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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5年，我和陕西省领导谈过，西安交通大学一定要为陕西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作贡献，同时也
希望陕西省为交大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当时的想法是，我们有好多老师带着学生共同做出了很好
的研究成果，学生毕业后，一些成果留在学校不了了之了。我希望在交大的周边能够形成一种优秀人
才聚集的“势能”，这种“势能”并不是只有交大自己的人，要有一种机制，有一种环境，还有一种
空间，能让我们的毕业生和老师带着成果去那里孵化。这个场所完全采用新的机制，希望省里给予支
持，提出交大和省里在我们的大学科技园共同建立一个工业技术研究院，作为政产学研结合的平台，
孵化科技成果，提升陕西的科技创新能力，并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当时的省长陈德铭听了汇报之后
认为这个想法很好，我们还谈了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工研院的发展模式。后来，省政府决定依托西安
交大成立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宝鸡市、渭南市等地方政府，还有几个大型企业，共同和交大组成理
事会。原本的想法是通过这样一个机制，鼓励我们的教师把成果留在西安，也鼓励教师通过这种创新
的用人机制把优秀学生留下来，扩大我们在校外的科研队伍。但由于校内支持工研院进行成果转移的
机制不够完善，工研院如何与校内的科研基地或学校共谋发展面临一些困难，也就把精力更多地放在
与地方经济发展的互动、投资和承接项目上，没有实现当初学校设立工业技术研究院的一些初衷。我
相信随着工研院的发展，校内科研体制的改革和西安吸纳人才大环境的变化，充分利用交大的平台，
坚持服务陕西的大局，一定会有许多毕业的校友和一些老师带着科研成果到工研院进行技术和产品转
化，成为交大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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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同事推荐的，不过真的很不错，值得一买，而且在当当买真的很方便，送货也很方便。
2、这本书集中讨论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硬件与软件建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本科生及
研究生培养模式，高等教育改革思路，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大学科研与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
关系等。
3、非常及时，非常超值，学到了很多东西
4、感觉不错，印刷质量很好！封面手感很好，很喜欢！
5、听学长介绍的 大概翻了翻。可惜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励志书，有些东西离现实生活有一些远，可能
是刚进大学个人思想觉悟不够深吧⋯⋯改天再好好看看、书面有折损 感觉很不好！近50呢，不满意，
不过总归是有经验了，希望下次好一点。
6、帮领导买的,呵呵
7、接受采访的校长水平真高！
8、不错的书，对高教感兴趣的入门读物
9、虽迟了一天，但总体还不错。
10、帮别人买的，看上去还行。
11、内容不错，里面有各个学校的校长书记的观点，现在的大学教育需要深思改进啊！
12、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大学，了解谁在办中国大学，不妨看看黄达人先生这本书，他也许能使你摆
脱偏见和狭隘，摆脱非理性的人云亦云。有些是可能就是“知难行易”，毕竟改变观念和认识也是一
种进步！
13、这本书老公比较喜欢，因为他在大学工作。
14、立此存照,记录了中国大学发展的一段历史.
15、这些事业很成功，在国内高校掌握很大话语权的大学校长，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思路，他们
对于办好一所大学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在这本书里面可以找到答案吗？
16、大学校长们应该阅读
17、一般般吧，说不上太喜欢
18、这些大学办学者发出的声音，应该是最切适的
19、对于高等教育管理者来说，这是很值得参考的一本书。黄校长访谈了20多位校长或书记，有很多
是非常有思想的，也做得很好，可借鉴。
20、高等教育入门书籍，通俗易懂，视野开阔
21、受益匪浅~~好好拜读~~~
22、极好的分析了学术界的优劣，令人回味
23、文件精炼 贴切
24、没有经历过，没有一直思索着，根本无法理解和说出某些话。现在只能盲目地跟着点点头，努力
去感受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与进步。一年后，两年后，应该还要再看第二遍，第三遍...
25、看了一部分,还不错,能更好地了解大学
26、适合大学管理者和高校教师参考，在读中
27、黄校长来校作报告，听了后收益很大，于是上网来买了。
28、图书馆借来看的，很好，校长的教育理念在大学的建设中是很重要的，只是现在官本位的思想太
重了。
29、值得一读
30、教育质量、科研服务
31、好久没有遇到能一口气想读下去的书，看完很受启发。
32、一直想买这几本书，一下合并购买了，比较优惠，书的内容、包装都不错，赞一个
33、这本书是老校长编的，质量肯定不会差。图书馆长又推荐去读。
34、通过对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或者党委书记的采访，了解他们如何看待大学，如何管理大学，中国
的大学该向何处去，等等，虽然有些观点未必代表很多人，或者他们之间的观点也未必完全一致，但
是毫无关系，正是因为不同的管理者通过管理大学的实际体会，然我们能从他们的视角去了解现在的
中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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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一本好书，相当不错
36、此书是高校工作人员必读之书，有很多大学领导的真知灼见，也有对教育的批评。暑假又读一过
。黄达人本身也很有思想。
37、很好很满意速度快服务好！
38、聆听、成长！
39、大学校长们的心声，反应了当代大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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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大学的声音》，商务印书馆（南宁公司）出的，是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退休后，去采访各大
学的领导的访谈录。大学教育问题，近年一直是个热门的公共话题，文章很多，尤其是公知们的有关
言论，网上一抓一大把。准确地说，这书反映的是大学领导的声音，所以，与大学教授们、公知们谈
得有所不同。例如，去年离任的复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说：“我觉得我们这些在任的校长、书记都是
次要的，关键是要肯定这个时代。动辄憧憬民国时代、憧憬国民党统治时代的老校长，是不对的。比
如，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他们有自己的办学成就，但也不是神。”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上的不同
，我认为，主要是基于角色的差异、视角的差异。《大学的声音》，访谈者、被访谈者，都是有实践
经验、体会的大学管理者，问者比一般记者更能抓要害，答者比教授们更切实。这是此书值得关注的
理由。（另，对大学领导与专家教授，在思考方式、思想观念等上的差异，香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
在《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北大原书记任彦申在《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中均有论及。）也许是因为主
客双方以前均有接触、较为熟悉，访谈多少有些“私聊”性质，所以，谈得比较开、比较深，有些话
，是其他采访稿、讲话稿中见不到的。这也是此书值得关注的理由。例如下面一段对话：秦绍德：世
界一流大学不可能速成，也不可能嫁接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现在各地已经开始做了，因为觉得我们自
己大学还不行，因此希望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到中国来办分校，或合作办学，我看是搞不成的。黄：
办学可能会成功，但绝对不是一流的，这只是一个办学点，而不是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秦：对，因为
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除了有很好的师资，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植根于当地的
经济、政治、社会之中，植根于当地的历史、文化之中。秦的上述话，很明显是针对同在上海的华师
说的。去年１月，教育部批准华东师大与纽约大学合作筹建上海纽约大学，今天的新闻说：上海纽约
大学确定首任校长 明年起招收首届本科生http://www.cnr.cn/gundong/201204/t20120405_509387190.shtml
。 这样鲜明的评论，有点像“拍砖”。当然，秦的这些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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