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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围绕北大改革的争论，反映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我们一些长期工作在校园里的人，也很容易
忘记社会为什么需要大学，大学要教员干什么，更不清楚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大学理念的实现。
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澄清有关大学改革问题上的一些混乱观念。
　　本书收集了我最近有关大学和大学改革的几篇文章，其中（大学的理念与治理）是我为北大教育
学院教育学博士生班所作的讲座；（大学的逻辑与大学改革）、（终身教职的理想与现实）、（学术
自由与学术规范）、 （一流大学与本土化）、 （大学改革与公共理性）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龙
希成先生和赵晓博士对我所作的长篇专访； （大学何以基业长青）和（研究型大学商学院之知识创新
）系根据我的两个公开演讲整理而成。
此外，经作者本人同意，本书附录收录厂周黎安和柯荣住的（从大学理念与治理看北大改革，郑志刚
的（也淡“如何改革大学”）和邓峰的（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的法学思考）。
这三篇文章及其引用的　　相关文献，可以作为我的观点的补充。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一本有关大学的节， 虽然在过去5年里，作为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我一直
没有停止过对有关中国入学改革的思考。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伴随北人改革方案的提出，我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场波及海内外的有关大学改
革问题的争论中，对我的批评比我自己的观点还要流行。
在这个过程中，我尽量保持低调，多听听别人的高论。
们有些话还足不得不说， 因为我不愿意让没有逻辑的观点流行， 同吋，作为学者，我认为自已有责
任澄清一些理论卜的混乱。
所以在2003年9 ，当有关北大改革的争论趋于平静的时候， （21世纪经济报道）的龙希成先生希望就
大学和大学的改革问题对我作一个长篇专访，找欣然按大学的逻辑　　受了，但前提是只以一个学者
的角度，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
这个采访在该报连载丘期，每期一整版，在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之后，策划编辑吴兴元先生又怂恿我出一本书，我半推半就地同意厂、这样就有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这本书。
　　本书所述内容可以用“大学的逻辑”五个字来概括。
我所讲的“大学的逻辑”，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这样几句话：如果说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
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那么，大学的教师队伍必须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
好，最具有使命感、责任心和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
为此， 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 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
学术自由、学术评价标准、教授在学校中的权力等等， 都具有内生性。
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 大学变成了 “家族组织”。
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 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 不引进外部竞争，就不可　　能有真正
的学术自由， 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 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学文化。
　　我要在此申明的是，本书中表达的观点纯属个人观点，与我所服务的机构无关。
书中的任何错误，责任全由我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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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维迎简历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
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
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
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主要著作：《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
》、《产权、政府与信誉》、《信息、信任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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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1 大学的理念与治理2 大学的逻辑与大学改革3 终身教职的理想与实现4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5 一流大
学与本土化6 大学改革与公共理性7 大学何以基业长青8 研究型大学商学院之知识创新附录从大学理念
与治理看北大改革也谈“如何改革大学”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的法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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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学的逻辑与大学改革　　北大的改革，是真正按照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
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
实现这一理念的最重要条件是，大学的教师队伍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创造力、最
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
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为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中国大学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主要不是教学方法问题，而是教员素质问题。
教师不创造知识，就很难培养出具有良好研究能力的学生。
　　要实现大学理念，必须对中国的大学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大学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
政府高度管制、政府主导的大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的逻辑更不可能是真正的研究型大学
。
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导致了大学的“家族化”，家族化的大学不仅有内部的等级体系，而且对外来的人
有很强的排斥力。
学术自由和平等的学术交流是根本不可能的。
社会改革与修理机器不同，只能在行进中进行，而不可能用休克疗法。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找好“突破口”先“牵”一“发”而后动全身。
教师人事体制改革作为大学改革的“突破口”，即合理又可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每一个大学的校长都应该是一个改革家，要有改革的勇气和魄力。
　　龙希成：自今年5月北京大学推出(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以来，社会上有很多讨论，有的争论很
激烈，到后来似乎批评的声音更　　多一些。
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大学的官本位问题，教授治校还是官员治校的问题，行政改革与教师体
制改革谁先谁后的问题，学术自由的问题，评价教员的学术标准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引入校外评鉴甚至
国际评鉴的问题)，中国的文史哲与国际学术在评鉴标准上可不可比的问题，中国大学应不应该引进外
国好的大学管理模式的问题，要不要留本校毕业生的问题，方案对中青年教师是否公平的问题，方案
合法性依据的问题，大学应该如何对教员管理的问题，要不要有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问题等
等；甚至大家还讨论到这次推进改革的方式，是要采取邓小平式的“不争论"还是采取目前这种公开讨
论的“商议式民主”。
　　张教授。
大家都知道你是这次北大教师制度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你虽然有一个关于的近三万字的“说明”，但在经过这么多讨论——有些包含对和“说明”本身的误
读——之后．社会上仍然很关心你对于所有这些有关大学改革问题的思考。
你如何看待这场讨论?特别是，有一种批评认为，你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革北大。
您认为这种批评有道理吗?　　张维迎：对改革方案有不同意见，这很自然。
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对改革方案的完善都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有关大学体制更深层
的问题。
但有些误解还是有必要澄清。
在我看来，北大这次改革，是真正按照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
　　大学的逻辑　　也许由于我的学术背景，加上我在“说明”中有时把大学和企业作对比，有人误
以为我们是用企业的逻辑改革北大。
我很遗憾。
其实，我想强调的正是大学与企业的不同，如为什么大学要有终身职位，而企业不能有。
有些学科的教员对搞经济学的人不以为然，我能理解。
但讨论改革方案是否合理，应该就方案本身讨论，而不应该因“人”废言。
事实上，参与方案起草的人大部分不是学经济学的，而是搞人文和自然科学的，更不用说决策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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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这次改革是用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这涉及到大学的理念。
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
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
但大学的这种理念不可能自动实现。
实现这一理念最重要的条件是，大学的教师队伍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创造力、最
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为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但不是全
部)。
　　我们必须承认，在总人口中，能担当起完成大学理念重任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
如果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不能保证教师队伍由最优秀的学者组成，仅有学术自由是不够的——事实上
，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这一点我们到后面详谈。
北大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的改革，保证能在北大长期任教的教授一定是
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实现北大的理念。
这就是这次改革的逻辑。
　　我们认识到，尽管大学的理念与企业不同，但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组织，大学与企业在管理方面
也有一些共性。
比如说，无论学术界还是企业界，竞争都是选人和激励人的重要机制。
我们不能因为企业用竞争的手段，就认为大学不能引入竞争，否则就是按企业的逻辑改革大学。
大学的理念必须通过学术竞争来实现(当然，大学的学术竞争与企业的市场竞争也不完全相同，这一点
我们也在后面详谈)，这是学术自由的应有之义。
　　赵晓：这次北大改革方案一推出，就引起了轰动，社会上有些人惊讶，这么大的改革方案一下子
推出来，其中的背景究竟是什么?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大启动这次改革是因为政府给了钱让搞一流大学
，是为响应建设一流大学号召而改革。
　　张维迎：我的理解恰恰相反。
如果为了向政府要钱，最好不要改革，因为政府给钱并不以启动改革为条件。
事实上，就财政支持而言，这次改革是要冒风险的：如果对于北大推出的改革政府有关方面不高兴，
到手的鸭子就可能要飞了。
所以，改革不是为了要钱，因为给你再多的钱，如果你本身做不出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个钱就白给了
。
如果仅仅是为了钱，就没有必要办大学，办一个公司就可以了。
当然，北大是全中国人的大学，国家对北大的支持最多，北大校领导有一种压力和责任感，北大要有
一流的教师，要做出一流的研究成就。
这在情理之中。
　　北大的改革其实并非突然。
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由政府主导的大学管理体制，与大学的功能并不相容，根本没有
办法实现大学的理念。
我们通过考试制度可以招来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他们的创造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多的学生毕业
以后都希望出国，到国外去拿博士学位?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办法提供能够满足我们的学生所期望的
那种教学和研究水准(和环境)。
　　许多人批评中国大学生“高分低能”。
为什么“高分低能”?“高分低能”主要不是教学方法问题，而是教员素质问题。
教师不创造知识，就很难培养出学生的研究能力。
国外优秀大学的教员都在从事本学科最前沿问题的研究，他们能把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带进课堂，
把学生引导到学科前沿，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但我们国内大学好多教师本人并不从事有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根本不知道本学科的前沿是什么，上课
只能用陈旧的教材(学术成果进入教材有一个滞后期)，只能照本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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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能走在学科前沿?怎么能有创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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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围绕北大改革的争论，反映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我们一些长期工作在校园里的人，也
很容易忘记社会为什么需要大学，大学要教员干什么，更不清楚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大学理念的实
现。
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澄清有关大学改革问题上的一些混乱观念。
　　本书收集了我最近有关大学和大学改革的几篇文章，其中（大学的理念与治理）是我为北大教育
学院教育学博士生班所作的讲座；（大学的逻辑与大学改革）、（终身教职的理想与现实）、（学术
自由与学术规范）、　（一流大学与本土化）、　（大学改革与公共理性）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
者龙希成先生和赵晓博士对我所作的长篇专访；　（大学何以基业长青）和（研究型大学商学院之知
识创新）系根据我的两个公开演讲整理而成。
此外，经作者本人同意，本书附录收录厂周黎安和柯荣住的（从大学理念与治理看北大改革，郑志刚
的（也淡“如何改革大学”）和邓峰的（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的法学思考）。
这三篇文章及其引用的　　相关文献，可以作为我的观点的补充。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一本有关大学的节，　虽然在过去5年里，作为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我一
直没有停止过对有关中国入学改革的思考。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伴随北人改革方案的提出，我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场波及海内外的有关大学改
革问题的争论中，对我的批评比我自己的观点还要流行。
在这个过程中，我尽量保持低调，多听听别人的高论。
们有些话还足不得不说，　因为我不愿意让没有逻辑的观点流行，　同吋，作为学者，我认为自已有
责任澄清一些理论卜的混乱。
所以在2003年9　，当有关北大改革的争论趋于平静的时候，　（21世纪经济报道）的龙希成先生希望
就大学和大学的改革问题对我作一个长篇专访，找欣然按大学的逻辑　　受了，但前提是只以一个学
者的角度，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
这个采访在该报连载丘期，每期一整版，在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之后，策划编辑吴兴元先生又怂恿我出一本书，我半推半就地同意厂、这样就有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这本书。
　　本书所述内容可以用“大学的逻辑”五个字来概括。
我所讲的“大学的逻辑”，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这样几句话：如果说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
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那么，大学的教师队伍必须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
好，最具有使命感、责任心和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
为此，　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　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
学术自由、学术评价标准、教授在学校中的权力等等，　都具有内生性。
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　大学变成了　“家族组织”。
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　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　不引进外部竞争，就不可　　能有真
正的学术自由，　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 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学文化。
　　我要在此申明的是，本书中表达的观点纯属个人观点，与我所服务的机构无关。
书中的任何错误，责任全由我自己承担。
　　　　张维迎　　200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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