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舆论热点视域中的高等教育十年变迁
刘 尧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浙江金华 321004）
1

摘要： 近十年中国高等教育舆论热点及其变迁主要集中在如下十大方面：大学去行政化从《规
划纲要》制订到《实施意见》出台；大学招生改革从不招“偏才怪才”到关注“寒门学子”；大学本科教
学从发布教学质量报告到全面整顿本科教学； 大学研究生教育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到建立系统管
理制度； 大学道德教育从倡议心灵富豪到出台学生管理《新规》； 大学教师评价从侧重追求学术
GDP 到偏重关注教育教学；大学学术治理从个别民间人士打假到建立健全学术规制；大学办学自
主权从自主招生权扩大到全面自主评聘职称；大学人才培养从探讨“钱学森之问”到开启“双一流”
建设；大学形象建设从网红毕业典礼演讲到校名越改越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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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year Chang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Hot
Points of Public Opinion

Liu� Yao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view,�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 321004）

Abstract: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hot� spots� and� their� changes�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mainly�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en� aspects.� The� de-administration� of� universities�
changes� from� the� outline� formulation� to�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opinions� for� implementation.�
The� university� enrollment� reforms� from� recruiting� "eccentric� talents"� to� pay� attention� to� "poor�
students".�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changes� from� issuing� teaching� quality� reports� to� compre-
hensively� rectifying� the� edition.� University� graduate� education� is� transferr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atic� management� system� from� emergency� management.� University� moral� education�
changes� from� spiritual� wealth� to� regulations.� University� teacher� evaluation� changes� from� the� pur-
suit� of� academic� GDP� to� focusing� 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is�
transferred� to�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academic� regulation� from� individual� non-governmental�
counterfeiting.� The� autonomy� of� running� a� university� expands� from� the� autonomous� enrollment� to�
the� full� autonomous� evalu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talents� starts� from� the� discussion� of�
"Qian� Xuesen's� question"� to� carry� on� the� opening�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The� con-
struction� of� university� image� changes� from� the� graduation� speeches� of� "net� red"� to� the� more� no-
ble�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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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到2019年十年期间，笔者以教育评论者
的视角，每月确定本月被舆论高度关注的一个高等教
育热点话题并撰写发表一篇评论文章。 今天对过去百
余个月的百余个高等教育热点话题进行梳理后发现，
近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热点话题主要集中在大学去行
政化、大学招生改革、大学本科教学、大学研究生教
育、大学道德教育、大学教师评价、大学学术治理、大
学办学自主权、大学人才培养、大学形象建设等十大
方面。 在此，透过这百余个高等教育热点话题评论，从
十大方面窥探舆论视域的高等教育十年变迁，希望引
起高等教育对自身发展的回顾与反省、唤起社会对高
等教育发展的关注与评论，进而为新时代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提供经验与动力、为未来的高等教育研究者
留存历史案例与资料。

一、大学去行政化：从《规划纲要》制订到
《实施意见》出台

今天的大学不仅“科长一操场，处长一礼堂，校长
一走廊”， 而且从书记校长到院系负责人都享有行政
级别。《广州日报》2012年7月4日报道，北京大学有5位
副校长和11位校长助理等共计27位校领导，校长助理
泛滥是大学行政化的真实写照。［1］2014年7月8日，一
封“炮轰大学校长就餐特权”的公开信，掀开了大学行
政化痼疾之表征。［2］行政化历来被学术界认为是大学
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逐步演变成社会舆论热点话
题。 2010年2月2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友
连线时指出：“教育行政化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
要设立行政级别。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编制中，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和建
议后，写入了“逐步取消高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
行政化管理模式”等内容。［3］

《中国教育报》2011年11月29日报道，湖南大学新
任校长赵跃宇公开承诺，在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
题、不新带研究生”。 赵跃宇尝试校长职业化的个体探
索，受到了舆论的广泛赞誉。［4］《中国教育报》2012年9
月开设“大学校长职业化大家谈”专栏，把大学校长
“要不要职业化”引向了“如何职业化”，讨论认为，仅
有校长个体探索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做出制度性安
排等。《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5日报道，在临沂大学专
业技术岗位全员竞聘中，8位有正高职称的处长“辞官
从教”。 舆论认为，此举是打破大学“官本位”回归“学本
位”有益尝试。［4］《广州日报》2013年6月23日报道，浙江

大学53位校友会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达对
新任校长任命的诉求和期望。 舆论认为，这是社会对大
学去行政化与校长选拔模式改革的呼唤。［5］

《中国教育报》2013年10月18日报道，教育部出台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舆论认为，此举是对大学去行政化的
积极探索，是一种进步。［5］《新京报》2014年8月10日报
道，《北京大学章程》（公开征求意见稿）显示，学生代
表可进入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核心机构。 舆论
认为，此举有助于推动大学去行政化以及管理与决策
民主化。 新华社（北京）2014年10月15日电，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指出，十三届四中全会
以来，党中央确定高校全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 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
发展规律，必须长期坚持并持续完善。 自此以后，大学
去行政化的探索转向了坚持与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2］

二、大学招生改革：从不招“偏才怪才”到
关注“寒门学子”

自主招生是为打破唯分数论， 给有创新潜质的
“偏才怪才”提供进入重点大学的途径。 然而，北京大
学招生办2011年1月23日公示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
制”推荐的210人基本是“全才”而鲜有“偏才怪才”。 北
大回应舆论质疑给出的理由是，难以确定“偏才怪才”
选拔标准，“偏才怪才”也不是学校希望的拔尖创新人
才。 舆论认为，在北大自主招生中“不拘一格选人才”
不仅流于形式，而且还以“全才”为理由从制度上摒弃
了“偏才怪才”。［4］《中国青年报》2016年7月8日报道，
恩平市理科状元获得某地产公司奖励的状元房一套。
舆论认为，这是北大清华争夺“全才”之高考状元导致
的状元文化异化。［6］

实践证明，统一高考是比较公平应当坚持的人才
选拔形式。 然而，统一高考招生中进入重点大学就读
的农村生源比例偏低、“寒门学子”“高考移民”等不公
平现象备受诟病。《长江商报》2011年8月8日报道，这
个时代“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舆论认为，“寒
门再难出贵子”严厉地拷问着教育公平。［4］2012年3月
3日，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
会议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异地高考并不是完全开放
而有准入条件：一方面要考虑城市承载能力；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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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需要家长在当地工作，等等。 舆论认为，异地高考
一旦放开，相应的“高考移民”等教育不公平现象就会
如影随形。［1］2019年5月5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出《关于
做好治理“高考移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成立
“高考移民”专项行动工作组，开展治理“高考移民”专
项行动。［7］

中国人民大学官网2011年10月28日公布， 将在
2012年自主招生中实行“圆梦计划”，该计划要求被推
荐的考生，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且家庭
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4］《陕西日报》
报道，2013年3月出台的《高陵县十九年无忧教育工程
实施方案》显示，从2013年起，高陵县财政在每年投入
3 200万元施行十五年免费教育基础上，再增加1 000
万元对考入普通大学的贫困生学费进行全额资助。 让
上学不再是家庭的沉重负担，是高陵县实施无忧教育
的最终目的。［5］中青在线（北京）2016年9月3日电，北
京大学迎来了4 000余名本科新生，其中农村学生700
余人，占比16.3%，创近年之最。 舆论认为，我国推动城
乡教育公平，不仅要从高考政策倾斜方面着手，也要
从推进高考公平与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着力。［6］

三、大学本科教学：从发布教学质量报告到
全面整顿本科教学

2013年8月有媒体报道，学生的社会实践出现“掺
水”现象，甚至异化成一场“盖章运动”，有流于形式的
趋势。［5］《南方都市报》2015年6月10日报道，江苏某大
学8名应届毕业生在酒店玩“炸金花”赌博游戏，迅即
受到社会舆论的热议，而大学不仅在舆论中缺席也没
有任何态度。［8］央视2015年6月29日播出一则新闻披
露，近年来大学“替课”人数逐年增长，还催生了“替课
族”成长的怪现象。［8］《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高校传
媒联盟的调查结果显示，29.31%的受访者社交应酬频
率每周达到两次以上，其中本科低年级占63.52%。 所
有受访学生中，38.08%在社交应酬方面的开销占生活
费的比例超过了30%。舆论认为，对于近年来大学课堂
之外学生群体悄然兴起的一些不良现象，大学管理不
能缺场甚至熟视无睹。［6］

《齐鲁晚报》2013年3月5日报道， 山东大学对368
名学生提出成绩警告，对“警告甚至多次警告，成绩依
然很差”的97名学生做出退学处理。 舆论认为，从受教
育者视角来看，劝退学生的做法有教育责任缺失的地
方。［5］中国青年网2014年11月11日济南电，山东有部

分大学推出“无手机课堂”行动，要求学生上课前先将
手机关机或静音上交，实行课堂手机“集体休息”。［2］

中国之声2015年9月11日报道， 南华大学2014级土木
工程大类的大二部分学生要靠抓阄来选择专业。 舆论
认为，抓阄确实概率上是平等的，但用于选择专业欠
妥。［8］2015年，厦门大学开设了“乳房美学”课程，随即
引来“无聊”“低俗”“哗众取宠”的舆论批评。 事实上，
是课程“无聊”“低俗”，还是舆论对课程的无端干预，
这是需要大学进行研究的问题。［2］

《长江日报》2011年9月30日报道，北京大学等多所
名校公布了2010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但是在这
些名校几千字的自评报告里， 竟然没有不足之处而受
到舆论质疑。［4］2012年1月5日， 教育部又推出了23门
“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 通过网络向社会大众免费开
放。［1］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4日电，教育部印发《关
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全面整顿本科教学秩序，严
格过程管理，蒸干“水课”打造“金课”。 2018年11月3
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指出，亟需停办“对不起良
心的专业”。［9］中新社（北京）2019年4月9日电，教育部
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即建设一万个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一万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

［10］国家与社会日益重视本科生教育。

四、大学研究生教育：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到
建立系统管理制度

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某某在宿舍自杀身亡一
事，在两个月之后的2010年1月成为舆论焦点。 舆论认
为，杨某某携母亲读研被不孝骂名压垮，折射出大学
管理人文关怀缺失。［3］复旦大学官微2013年4月16日
消息，该校研究生黄某因饮用寝室饮水机中含剧毒化
合物的水抢救无效身亡，投毒者是其室友林某。［5］AI
财经社2017年9月1日报道，清华大学发布了一则涉及
11名研究生违纪的处分公告。 舆论认为，清华此举无
疑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具有积极效应。［11］2018年1
月1日， 一篇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
陈某某性侵扰女生的博文“炸开了”，经查情况属实，
陈某某受到撤职等处分。［9］教育部2019年1月11日发
布通报，电子科技大学和西南大学发生了影响恶劣后
果严重的研考事件，给予两所学校校长和相关副校长
行政警告、行政记过等处分。［12］

2010年8月24日发布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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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46%的博士生导师同时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 最多
的高达47名， 造成博士教育水平下降和学术质量滑
坡。［3］新华网2012年10月31日报道，中山大学将在11
月底为身家50亿元以上的企业家开设后EMBA班。 舆
论认为，这种“傍大款”行为有违教育公平正义。［1］澎
湃新闻2015年1月发布一则《湖南大学接受17名他校
研究生转学被指暗箱操作》的报道称，湖南大学2014
年违规接收了17名从外校转入的研究生。 舆论认为，
这不仅是违规转学问题，而且践踏了教育公平。［8］《中
国教育报》2016年6月6日报道， 西南石油大学研究生
教育2016年起实行中期考核分流（淘汰）制，此举引发
了舆论对研究生淘汰制的热议。 舆论质疑，研究生淘
汰率低是研究生淘汰制流于形式之结果。［6］

《光明日报》2013年7月14日报道， 教育部等三部委
颁布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提出，从2014
年秋季开始，对研究生加大淘汰力度，改变单独评定研
究生导师资格的做法，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5］《中
国教育报》2018年2月10日报道，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
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指出，导师是
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 要求导师遵循研究生教育规
律、创新研究生指导方式，潜心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全
方位育人，做研究生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9］央
视网2019年7月5日报道，近日《关于拟予许XX退学处理
意见》和《关于拟予马XX退学处理意见》备受舆论关注，
主要由于博士研究生培养事实上是“零淘汰”机制，在
制度层面缺乏行之有效可操作性的淘汰制度。［13］

五、大学道德教育：从倡议心灵富豪到出台学
生管理《新规》

2010年10月16日，“官二代”李某某酒后在河北大
学校园飙车，撞飞两名女生还口出狂言：“你知道我爸
是谁吗？ 我爸是李刚！ ”舆论认为，要警惕“我爸是李
刚”之风在大学蔓延。［3］2011年4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董某发微博称：“当你40岁时， 没有4 000万身价
不要来见我……”舆论认为，教授应该教育学生确立
正确的成功标准。［4］《南方都市报》2013年11月20日报
道，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开展评选“校园女神”活
动。 舆论认为，这种以公益粉饰的赤裸裸商业活动应
叫停。［5］中新网2018年10月6日消息，部分高校的学生
会干部存在官僚化、庸俗化、功利化问题。为此，北京大
学等41所高校的学生组织联合发出《学生会、研究生会
干部自律公约》，要求学生干部恪守本分，摒弃庸俗习

气，反对官僚化作风，抵制社会不良习气侵蚀。［9］

《中国教育报》2013年9月3日发表《大学生每月需
要多少生活费》引起了社会对大学生“超钱消费”的热
议，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在录取通知书中建议每月
600元的消费标准，指出大学生要理性消费。［5］《人民
日报》2014年9月5日发表文章称，2014年新就业大学
生的平均月薪仅2 400元，四成毕业生还存在“啃老”现
象。［2］《武汉晚报》2015年10月13日报道，华中农业大
学发布了过去15天校园卡食堂消费记录，餐费平均值
在年级前10%的同学将取消贫困生资格， 相应的助学
金也要被取消。［8］网上有个故事：打球总穿着开裂发
黄鞋子的同学的妈妈省吃俭用几个月，花五百块钱给
他买了双打折的耐克球鞋，后来他的助学金资格因此
被取消了……舆论认为，以餐费和耐克鞋为由取消助
学金是管理者的傲慢与冷漠。［6］

2010年4月13日，在“首届中国心灵富豪学术交流
会”上，来自两岸三地的专家联合发出“倡议心灵富
豪，拒绝心灵垃圾”的倡议。 呼吁“让更多的心灵富豪
崛起为时代的风尚”。［3］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关
系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
问题。［12］教育部2017年2月4日发布了对2005年《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重新修订的《新规》，并规定
《新规》自2017年9月1日起实施。《新规》突出了立德树
人的根本要求，融入了以教育质量为核心、依法治校
与民主管理等新内容。［11］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北京大学考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希望广大青
年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
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
加瓦。［9］

六、大学教师评价：从侧重追求学术GDP到
偏重关注教育教学

《新京报》2011年2月26日报道， 清华大学从2011
年起改革创新博士生导师选聘制度， 全体副高以上
职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均具有博士生指导资
格，博士生导师要靠科研优势和能力吸引学生报考。

［4 ］ 有关媒体记者2013年1月9日从武汉大学获悉，根
据武汉大学管理办法，博士生导师须在科研成果、培
养质量、科研项目与经费、生源状况等方面具备一定
条件方可上岗招生。 依据此办法，500余名无经费、无
课题、无成果的“三无”博士生导师将“下岗待业”。［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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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2015年2月26日报道，27岁的陆盈盈成
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备受媒体关注。 舆论认
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有严格的任职标准，只有长期
探索学术问题、亲力亲为育人实践、养成自觉学术品
行，收获学术成就的人，才有资格享有教授和博士生
导师头衔。［8 ］

《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12日报道， 美国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 全球28个国家中中国大学教师工资最
低，加拿大刚入行的大学教师月工资和大学教师月平
均工资分别达到5 733美元和7 196美元， 是中国教师
收入的22倍和近10倍。［1］《广州日报》2016年1月10日
报道，因“拖延‘青椒’职称晋升”，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院长被一名“青椒”掌掴。［6］《光明日报》2014年1月4日
报道，浙江大学新设立一笔专门用于额外奖励用心上
课教师的教学促进津贴与奖教金，2013年有两位教授
各获得高达100万的奖励。［2］《北京青年报》2016年2月
15日报道，从教32年的讲师退休后，被学校返聘为副
教授并继续为本科生授课。 从“三不讲师”到“口碑教
授”可见，舆论在狂赞“口碑教授”的同时，猛批大学
“重科研、轻教学”的教师评价制度。［6］

《中国青年报》2011年3月21日发表了《各取所需
国家出钱？ 名教授违规兼职曝灰色利益链》的调查，揭
开了大学人才争夺隐藏的多方受惠的灰色利益链。［4］

新华网（北京）2015年12月7日新媒体专电讯，中国政
法大学聘请“乒坛传奇”邓亚萍为该校兼职教授引发
舆论质疑。［8］2017年5月3日起，一条关于清华教授颜
宁受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微博持续
发酵，颜宁“出走”美国是人才流动还是人才流失？ 教
育部2017年8月5日公示《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示范
校遴选结果》，进一步推动深化教师考核评价改革，中
国人民大学等40所高校入选示范校。《中国教育报》
2017年11月14日报道，教育部等印发《高校教师职称
评审监管暂行办法》， 将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
并明确了监管的内容和方式等，其目的在于激发教师
教书育人的积极性。［11］

七、大学学术治理：从个别民间人士打假到
建立健全学术规制

《北京青年报》报道，民间人士方舟子2010年7月1
日发出21条微博，质疑著名“打工皇帝”唐骏的博士学
位是假的。 随着质疑持续发酵，社会对“社会精英人
物”职业诚信进行的反思。《京华时报》2010年9月22日

报道，北京警方宣布，方舟子被打案告破。 方舟子通过
网络媒体对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某某的学术成果进
行“打假”， 肖某某未能升任院士而指使他人进行报
复。［3］东方网2012年8月4日消息，厦门大学医学院教
授傅某因伪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被辞退，北京化
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陆某将与自己姓名
同音的他人履历“合成”为自己的履历被开除。 两者起
因于方舟子2012年7月20日与27日的微博爆料。 舆论
认为，民间人士学术打假“成功”背后，是大学的失职、
教授的失信、学术的失范与公众的失望。［1］

中国青年网2014年3月9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张
杰庭在全国“两会”上爆料，国内一所著名高校买一台
6 000万的设备， 放了五年都没拆过包。 据张杰庭介
绍，按照有关规定，科研经费中的15%用于项目负责人
的消费。 近年来，科研经费每年递增超过18%，2012年
突破了万亿大关，占GDP的1.98%，2014年达到2.17%，
成为世界第三科研投入大国。 舆论认为，不能对年破
万亿的科研投入的“跑冒滴漏”风险掉以轻心。 中新网
（南京）2014年5月30日电，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宣布，以
涉嫌受贿罪对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
生予以逮捕。 经查实，2006年至2013年期间，蔡荣生利
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1 000余万元。 舆论认为，大学自
主招生、破格补录和调换专业日益成为招生腐败的重
灾区，严重危害着教育公平。［2］

2016年7月20日，时任合肥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朱某某的《关于梁某同志弄虚作假申报获得
“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杰出校长奖”的校内公开举报》在
网络上热传，该信举报梁某在“第四届全国教育改革
创新杰出校长奖”申报过程中“材料造假”等一系列问
题。 舆论认为，在波涛汹涌的舆论大潮袭来时，大学理
性迷失于息事宁人的情态。［6］《新京报》2019年2月10
日讯，演员翟某某的博士学位注水事件被四川大学官
网列入“学术不端案例”公示栏。 2月19日，北京电影学
院决定撤销翟某某的博士学位和其导师陈某的博士
生导师资格。［14］舆论认为，翟某某的博士学位注水事
件，不仅是一个影视演员的学术不端问题，而且是大
学坚守学术底线与建设优良学风的大问题。

八、大学办学自主权：从自主招生权扩大到
全面自主评聘职称

清华大学2010年11月19日发布消息，自2009年组
成的自主招生“五校联盟”，再增浙江大学、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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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形成“七校联盟”。［3］新华网（南京）2011年9月6日
电，2011年江苏首次试点高职院校注册入学。 舆论认
为，在高职院校遭遇生源危机的背景下，选用注册入
学招生策略，虽然多了一些悲壮色彩但也是自主招生
新探索。［4］《中国青年报》2014年2月22日报道，宁夏拟
对宁夏大学等4所高校的学费标准进行较大幅度上
调。 事实上，国务院2007年颁布《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
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规定，五年内高校学费、住
宿费标准不允许上调。 舆论认为，现在五年已经过去
了，学费上涨浪潮已经蓄势待发。［2］

2011年1月， 经过3年多建设的南方科技大学，获
得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准筹建，时任校长朱清时称“批
准筹建不等于批准招生”。 2010年12月17日，该校在没
有“准生证”的情况下发表声明称，学校自主招生，自
授学位和文凭。［4］教育部网站2012年4月24日公布了
《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 该校2012年4
月25日在官网上以“五年不懈努力，今朝终得正果”回
应了教育部的批复。 时任校长朱清时表示，成为合法
的高校后，将继续坚持“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改革
方向。［1］《光明日报》2018年4月3日报道，西湖大学获
教育部批准设立。 舆论认为，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
西湖大学以其“非营利性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属性，开
启了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新篇章。［9］

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
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
实行民主管理”。 依据高等教育法，职称评审等均属大
学办学自主权的范畴。 但是，在高等教育法实施10余
年的2012年，包括专业设置、职称评审等办学自主权
均受到政府太多的钳制而难以落实。《光明日报》2012
年10月13日报道，教育部颁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2012年）》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
置管理规定》，扩大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促进高校发
展特色专业办出特色。［1］《羊城晚报》2015年8月6日报
道，广东省在全国首次向高校下放职称评审等多项管
理权限。 舆论认为，广东省向高校下放职称评审权的
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 既实现了政府部门的简政放
权，又归还了大学部分办学自主权。［8］

九、大学人才培养：从探讨“钱学森之问”到
开启“双一流”建设

2010年５月４日，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北京

大学同学共度“五四”青年节时，一位学生提出了如
何理解“钱学森之问”。 温家宝说：“‘钱学森之问’对
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钱学森
之问”提醒我们思考“我国的大学怎样才能培养出
杰出人才”。 ［3 ］教育部等2017年1月24日联合印发
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
法（暂行）》，“双一流”建设受到了社会关注。 舆论认
为，从211、985工程建设转向“双一流”建设，是我国
高等教育由大到强所做的战略调整。 ［11 ］ 教育部等
2017年9月21日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名单，标志着迈向世界一流的“双一流”建设工程
破土动工， 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新征
程。［11 ］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到北京大学考察时发表讲
话，要求北京大学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北
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 而要办成“第一个北
大”。 习近平的一席话，击中了我国不少高校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实践中的拿来主义倾向，振聋发聩，发人
深省。［2 ］2017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参加上海
代表团审议，回应代表关于大学排名的发言时强调，
大学要看底蕴，别太在意排名。 习近平“别太在意排
名”的观点，引起了社会舆论对大学排名曲解误用的
广泛热议。 舆论认为，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大
学排名确实已经是难以消灭的客观存在， 并且越来
越成为社会认识大学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之一。 我
们要做的工作一是引导大学排名机构不断完善排行
榜， 二是引导大学排名使用者科学认识与合理运用
排行榜。［11 ］

《大众日报》2017年4月6日报道，山东省2017年财
政下达7.3亿元资金，对全省遴选出的32个一流学科给
予奖补支持。 舆论认为，不只是山东省，全国已有20多
个省份相继发布“双一流”建设计划，少则投入几亿
元、多则狂砸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建设资金。 学术
中国微信公众号2017年10月6日报道，“双一流” 大学
2017年预算统计出炉，预算收支总额排名前三位的分
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11］新华社（北
京）2018年8月6日电，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
峰计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校基础研究整体水平
显著提升……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
进入世界一流前列。 到2035年，我国高校基础研究在
一些重点领域实现学术引领……一批学科领域跻身
世界一流前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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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学形象建设：从网红毕业典礼演讲到
校名越改越高大上

《长江日报》2010年6月24日报道， 在华中科技
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时任校长李培根16
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30次，毕业典礼上的“根叔”
式演讲迅速爆红网络。［3 ］2017年7月4日，在北京大
学2017年毕业典礼上，时任校长林建华以“吃亏就
是占便宜”为主题，与毕业生分享了自己的人生价
值观，受到了舆论的质疑。［11］《扬子晚报》2011年6月
20日报道，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宿管阿姨吴光华应
邀登上了毕业典礼发言台， 在短短800字的演讲中
被11次掌声打断，毕业生拉出了“吴阿姨，我们爱
您”的横幅……［4 ］《都市快报》2017年12月4日报道，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宿管徐阿姨要退休了，800多学
生希望学校把她留下来。 在平凡的工作中给予学生
无微不至关怀的徐阿姨，因“待生如子”受到了学生
爱戴。［11 ］

新华网2012年2月7日报道， 南京大学提出110周
年校庆“序长不序爵”，即不看官衔大小以长幼排序。
南京大学改变校庆名流云集的常态， 引发社会舆论
的一片褒扬声。 舆论认为，校庆拒绝“官本位”的做法
体现了大学精神。 2012年6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
启动了“以学术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校友为中
心”，在校内进行“关爱师生基金”校庆义卖等系列活
动的75周年校庆。 舆论认为，大学校庆“不办庆典办
公益， 回归大学本位”。［1 ］《华商报》2016年10月15日
报道， 商洛学院40周年校庆要求在校师生捐款甚至
演变成“强捐”。 舆论认为，校庆捐款没问题而“强捐”
不合法也不合理。 ［6 ］《扬子晚报》2019年6月10日报
道，苏州大学2019年毕业典礼仅通知了“毕业生代表”
出席。 舆论认为，大学毕业典礼要秉持“一个都不能
少”的理念。［15］

人民网2015年3月报道，教育部发布《关于2015
年拟批准设置的高校名单》 并进行公示，32所高校
都更换了校名，在社会舆论质疑声中，教育部网站
2015年3月10日发布《关于从未发布“教育部2015年
高校更名通知”的声明》。［8 ］人民网（北京）2018年6
月1日电，教育发布《关于2018年拟批准设置高等学
校的公示》，40所高校的校名全部更换了。 ［9］ 事实
上，教育部的“设置”包含“更名”，“更名”是“设置”
的内容之一。《南京晨报》2015年7月4日报道，对于

南昌大学自称“南大”一事，南京大学师生普遍不满
并表示，“南大”只代表南京大学。 近年来，大学校名
之争，由全称争到了简称。［8 ］面对大学更名与争名，
无论是教育部的声明、还是更名与争名高校的辩解
或者是舆论的质疑，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各方面对
大学形象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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