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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流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策略及启示
X

李俭川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本文分析了美国一流大学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策略, 阐述了其在坚持特色办学、抓住发展机遇、

聘请卓越的校长、吸引一流师资、倡导多元开放的学术环境等方面的发展理念和举措。结合我国国情, 给出了提

升我国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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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American

Top Universities and Its Rev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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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American top universities, and expounds

their development ideas and measures in persisting in their characteristic strategy, seizing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hiring

excellent presidents, enroling firs-t class teachers, and advocating multiform and exoteric academia. Then it makes suggestions

about promoting our universities. core competence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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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高等教育经过 300多年从无到有的持续发展, 已成

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 拥有众多的世

界一流大学, 特别是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美国众多

的世界一流大学何以迅速跃升, 拥有了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值得研究和思考。纵观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美国大学

的发展轨迹, 我们不难获得美国一流大学在提升核心竞争力

方面所采取的策略。

  一、美国一流大学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策略

  (一) 坚持特色办学

大学的特色是指在一定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和长期办学

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优质和富有开创性的个性风貌。

美国现有各类高等院校 4200 多所, 可培养研究生的

1600多所, 多样性和个性化是美国大学的主要特点。很多

国家的大学希望自己成为美国的哈佛、耶鲁或斯坦福, 但

美国的大学不说希望自己成为哈佛、耶鲁或斯坦福。曾任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美国第 28 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1907

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 /普林斯顿不像哈佛, 也不希望

变成哈佛那样; 反之, 也不希望哈佛变成普林斯顿。0 以小

而精著称的加州理工学院前校长巴尔的摩也说: / 就像生物
多样性一样, 大学应该有多种多样的类型, 不同类型的学

校各有特点, 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类型中保持特色, 出类拔

萃, 就是一流。0
大学特色建设的核心是学科专业特色, 大学优势的形

成, 归根到底是要在强调跨学科和文理渗透的基础上, 突

出建设高水平的某一门或几门学科, 以形成学科品牌优势

和特色, 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特色学科的建设要结合实际, 重点把握社会需求和学

校自身实际两个方面。社会需求是大学学科发展的不竭动

力。普林斯顿大学根据美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需要建立航空

学, 考虑到航空工业高精尖的特点, 一开始就将重点放在

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上, 斥巨资建立了一些通常高等院

校所没有的实验设施 , 包括在离校园几英里之远买下 800

多英亩土地用作能进行飞行力学等实验的机场。正因为此,

联邦政府在定点设立国家喷气推进实验室时, 将普林斯顿

和以航空著称的加州理工学院同时选中, 同时学校也获得

了政府和私营公司的大量科研资助。从此, 普林斯顿大学

航空系一直被评为全美最好的航空系之一, 为保持普林斯

顿大学在全美工科教育中的位置起了支柱性作用。

特色学科的建设要立足前沿, 重点把握学科前沿和长

远发展两个方面。特色学科只有追踪国际前沿, 才能永远

保持其优势。如加州理工学院在 20 世纪所取得的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成果 ) ) ) 正电子、化学键理论、遗传密码和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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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遗传的关系、现代航空航天和喷气飞行理论、地震预

报预测等都是对科技前沿探索的结果。

特色学科的建设要注重综合, 重点把握学科交叉和互

补。特色学科需要相关学科的支撑, 以免使优势、特色成

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学科的综合性与学校规模小并不

矛盾, 以小而精特色著称的加州理工学院学生只有约 2000

人, 仅设的生物学、化学及化学工程系、工程与应用科学、

地质学及行星学、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物理数学和天文学

等六大学系, 却充分显示了学科交叉和综合的特色和优势,

该校已有超过 30人获得诺贝尔奖。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一

流大学不在于规模大小, 也不在于学科之全, 关键在于有

机的学科结构和特色, 并把特色发挥到极致。

(二) 抓住发展机遇

纵观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 就是一个始终紧扣社

会发展需要, 推动国防、科技、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大

学的发展始终要紧扣社会发展需求, 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

动力和源泉。尤其是抓住重大历史机遇, 对于学校的跨越

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 美国开始大规模发展尖

端军事技术, 当时许多高校也都参与到战时大规模的科研

活动之中。二战结束后, 美国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

主任范内瓦#布什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名为 5科学, 无尽

的战线6 (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的报告, 倡议大幅度

提高科研经费, 并把国家科研下放给大学, 同时引导国防

科研产业化。该报告被采纳, 给美国大学的跨越发展提供

了重大机遇, 一些高校抓住这个机遇, 得到了飞速发展。

麻省理工学院 ( MIT) 致力于满足美国发展对工程科学的需

求, 研制的雷达在二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该校抓住二战

后美国冷战和空间军事竞争的需要, 获取了进行军事技术

开发的大量投资, 促成了学院的跨越发展。

斯坦福大学意识到科技创新是一项成本高、难度大的

智力劳动, 需要充足的资金和众多的人才聚集在一起联合

攻关, 做出了建立科技园区的重大决策。1951 年在当时已

任副校长的特尔曼建议下, 斯坦福出租了部分土地, 组建

了斯坦福科技研究园, 很快就吸引了包括瓦里兰、柯达、

通用、惠普等一批电子企业入园创业。此举使科技人员、

高新技术、公司企业等得到了优化组合, 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很快, 著名的 / 硅谷0 以此为基础而诞生。而

/ 硅谷0 又反过来造就了斯坦福的辉煌。产、学、研一体化
在 / 硅谷0 和斯坦福大学的共生互动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斯坦福大学从专利转化收入、企业资金回馈、联合研究中

获得飞速发展的巨大动力。

(三) 聘请卓越的校长

大学校长是大学的主要领导者, 在组织实施大学改革、

引领大学不断变革和发展中承担着主要责任。美国高等教

育学家、哈佛前任校长德里克#博克曾指出, / 大学要在面

临现代社会的多种挑战之中取得成功和进步 , 最关键的一

环就在于校长能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0

美国很多世界一流大学的跨越发展与其校长的卓越贡

献分不开。哈佛大学发展历史上主要有 3 位杰出的校长。

首先是年仅 35岁即担任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 ( 1869- 1909

哈佛大学校长) , 他锐意改革, 首创研究生院, 改革专业教

育, 建立选修制度, 筹建博物馆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使哈佛

大学在大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阿伯特#劳威尔

( 1909- 1933 哈佛大学校长) 重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建

立集中和分配课程制度, 建立学习社区, 扩建学院 , 使哈

佛大学教学水平有了飞跃发展。杰姆斯#康南特 ( 1933-

1953 哈佛大学校长) 大力发展科研和研究生教育, 使哈佛

发展为一所研究型大学。建校不到 120 年的斯坦福大学能

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 与其历任校长的杰出贡献不可

分割, 典型的代表是乔丹 ( 1891- 1913 斯坦福大学校长)、

韦伯 ( 1916- 1943斯坦福大学校长) 和史德龄 ( 1949- 1968

斯坦福大学校长) , 他们标志着斯坦福的 3 个发展阶段: 奠

基时期, 起飞时期和全面发展时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

开拓的热忱和献身的精神, 把个人的生涯与斯坦福大学的

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

美国大学校长之所以能在治校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做出卓越贡献, 首先是他们在治校上有高瞻远瞩的学术眼

光、有魄力、有明确的思路、强烈的事业心和突出的管理

能力 , 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判断出科技发展的趋势,

抓住机遇, 制定战略, 并付于行动, 进行改革, 寻求突破;

其次, 校长本人通常也是著名学者、科学家, 有出色的个

人品质、深厚的专业素养和较好的教育理论修养; 再者,

通常任期较长, 使其在任期内可以不断完善并全面实践自

己的办学构想, 避免短期化行为; 最后一个非常关键的原

因在于美国有大学校长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 同时, 校长

也非常重视制度建设,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陆登庭 (任期

1991- 2001) 认为哈佛大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办学理

念, 一套系统的制度和运行机制, / 即使现在没有校长, 哈

佛大学也一样可以正常运转。0
(四) 吸引一流的师资

大学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 大学的水平和

实力归根到底还是教师的水平和实力。聘请一流的学者和

教师, 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在 20 世纪的一百年里, 仅

在自然科学领域美国就有 206 人获诺贝尔奖, 其中绝大多

数的奖项是由大学教授获得, 这足以说明美国大学在吸引

师资、培养人才、创新科技等方面的成功之处。

美国大学没有全国统一的师资队伍管理制度, 但总的

来看, 仍然有一套以终身教职制为核心的包括公开招聘制、

非升即走制、评估机制在内的管理规范。终身教职制是一

种稳定学术骨干的机制。一位教师一旦被确认是优秀的学

者, 就会被授予终身的工作, 校方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解

聘, 这是美国大学中起主导作用的人力管理制度, 确保了

高级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确保了学术自由,

使整个社会更加崇尚知识, 尊重知识分子, 从而增强了大

学对社会人才的吸引力, 能够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人投身到

大学教师职业中来, 能激励尚未取得终身职位的青年教师

多出成果, 早出高水平的成果, 使大学成为社会最优秀人

才的聚集地。

美国大学会主动在世界范围去 /挖0 尖子人才和顶级

的大学者。许多大学都建立了人才委员会, 极力延揽出类

拔萃的专家学者来校工作; 有的大学校长会亲自打电话给

学者本人进行游说, 或主动上门求贤。从 1994 年开始担任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校长的华裔校长杨祖佑, 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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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建设, 为求得一流教授的加盟, 他可以说是不遗

余力。1997 年他从加州飞到新泽西州, 邀请到普林斯顿大

学理论物理学家戴维#格罗斯加盟, 2004 年格罗斯荣获诺贝

尔物理学奖。2000 年, 他三顾茅庐, 将日本蓝色激光发明

者中村修二请来, 促成2 名诺贝尔奖。在 10 余年里, 杨祖

佑将一个相当普通的大学办成差不多世界一流的大学, 有 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全球少有。

(五) 倡导多元开放的学术环境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历史短, 民族多 , 文化呈多元化

的特点。美国的大学也倡导多元开放的学术环境。

多元开放的学术环境, 能较好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容易对国外先进文化兼容并包, 从而能较快地学习借鉴外

国先进经验, 结合自己的发展需要, 创造出理想的大学发

展模式。美国的高等教育从无到有, 吸取了英、法、德等

欧洲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经验, 并把这种学习与借鉴同美国

具体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结合起来, 使美国的大学

发展迅速而又适应美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多元开放的学术环境使得美国大学弥散自由学术风气,

对人才吸引力和吸纳力超强。吸引的各国优秀人才 (包括

学者和学生) 成为推动大学发展的核心力量。美国校园中

随处可见各个国家的教师和学生, 正如 MIT 前任校长查克#
韦斯特 ( ChuckM1Vest, 1990- 2004) 所说: / 我们欢迎其它

国家的学生、学者和教员到我们国家和学校。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 移民丰富了美国校园的智慧和文化。他们与我们

共同创造了我们的今天。0 高校给新教师提供完全开放的自
由空间选择教学内容、挑选研究课题和学术领域, 这对于

激发新思维、新激情和新方法不断涌现意义很大。

多元开放的学术环境使美国大学具有较强的自我调适

能力, 能经历各种风浪, 而不会有大的起伏, 尤其是能较

好地避免毁灭性的打击, 19 世纪初的课程改革风潮与耶鲁

报告、19 世纪 30 年代的学生暴动、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

运动、大学教授协会与终身教职制建立过程与学术自由地

位的巩固、校园内常有的示威等等, 都曾在表面上对大学

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作用, 但是却最终促成了更大的进步。

  二、对我国大学发展的启示

  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 不同的

国情, 在一个国家适用的经验模式不一定在另一个国家适

用。我国的高等教育要向美国学习, 我国的大学也应该向

美国大学学习, 但并不是简单的 / 美国化0。我们必须将学
习借鉴美国大学的先进办学经验和立足本国国情和大学实

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 最终建成能适应中国经济与社会发

展需求的一流大学。

(一) 以特色学科建设为核心, 坚持特色办学理念和思

路

当今世界发展呈现多极化态势, 大学也存在同样趋势,

没有一所大学在任何方面都比其它大学强, 任何一所著名

大学都是以其某种特色而著称, 而任何大学要提升核心竞

争力, 必然要走特色化办学之路。坚持特色办学理念是办

学理念的灵魂。

大学的办学特色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 但最核心的还

是建设特色学科。学科是体现大学办学水平和实力的主要

标志。

坚持特色学科建设应理清建设思路。首先特色学科选

择要联系实际, 立足国情, 紧密结合社会需求和行业特色,

并考虑学校的具体情况做出选择。其次是要采取不均衡发

展战略, 要特别注重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或学科群

建设 , 重点扶持若干有希望办成特色和优势的学科。第三,

建设特色学科必须具有前瞻性, 突出国际前沿问题。即着

眼于长远, 了解、跟踪、掌握世界发达国家科学发展的动

态和趋势, 瞄准科学发展的尖端和前沿, 选准主攻目标,

凝练研究方向。第四, 充分注重学科群建设, 特色学科需

要相关学科的支撑, 需要从相关学科组成的学科生态群中

吸取营养, 尤其是在当今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速度空前

加快 , 知识爆炸的时代, 任何学科都应与相关学科保持密

切联系, 不断更新自身知识体系。

(二) 敏锐洞悉并抓住机遇, 加速大学发展

大学的资金和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敏锐洞悉并

抓住政府和社会给大学发展的各种机遇, 尤其是人才培养

和科技发展的重大机遇, 对于大学的发展非常重要。

目前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空前重视, 科教兴国战略

的实施, 使处于教育界龙头地位的高等教育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动力源。1995 年, 经国务院批准, / 211 工程0

正式启动建设, 国家斥巨资重点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校及

一批重点学科。一些大学抓住这个机遇, 经过 / 九五0、

/ 十五0 建设, 使一部分重点学科水平和实力得到了较大的

提高, 有的接近或者达到了国际同类学校和学科的先进水

平。从 1998年开始, 为进一步支持部分大学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和高水平大学, 教育部决定实施 5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6 , 提出了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宏伟蓝图,

一部分大学抓住这个机遇, 在教育创新和科技发展上取得

了较大的进步。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不断推进, 教育

部积极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实施 / 研究生教育创新
计划0 , 为进一步增强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竞

争力提供了机遇。

大学要加速发展, 就要抓住机遇, 紧扣国家、社会需

求, 紧跟国家教育改革动向, 在教育体制, 包括办学、管

理、经费筹措、招生就业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大胆

稳妥改革, 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

(三) 创新管理机制, 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如何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始终是大学提高核心竞争力

的一项长期而没有终结的任务。对于大学来说, 首先应树

立的思想就是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体地位, 其他的一切包

括行政管理体系都是为了使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发挥更

大的效益。对于师资队伍建设来说, 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

稳定的、吸引人才的管理制度, 可以简单地归纳为 : 请得

来、留得住、用得上。

首先要切实强化教师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 在引进优

秀教师和提高教师待遇方面, 要舍得投入, 要着力改善教

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吸引优秀的人才加盟大学。大学要

结合学校的整体发展规划, 明确需要引进的人才的条件,

发动相关力量, 挖掘了解相关人才。对列入聘请的对象,

要了解对方的特点和要求,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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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住优秀人才, 关键在于合理的管理机制。重点是

要创造一个适合教师安心工作的环境。优秀人才往往并不

是看重待遇高低, 而是最在乎是否有一个优秀的科研条件,

是否有一个和谐的研究团队。要创建一个留得住人才的大

学环境, 还需要一个着眼未来的培养机制和一个合理的评

估机制。要针对学校特色和发展规划, 有计划地对现有教

师实施培训, 鼓励教师深造, 要积极选派骨干教师到世界

一流大学去访学取经。要在教学、科研、指导研究生等各

项工作中引入评估机制, 促使教师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评估机制不能简单, 不能急功近

利。尤其是对于一些潜心基础研究工作的教师要具体分析,

例如对于一些长期钻研某些需要大量时间的课题, 暂时没

有阶段性成果的特殊人才, 要看其是否在努力钻研, 不能

因为一段时间没有成果就否定之。

用得上 , 则是要积极建设教学科研平台, 充分发挥教

师的个人特质, 使其有展示才华的机会。用人要用其所长,

既要结合学校发展需求, 也要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特点, 做

到人尽其才。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要克服 / 官本位0 的用

人方式。我国历来有 / 学而优则仕0 的弊端, 倒不是说学

术水平高的人就不能做好管理工作, 但是这种传统无疑抹

杀了很多有巨大学术潜力的人才。比较理性的做法是对在

教学、科研上显露特质的人才, 不宜首先考虑将其拉到领

导岗位上来, 而应该首先想到如何创造更优秀的条件, 让

其特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催生更高水平的成果。

(四) 倡导学术自由, 建设创新学术环境

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证明, 学术自由是大学最重要的

价值支柱, 是大学生机与活力的象征。如果没有学术自由,

大学必然是死水一潭。学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有着密切

的联系, 但同时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 继承性和创新性是

其重要特征。只有遵循学术的发展规律, 鼓励学术自由,

才能推进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原创性成果的产生。

倡导学术自由首先要推进大学自治。我国的大学受到

行政干预相对较多, 大学校长是上级任命, 而在现有的教

育管理体制下, 大学实现自治的关键在于校长。大学要在

校长的领导下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 使大学相对

独立于政府, 能自主地决定大学内部事务。积极推进教授

治校, 通过在大学中设立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教

授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 实现由教授、专

家决定大学的学术事务。其次要营造宽松、自由、和谐的

学术氛围。鼓励 / 兼容并包0 和 / 百家争鸣0, 摈弃 / 学
霸0 作风, 保障大学的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研究自由,

保护师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受外界不合理因素的干扰

和影响。再次要坚持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辩证统一。学

术自由是相对的自由, 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是互为条件、

互相促进的。享有学术自由就必须承担学术责任和职业道

德, 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学术规范。否则, 学术自由根本无

从谈起。

(五) 坚持开放办学, 推进大学教育创新和水平提升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任何大学在封闭状态下发

展, 都会迅速落后。大学必须着眼提高师资队伍学术水平、

人才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 树立开放办学理念, 积极

适应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文化多元化趋势, 立足国

情, 面向世界 , 努力提升大学的国际竞争力。

首先要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加强和支持教学科

研人员、管理人员的国际往来, 拓宽国际合作与交流领域。

一是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教育科技成果, 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的高素质人才; 二是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方

法和教育改革中的成功经验, 并与国情和学校实际相结合,

推进改革创新和长远发展。其次要加强大学与地方政府和

企业的联系。一则充分发挥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为地方

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进步提供支撑, 提高大学的社会知名

度; 二则争取从地方政府和企业获得支持, 增加办学资源,

加快大学发展; 三则及时了解社会需求, 有针对性地调整

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方向, 调整招生计划和人才培养模式。

再次要加强大学之间、大学与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开展联合研究, 共享优质资源, 实施联合培养。第四要打

通校内交流和合作渠道。营造浓厚的学术自由氛围, 促进

学术交流, 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 共建学科基础平台, 形

成优势学科群, 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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