
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之所以要撰写并发表这些文章，我主要是希望在网络时代已经来临的今天，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越
来越“平坦”的时候，中国的企业应该尽快做好应对全球化市场和国际化挑战的准备，应该积极向成
功的跨国企业学习先进经验，在人才储备、技术研发、领导团队、管理方式等方面尽快使自己与国际
接轨，以便更好地把握新时代为我们带来的巨大机遇。
憧憬未来——未来一代的教育和成长收录在这一部分的文章均与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及青少年的成长相
关。
其中不但包括我写给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人或高校管理者，探讨中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公开信，
也包括我向关注中国教育事业的人以及广大学生和家长介绍国外教育领域的成功经验，推荐有利于青
少年成长的先进教育理念的文章，甚至还包括回忆我自己的大学生活的一篇“趣文”。
我想，中国发展的根本在于教育，在于未来一代的健康成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根本上关注中
国教育，为青年一代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世纪”也就离我们越来越
近了。
在重新整理本书所收入的25篇文章时，读着自己熟悉的文句，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在最近这八年的时间
里所经历的一切。
我发现，在这倏忽即逝的八年时光里，我自己改变了许多，还做了许多与我的职业没有直接关联的事
情。
八年前，我从未用中文撰写和发表过文章，可在这八年里，为了帮助中国青年学生，为了与中国企业
、高校乃至政府分享自己的思想和经验，我居然用中文写作了近百万字，其中包括两本书，七封给中
国青年的公开信，我的博客，还有数千个“开复学生网”的帖子。
在这八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远离教职多年的人，一跃而成为了众多青年学生口中的“开复老师”；
我从一个不懂教育的外行，变成了一个在2004年完成一份长达百页的《在中国创立一所世界级非营利
私立大学》的规划书的“关注教育事业的热心人”⋯⋯是什么造成了我的这些改变呢?·是责任感——
我在中国看到了许多有潜力的青年没有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我看到了很多有潜力的企业没有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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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成功，我也看到了很多高校和父母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教育方式。
我希望能把我自己在世界一流的学府、世界一流的企业所看到的和所学到的，用中国人易于理解、易
于吸收的方式表达出来，帮助更多的人走向成功。
·是使命感——我出生于热爱中国的家庭，受教于进步的美国学校，我是一个跨越中西文化的代表。
我曾教导过勤奋的中国学生和积极的美国学生，我看到了一个结合中外优势的绝佳机会。
作为充分体验西方文化的炎黄子孙，我愿意做一个指路人，帮助中国青年远离困惑，步入卓越，我也
愿意根据我自己在指导青年学生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方法和经验，为其他致力于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人
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是感情——在和中国青年交流的过程中，我感到的不只是责任、机会和潜力，我感到了广大青年学
生无比的真诚。
无论是开复学生网的志愿者，还是每次演讲时围绕在我身边的学子，无论是南大学生送我的“两百封
信”，还是中财学子送我的“剪贴簿”，无论是青岛、哈尔滨学生的联名签字活动，还是在武大、安
徽大学、西电聆听我演讲的数万名学生，他们的真诚最让我感动，也让我更愿意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
关注他们成长的事业中去。
中国的青年，希望这本书能伴你同行，帮助你用坚定的步伐和无限的激情走向属于你自己的美好未来
。
中国的企业，希望这本书能为你带来灵感和信心，帮助你的企业在国际化的大舞台上从容应对，决胜
千里。
中国的高校，希望这本书为你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建议，帮助你在建设世界一流学府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
中国的家长，希望这本书给你带来启迪和智慧，帮助你培养出21世纪所需要的一流人才。
这本书的版税所得，我将全额投入“开复学生网”  (www.kaifulee.com)的开发与维护。
我希望能把“开复学生网”办成“中国青年成长离不开的互助平台”。
希望本书的读者都能来这个网站看一看，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成为该网站的志愿者，在自己学习和成长
的同时，也抽出时间为他人提供有益的帮助。
最后，感谢王咏刚、周虹、黄勇、黎松在本书选题、整理、编校和出版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感谢中央
电视台、山东教育电视台等电视媒体允许我在本书中发表相关电视访谈节目的实录文字；感谢“新台
湾人文教基金会”允许我在本书中收录其举办的“世界领袖论坛”中的谈话内容；还要特别感谢我的
妻子和孩子——她们不但支持我对教育、对学生的付出，甚至还参与和帮助我的工作——因为有了她
们的支持，我才能在为公司辛劳工作之余，仍可以抽出足够的时间来撰写相关的文章和书稿。
李开复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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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未来”为主线，划分为三个主题。
迎接未来——给青年学生的信：这一部分收录的是我自2000年以来写给青年学生的七封公开信。
以公开信的方式与广大青年学生交流思想，向他们介绍学习和成长的经验。
创造未来——网络时代的创新、人才与文化：收录在这一部分的文章可以说是写给中国企业的“公开
信”。
在这些文章中剖析了微软、Google等著名跨国企业的成功之道，探寻了网络时代中IT产业和现代企业
所要面临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并针对科技创新、人才战略以及现代企业的管理与文化等话题介绍了他
的想法和建议。
憧憬未来——未来一代的教育和成长：收录在这一部分的文章均与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及青少年的成长
相关。
其中不但包括写给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人或高校管理者，探讨中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公开信，也
包括我向关注中国教育事业的人以及广大学生和家长介绍国外教育领域的成功经验，推荐有利于青少
年成长的先进教育理念的文章，甚至还包括回忆李博士自己的大学生活的一篇“趣文”。
     本书汇集了近八年来作者所撰写的25篇与人才成长、科技创新、企业文化和青少年教育等相关的文
章。
它们中的每一篇都是用写作的方式关心中国科技与教育事业，关注中国青年学生成长历程的缩影，它
们中的每一篇也都凝聚着对中国科技、文化与教育事业的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
 中国的青年，希望这本书能伴你同行，帮助你用坚定的步伐和无限的激情走向属于你自己的美好未来
。
 中国的企业，希望这本书能为你带来灵感和信心，帮助你的企业在国际化的大舞台上从容应对，决胜
千里。
 中国的高校，希望这本书为你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建议，帮助你在建设世界一流学府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
 中国的家长，希望这本书给你带来启迪和智慧，帮助你培养出21世纪所需要的一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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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开复，祖籍四川，1961年12月出生于台湾。
11岁赴美求学，1988年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他所开发的世界上第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1988年最重要的
科学发明之一。
而他开发的“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于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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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部分 迎接未来——给青年学生的心  给中国学生的第一封信——从诚信谈起  给中国学生的第
二封信——从优秀到卓越  给中国学生的第三封信——成功、自信、快乐  给中国学生的第四封信——
大学四年应该这么度过  给中国学生的第五封信——你有选择的权利  给中国学生的第六封信——选择
的智慧  给中国学生的第七封信——世纪最需要的种人才第二部分 创造未来——网络时代的创新、人
才与文化  中国软件业的机会——抓住机遇、挑战未来  网络是泡沫吗?  新一代互联网的七大趋势  微软
的成功之道  Google的成功之道——引领“网络生存”的新型创新  我的人才观  对话——你是人才吗?  
对话马英九  科技、人才和教育——旅美三十载经验谈  Google和中国——追随我心的抉择第三部分 憧
憬未来——未来一代的教育和成长  我的教育观——融会中西、完整均衡  给李岚清副总理的一封信  美
国大学启示录  给中国高校的一封信——请培养世纪企业需要的人才  大学生活琐忆  李开复谈成长  给
家长的一封信  做最好的父母——《中国考试》节目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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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挑战自我、开发自身潜力    我在苹果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天，老板突
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替他的工作？
我非常吃惊，表示自己缺乏像他那样的管理经验和能力。
但是他却说，这些经验是可以培养和积累的，而且他希望我在两年之后就可以做到。
有了这样的提示和鼓励，我开始有意识地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学习和实践。
果然，我真的在两年之后接替了他的工作。
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的领导素质对于他将来的治学、经商或从政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里，我们都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领导才能。
同时，我建议你给自己一些机会展示这方面的能力，或许像我一样，你会惊讶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潜力
远远超过了想象中的那样。
    给自己设定目标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目标设定过高固然不切实际，但是目标千万不可定得太低。
在21世纪，竞争已经没有疆界，你应该放开思维，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给自己设定一个更具挑战性
的标准，才会有准确的努力方向和广阔的前景，切不可做“井底之蛙”。
另外，只在一所学校取得好成绩、好名次就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是可笑的，要知道，山外有山，人
上有人，而且，不同地方的衡量标准又不一样。
所以，在订立目标方面，千万不要有“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思想。
    一个一流的人与一个一般的人在一般问题上的表现可能一样，但是在一流问题上的表现则会有天壤
之别。
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说过：“不要竭尽全力去和你的同僚竞争。
你更应该在乎的是：你要比现在的你更强。
”你应该永远给自己设立一些很具挑战性、但并非不可及的目标。
    在确立将来事业的目标时，不要忘了扪心自问：“这是不是我最热爱的专业？
我是否愿意全力投入？
”我希望你们能够对自己选择所从事的工作充满激情和想象力，对前进途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
无所畏惧。
谈到对工作的热爱，我认识的一位微软的研究员曾经让我深有感触。
他经常周末开车出门说去见“女朋友”，后来，一次偶然机会我在办公室里看见他，问他，“女朋友
在哪里？
”他笑着指着电脑说：“就是她呀。
”对于工作的热爱，比尔·盖茨也曾有过非常精彩的阐述，他说：“每天早晨醒来，一想到所从事的
工作和所开发的技术将会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变化，我就会无比兴奋和激动。
”    几个月前，《北京青年报》上曾有一场探讨比尔·盖茨和保尔·柯察金谁更伟大的讨论。
由于从小在美国长大，我并不知道保尔和他的那些事迹。
但是，我非常赞同保尔的这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所以
，选择一个你真心热爱的事业，不断地挑战自我、完善自我，让自己的一生过得精彩和充实。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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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中国的青年,希望这本书能伴你同行，帮助你用坚定的步伐和无限的激情走向属于你自己的美好未
来。
    中国的企业，希望这本书能为你带来灵感和信心，帮助你的企业在国际化的大舞台上从容应对，决
胜千里。
    中国的高校，希望这本书为你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建议，帮助你在建设世界一流学府的道路上稳步前
行。
    中国的家长，希望这本书给你带来启迪和智慧，帮助你培养出21世纪所需要的一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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