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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探究软件人才教育改革与软件精英成才之路的书。
 作为人才大国与教育大国，中国发展软件产业理应有着最为得天独厚的 条件——人力资源。
可现实远比逻辑复杂。
人们在IT招聘和就业市场的两端 时常看到：一头是因“无米下锅”（招不到足量适用人才）而心如火
焚的软件 企业，另一头却是背负着全家积蓄和期望寒窗苦读，毕业后却求职无门的计 算机专业大学
生们。
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到了比须改革的 时候。
 本书以“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的创立和发展为主线，以对包括两院院 士在内的100多位高校师生、
政府官员、企业领袖、软件精英等的第一手采 访为素材，生动描述了21世纪头10年发生在中国高等教
育领域里一场仍在继 续的改革。
 作者以报告文学的手法，为读者全景式展示了这一领域改革的进程，资 料丰富而翔实，原生态叙述
与理性分析并重，读来既趣味盎然又发人深思。
 “用最优秀的专家讲最先进的东西”、“给教学穿上‘红舞鞋”’、“ 微软工程师的一堂‘做中教
’等给出了教育管理体制与教学改革的操作路径 。
“从一位毕业生的‘文化告白’说起”、“‘大学行政化’的文化辨析” 、“‘大学还是企业’？
”等写出了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和漫长。
“‘从 影后和影帝做起’？
”、“沟通是哲学意义上的一种技巧”、“让优秀成为 性格和习惯”、“‘情商’不只是职业阶梯”
等，则把笔触从“学校”延伸 到了“职场”，对软件精英职业生涯中的问题作了生动的探讨和阐发，
给出 了成功的范本。
全书揭示了一个规律：软件产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 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教育的竞争是教育
改革的竞争——“教育创新也是核 心竞争力”。
 马克思有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对于进入新世纪以 来便备受争议、频遭批判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而言，目前最重要的也许不是 高
声责难，而是实际行动。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 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改革，包括成就和经验，问题和阻
力，才特别值得探究和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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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全景展示“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改革发展的作品。
全书以对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100多位高校师生、政府官员、企业领袖、软件精英等的第一手采访资料
为素材，用报告文学的手法、批判理性的视角，为您倾情讲述了新世纪头10年37所国家示范性软件学
院的发展历程，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希望和艰辛。
    这又是一部探索软件精英成才之路的作品。
作者在讲述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改革发展的同时，还把笔触从“学校”延伸到了“职场”，用原生态
的素材、全景式的扫描，向您纵论了新时期发生在校园和职场里一个个撩动“软件青年”心扉的事例
，揭示了软件精英的必备素质和成才路径，资料丰富翔实，读来既趣味盎然又发人深思。
    本书适合软件学院师生、软件从业者、特别是渴望成为软件精英的青年阅读，也值得所有关心新世
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中国软件产业发展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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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丽华，《计算机世界》报社资深记者，IT业著名评论人。
1971年作为文艺骨干参军，后在部队提干。
1982年转业到江苏省电子工业厅，曾任机关党委委员、团委书记、《江苏电子报》常务副主编等职。
1988年跻身IT传媒领域，撰写了《我们距离信息化还有多远》、《寻访计算机外企的中国雇员们》、
《Internet冲击波》、《面对联合大潮的思考》、《发自中关村的SOS》等一系列深度报道，获得读者
广泛好评，引起的反响超出了计算机界。
其中1997年撰写的《Internet冲击波》系列报道长达49集，是国内最早关注并系统宣传互联网的文章，
系列报道《寻访计算机外企的中国雇员们》连载期间，多家报刊要求转载，许多读者一集一集地等着
看。
 
    1998年开始连续4年在《计算机世界》开设“丽华专栏”，就这期间与IT相关的重大事件和焦点热点
话题发表了200多篇评论。
在业界影响深远，被誉为“IT领域第一专栏”。
曾多次对话中外IT业界顶级领袖，多次受SUN、思科、LG等跨国公司邀请赴海外采访。
作品以言论、述评和系列报道居多，兼有散文和杂文，视角独特，笔锋犀利，文风朴实，多次获得部
、省和中国产业报协会好新闻奖。
曾应《中国记者》杂志之邀，以《相信情商》为题撰文回顾自己作为“老三届”一员的拼搏和心路历
程，发表后感动了不少人。
出版过《败将之鉴》、《电脑与网络》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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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教育创新也是核心竞争力” 第一章　膨胀的高等教育，短缺的软件人才 　(一)大扩招背景下的
软件人才荒 　1.扩招，扩招 　2.软件产业变局 　3.副部长的刺激：计算机企业见不到计算机专业的学
生？
！
 　(二)“惑”在何方 　1.从清华学子的困惑说起 　2.符合企业标准的人才还不到1％？
 　3.最好的高校都搞综合性研究是个很大的误导 　4.糟糕的SCI指标体系 　5.呼吁大学群落的“生物多
样性” 第二章　软件学院试水高等教育改革 　(一)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需要突破口 　1.一个“可
能总理都摆不平的问题”？
 　2.“中国的试点文化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3.“软件学院承载着一种历史使命” 　(二)教育“特区
”问世 　1.“从未有一个文件打破那么多教育禁区” 　2.评审那天“爆了棚” 　3.有形之手 　4.“足
可以写一部电视剧” 　5.“我们不必花钱” 　6.很多事情要拉开一定距离才看得清楚 　(三)“造势也
由人” 　1.“双栖型”学者走上前台 　2.“理事长” 　3.官员们 　4.院长们 　(四)学生“下线” 　1.
出入意料的就业率 　2.“就业明星” 　3.“薪水也是一把尺子” 　4.“后劲”几何？
 第三章　不一样的二级学院 　(一)不只是扩招和收费那么简单 　1.既生瑜何生亮？
 　2.“闹到了教育部” 　3.“指挥棒”变身 　4.考虑10年以后的竞争力 　5.绕不开的学科建设 　6.“
保留两种意见让大家去评判” 　7.中国式“住宿学院”？
 　8.与学生“神交”的老师 　(二)“不办学，办管理” 　1.用最优秀的专家讲最先进的东西 　2.来自
好莱坞的系主任 　3.Nice is a　circle　4.动动教授的奶酪 　5.给教学穿上“红舞鞋” 　(三)靠特色活着 
　1.与计算机学院抢饭碗就失败了 　2.“奥运会尹：幕式上最紧张的观众” 　3.一个学院—条路 　4.
大学不是“流水线” 　(四)国际化之路 　1.“进圈子不需要理由” 　2.“你的母语必须是英语” 　3.
在印度的日子里 第四章　重提“千程师的摇篮” 　(一)瞄准软件工程师 　1.为工程师正名 　2.硕士的
“工学”与“工程”之争 　3.“目标导向”和“精品课程” 　4.Computer+X 　5.此“工程”已非彼“
工程” 　(二)另类的课程别样的教法 　1.直面三大挑战 　2.“做中学”登场 　3.微软工程师的一堂“
做中教” 　4.“成就感”从何处来？
 　5.“折衷、交叉”也是一种模式 　(三)另一种“顶天立地” 　1.实训VS实习 　2.素质教育，“着力
点”不再是个问题 　3.孔子76代传人的“餐行健” 　4.“为企业”还是“为产业”？
 第五章　改革的“深水”，发展的“蓝海” 　(一)不差钱，差制度 　1.有限的“特区”　2.“我要是
那个处长我也不愿意” 　3.“上面的圈不圆底下的圈再怎么也圆不起来” 　4.“一校两制”的是是非
非 　5.“如果要等所有条件都到位那就什么也别做了” 　(二)更新文化传统是最大的难题 　1.从一位
毕业生的“文化告白”说起 　2.“教育改革也要从文化的角度反思” 　3.软件学院需要什么样的“文
化名片” 　4.“大学行政化”的文化辨析 　(三)企业化运作之思 　1.“大学还是企业”？
 　2.理事会和董事会 　3.软件学院教育改革也要体现公平 第六章　软件精英的职业生涯 　(一)职业规
划中的几个“入门级”问题 　1.一辈子做个程序员？
 　2.“要挣钱，学软件”？
 　3.“从影后和影帝做起”？
 　4.“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二)“后英雄时代”软件精英的几种职业能力 　1.青睐循规蹈矩的人 
　2.重提“螺丝钉精神”？
　3.“沟通是哲学意义上的一种技巧” 　4.“不怕没有专业知识就怕没有领域知识” 　(三)先做人后
做事 　1.“人才一定是先做人再做事” 　2.“商道即人道” 　3.让优秀成为性格和习惯 　4.“情商”
不只是职业阶梯 附录　37所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名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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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决策和操作几乎都会引发争议，高校大扩招也不例 外。
如果说有何特殊性，那就是相关争议的话题——特别是扩招与大学生就 业，扩招与教育质量，扩招与
教育收费，以及与收费相关的教育产业化、教 育公正性等等——因关乎太多人的利益而备受关注。
 以最受关注的“扩招与大学生就业”的争论为例，按照经济学家胡鞍钢 的说法，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
大挑战是高失业。
而近年来就业市场上最受关 注的又莫过于大学生就业难。
从“零工资就业”的辛酸，“名校生养猪”的 争论，到大学生技校回炉的“自觉”，教育部严查就业
率造假的举动，再到 那幅流传甚广的“生生不息，届届失业”的毕业生自嘲的对联，无不让人体 味
到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挤压，反映着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
 谈及个中缘由，不少人首先归罪于高校扩招，其次才是就业渠道、用工 制度、专业设置、教育理念
、产业结构、就业培训等方面的问题。
但也有不 少人鲜明地提出，扩招不应成为大学生就业难的“替罪羊”。
这当中一个最 直白的理由，莫过于一位新浪网友所说：不管扩不扩招，要找工作的人的总 数是不变
的，限制乃至取消扩招，只会让社会上充斥着大批非大学生失业人 口和大量廉价劳动力而巳。
原教育部学生司司长、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 振元也指出，不是说扩招了才有这些人的就业问题，
“他们早巳出生了，等 着就业呢”。
摆在高中毕业生面前的问题不过是：马上就业，还是上了大学 再就业。
 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被认为是“高考扩招的推 手”。
1998年11月，他和夫人左小蕾上书中央，建议3年内把中国高校招生 规模扩大一倍。
所陈述的理由中就明确包括发挥大学“就业蓄水池”作用， 推迟初次就业时间，缓解就业压力在内。
 本书无意介入相关问题的质疑和争辩。
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无论大 扩招的运作中有何失当或不足，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都是由此
而始的 ，而大众化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要求。
 第二，无论争辩各方的话语有何失据甚或偏执，大扩招后中国高等教育 的改革和发展都会从中受益
，这是最值得称道的事情。
毕竟，对于中国高等 教育而言，扩招是发展，发展却不只是扩招。
 举例来说，当高等教育通过持续扩招走向“大众化”、“去精英化”时 ，当超过1／3的适龄青年通过
高等教育走向就业市场的时候，教育与产业的 大对接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由此引发的高等教育改
革也必须提速，否则 无论产业发展还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会陷入困境，更遑论教育质量的提高和 大
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了。
 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新世纪迅速崛起的中国软件产业，正是特别需要高 等教育与之对接的领域。
而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注定 会从这儿推开一扇窗子。
 如果按产业需求给中国高校扩招的受益者排个序，软件产业无疑应是这 一序列中最大的赢家。
因为软件是典型的人才导向型产业，软件及信息服务 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人才的质量数量和分布。
 中国古代典籍喜用“逐水草而居”描述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便记载，
以畜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 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
 相比之下，软件企业则是“逐人才而居”，人才是软件矿藏中真正的金 沙。
在合格的软件企业家看来，淘金软件其实就是淘金人才。
因而教育发达 的地方，通常也是最适合软件企业发展的地方。
 而恰恰在高校大扩招的第二年即2000年，中国软件产业开始了前所未有 的变革。
 这一年的6月，国务院印发了对中国软件产业影响深远的“18号文件” 。
这份题为《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文件要求： 通过政策引导，鼓励资金、
人才等资源投向软件产业，力争到2010年使我国 软件产业研究开发和生产能力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
平。
 作为“国内除汽车产业外，唯一一个产业扶持性政策”的文件，18号文 件在其13章53款的内容中，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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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软件产业的达11章39款之多，所提出的优惠 扶持政策，惠及软件产业投资融资、税收、技术、出口
、收入分配、人才培 养等方方面面。
2002年7月，国务院又下发了作为18号文件延续和细化的《 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简称47号文件）
，对软件产业发展的目标、思路、 工作重点、政策措施等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
这些政策对软件产业支持力 度之大、覆盖面之广连业界人士都有些始料不及。
 政策春风所及，中国软件产业迅速升温。
 2001年4月10日，笔者作为IT专业媒体的记者来到江苏省昆山市，参加 信息产业部在这里召开的“全
国软件工作会议”。
 昆山是邻近上海的一座江南小城，京剧《沙家浜》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 带。
可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从上海机场一路赶来，感受最深的并非“芦花放稻 谷香岸柳成行”，而是掩映于
芦花岸柳稻田间那一大片蒸腾着的软件园区工 地。
昆山是当时中国软件产业变革的前奏和缩影，信息产业部把一个全国性 软件产业峰会放在这样一座县
级小城召开，暗示着一种示范效能。
顺便指出 ，如今的昆山无论地区生产总值（2009年为1750．08亿元）、财政收入总量 （320亿元），
还是人均GDP和人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 第一县”，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各县（
市）之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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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产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
 《软件精英是这样炼成的》以“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的创立和发展为主线，以对包括两院院士在内
的100多位高校师生、政府官员、企业领袖、软件精英等的第一手采访为素材，生动描述了21世纪头10
年发生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里一场仍在继续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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