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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2007年3月，在改革开
放前沿城市深圳，第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政府工作报告》中决定筹
建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网站的
“南科概况”中这样描述自
己：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试验校，承载着探索中国培
养创新人才模式的重任。学
校以理、工学科为主，兼有
部分特色文、管学科；在本
科、硕士、博士多层次上办
学，一步到位按照亚洲一流
标准组建专业学部和研究
中心(所)，建成类似加州理
工学院和洛克菲勒大学那
样小规模高质量的研究型
大学。

2009年，南方科技大学
经过历时一年多、在全球范
围的严格遴选，中国科技大
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最终
成为南方科技大学(筹)创
校校长。 (杨凡)

教育部网站公布了新
一批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单
位及方案，其中《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人才培
养与科学研究改革试点实
施方案》中关于“扩大两校
生命学院本科招生自主权”

的相关表述在高校内引发
热议。

在关于本科人才的选
拔问题上，《方案》规定：“扩
大两校生命学院本科招生
自主权，允许两校生命学院
择优直接录取少量特别优
秀的学生；以生命科学英才
班、生命医学药学实验班为
依托，重新制定培养方案，

探索精英式育人模式”。

部分高校招生负责人
及专家认为，官方出来这样
的表述还是首次，直接录取
意味着不参加高考；此前自
主招生只是录取优惠，“直
接录取”很有破冰的意味。

清华、北大招生负责人
均表示，该方案还需细化，

具体如何操作还尚未明确，

不会影响2011年的自主招
生政策。 据《成都商报》

南科大要自授学位和文凭
教改实验班首招50名学生，教育部称考生报考属自愿行为

南科大啥来头

教育部公布试点

清华北大“破冰”

本报济南12月17日讯(记者

杨凡) 10岁的泰安“神童”苏刘溢
终于要迎来同学了。16日，南方科
技大学网站上发布的《2010年南

方科技大学教改实验班自主招生

简章》明确将“自授南方科技大学

学位和文凭”作为南科大招生改

革重点。

16日公布的简章中明确，南

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招生对象面

向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突

出，具有创新潜质，已经完成高

中二年阶段课业学习(2010年9月

已进入高三)的理科类学生。申请

材料需在2010年12月31日前邮寄

至该校。

招生简章中表示，学校将与

每位被录取的学生及家长签订协

议书，确保自愿就读，也保证为学
生提供一流的优秀教育，将学生

培养成为社会欢迎的人才。为免

除首届教改实验班学生的经济负

担，本届学生将享受全额奖学金，

减免学费，同时给予每人每年一
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17

日介绍，教改实验班首期将招收
50名学生。

自主选拔程序包括申请材料

评审、初试、复试、录取等程序。自

主考试内容笔试科目主要有数

学、物理、英语三门(报考中科大少

年班并参加了2010年6月高考且

超过当地一本线的学生以高考成

绩为依据，无须参加笔试)。复试包

括学习能力测试、面试、心理健康
测试。考试时间将在2011年寒假

期间。

据悉，教育部批准的2011年

进行自主招生改革的80所试点高

校，其自主招生选拔的学生均需

参加高考。17日，记者致电教育部

发展规划司，咨询南方科技大学
的招生改革是否在教育部允许的

范围之内。工作人员表示，“南方

科技大学如何招生已经在简章中

写得很清楚，考生报考属于自愿

行为。该校通过审批后教育部会

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

目前，南方科技大学是国内

首家绕过高考进行自主招生选拔

且自授学位和文凭的高校。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改革不能一味等批复
本报记者 杨凡

南科大的“自授各类学位和

文凭”改革目标是怎样出台的？

自授学位承担的风险背后，又需

要怎样的信心和决心？17日，记

者给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打电话时，他正在为18日举行

的招生咨询会做准备。虽然忙

碌，提到两天来咨询的火爆，朱

清时语气中依然透露出兴奋。

“社会是否承认我们的文

凭，我很有信心。这两天报名出

乎意料地好，黑龙江的、西北

的，包括你们山东的考生都有。

一个山东孩子想要报名，他的

家长起初不同意，在详细了解

我们的学校后也同意了。”

“南科大迈出的一小步，将是

我国高教改革的一大步！”朱清时

校长致报考南科大考生、家长的

一封信，用了这样鼓舞人心的标

题。

谈到南科大做出两项自主招
生改革决定的背后，朱清时的语

调变得凝重，“这应该是最难的一
步，你知道目前中国大学的学位

全部都是教育部批准的，而教育

部批准需要很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朱清时的公

开信中有着清晰的描述：要想创

办一所新的高校，只能先办大专

或学院，若干年后办得好者，评

审合格，再升为大学。然后再一
个个地申请硕士、博士点，几十

年后才可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

学。

他的担心在于，“这些法制

化了的规章制度的原意是由教

育部代表国家来保障、控制全

国学位的质量，但同时也使大

学失去了办学自主权，造成高

校‘千校一面’的畸形状况。

这些规章制度的弊端，是剥夺了

大学招生和授学位的核心自主

权，导致我国大学缺乏内在的发

展活力。”

“因此我们想，改革不能一
味等批复。引进一流人才，建一
流大学，势必要突破教育部的规

定。”这句话，是公开信中没有

讲到的一句。“不能靠等”也是

朱清时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

反复提到的一个观点。

“广东省是国家授权的教改

实验基地，深圳是先行城市，而

南科大就是尖兵。我们的改革是

深圳市政府承认和支持的。”朱

清时表示，目前南科大已经聘请

了若干院士和著名教授承担教

改实验班的教学工作，“我们按

照哈佛大学的最新课程体系编

排教材，我们颁发的学位一定是

含金量最高的，也必然受到社会

的认可。”

“南科一梦”，还是松绑成功？
本报记者 杨凡

关注者的兴奋和谨慎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于

南方科技大学的招生改革，关注者

远远超出了考生、家长和教育专家

的范围。

以新浪微博为例，截至17日晚

上8点，关于南方科技大学招生改

革的微博就超过了千条。

高三学生、网友“杰宝_心”说，

“明天和同学去参加南方科技大学
的自主招生。试试吧，不想走高考

那条路了……”

与网友们的兴奋相比，一些

高中学校的负责人却对这项“自

授大学学位和文凭”的改革持谨

慎态度。

山师附中校长于树增认为，大

学办学是为国家储备人才，要达到

教育部的标准才能具备办学和招

生资格。教育部迟迟不批复，一定

有原因。“当然我们提倡学生的多

元价值选择，不能强求任何人报一

所学校或者不报。”

“没有教育部的批准，还是觉

得不踏实，对这样的学校我们不

敢轻举妄动。谁知道它独立颁发

的学位证将来社会认不认可？”青

岛十九中副校长于建国则明确对

推荐学生报考南方科技大学表示

否定。

“本着对家长、对考生负责的

态度，还是选择规范一点儿的学校

比较好。”于建国说。

“改革年”的松绑期待

“在习惯了受到政府部门管

理，有统一标准的管理体制影响

下，人们要接受一项新的体制，确

实需要时间。但不能否认，它代表

了改革的必然方向。”对于南方科

技大学的招生改革，教育学者、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

示支持。

熊丙奇提到了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的例子，“从上世纪90年代建

成开始，这所商学院就独立颁发学

位证书，用了10年的时间，获得社

会和学界认可，目前已成为全球第

八、亚洲第一的商学院。”

从校长推荐制到自主招生联

考，再到南方科技大学的自授学位

改革，为何2010年底高校招生改革

如此密集和频繁？熊丙奇认为，这是

今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颁布引起的连锁反应。

熊丙奇认为，只有全面破除行

政化思维，才能真正开启现代大学

制度建设。从教育融入国际竞争

看，我国迟早要打破学历由国家承

认，而学校自主授予学位、文凭，社

会评价学校文凭的含金量，这才能

确立学校办学的主体地位，真正对

受教育者负责。”

为南科大改革叫好，熊丙奇同

时也表示对这项改革引发的松绑

期待的关注。

他认为，政府部门以改革的思

路来允许、鼓励、支持南科大的改

革实践特别关键。“如果仍以各种

陈规来制约南科大的自主招生探

索和自主办学探索，只会消解公众

对教改的信心，从而也使当前轰轰
烈烈的教改试点演变为不敢动真

格、不伤筋动骨的走过场。这样的

情形如果发生，对于我国教改来

说，将是悲剧。”

朱清时 （资料片）

17日，从上午9点到
下午5点，南方科技大学
公布的两部招生咨询电
话热得烫手，拨打过去总
会提示占线。

尚未通过教育部招
生审批的南科大此次坚
定喊出“自授南方科技
大学学位和文凭”的声
音，教育专家认为这将
是教育部是否真正进行
改革的“试金石”，因为

这触及到高校办学自主
权的实质。

泰安“神童”苏刘溢带
着566分的高考成绩，在辗
转面试过多所大学之后，刘
欣欣带着儿子坚定地选择
了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校
长也向母子二人敞开了大
门。

据了解，苏刘溢目前和
妈妈在南方科技大学校园
中生活，南科大给苏刘溢安
排了老师进行“自学”式学
习。在刘欣欣的眼中，南方
科技大学是一所“崇尚学术
自由”、“能培养儿子成才的
圣地”。

“苏刘溢现在是我们
预录取的学生，他只需通
过我们的面试就可以被录
取，我们希望好好培养这
棵好苗子。”每当提起苏刘
溢，朱清时的语气就温柔
起来。 (杨凡)

朱清时谈苏刘溢：

好好培养这棵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