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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免费大学没文凭，你敢上么？
一民校在鲁招收免费生，不少学生和家长认为有点冒险

本报济南12月6日讯(记者
李飞 马云云 实习生 王培)

6日，全国首所“免费大学”北京
华夏管理学院创始人、院长姜岚
昕来到济南，宣布明年将在山东

招收50至100名免费学生。不过姜
岚昕坦陈，这些学生毕业后拿不
到国家承认的文凭。

明年，免费大学将正式招收
500至1000名具备“特优、特长、特
困”条件的学生，计划在我省招生
50至100人。原本应由学生承担的
每学年7800元学费和2200元住宿
费，共计10000元将全部免除。不
过姜岚昕坦陈，从该校毕业的学
生将无法获得国家承认的文凭，
只下发学校统一的毕业证。今年

11月11日，在姜岚昕的倡导下，
“百家企业联盟发起免费大学”行
动在北京启动。目前，该校已初期
试点招收了56名学生。

对于学校未来的发展，姜岚
昕十分自信。他透露，学校采用岗
位定制的方式办学，“先招企业再
招学生”。根据企业的需要培养人
才，所以“我们收企业的钱，为孩
子付学费”。学生上课期间也能听
到很多知名企业家亲自讲课。

对于此事，担忧与质疑声随

之而来。不少学生和家长担心，这
顿“免费的午餐”能否“吃得放
心”。张先生的孩子今年正在读高
二，他表示，听说此事后第一反应
是好事儿，但是仔细想想，又有些
担忧，尤其是毕业后拿不到国家
承认的文凭，这太冒险了。新浪微
博认证用户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优才基金秘书长姜波对此评论
称：“光有口号，看不到方案和运
行机制，还是担心，是否噱头一
枚。”

运营经费

从哪儿来

6日，北京华夏管理学院院长
姜岚昕透露，该校前期已经投入
两个多亿。仅第一年，学校为学生
垫付的资金就达500万元至1000
万元，这个数额还将逐步递增。

针对大家的质疑，姜岚昕表
示：“过去学校都是收学生的费，我
们要收企业的费。”他说，全球百分
之九十的大学都不是靠收学费的，
靠的是研发力量、专利、公司赞助。
该校采用岗位定制的方式，成为很
多企业委托的培训中心、托管的企
业大学和人才基地。

没文凭的学生

毕业后咋办

“我们与南方科技大学面临
同样的难题，就是国家不承认。”
面对记者，姜岚昕没有讳言。他
说，北京华夏管理学院原来是中
外合作办学，后来他将其办成了
民办大学。学生在这里毕业后，

拿不到国家承认的文凭，他们将
统一获得北京华夏管理学院的
毕业证。

“没有国家承认的文凭，学生
将来怎么办？”不少人提出这样的
疑问。对此，姜岚昕自信地说：“学
生拿到学校的毕业证，国家不认，
企业认。学校实行按企业联盟委
培计划招收学生、根据联盟企业
需要设置专业制定培养计划、校
企联合培养、学生毕业后到委培
企业上岗就业的新机制。学生入
学就是准企业员工，找工作不用
发愁。

免费政策

能维持多久

面对媒体，姜岚昕多次提
到，已经把全部“身家”都压了进
来，一副誓将免费大学进行到底
的架势。然而，一所完全依靠企
业投资的大学，能坚持多久？不
少人表示担忧。“如果中间有企
业退出，还能保证继续免费吗？”
一位学生家长心存顾虑。

对此，姜岚昕倒是一点不担
心，“免费大学由国内百位企业家
联盟发起，这些企业多为著名企
业、上市企业、民营500强、行业龙
头企业。”

一位企业界人士说，免费大
学的运作模式值得肯定，不过关
键还是要看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
怎样。如果达不到企业要求，想让
企业持续投入恐怕有难度。

“免费午餐”引来不少疑问
学校运营模式和学生出路让人担忧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李飞

格延伸调查

格专家观点

要保证学生权益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忠武表示，现在办学模式
多样化，免费大学也许是一
种新模式，但目前不好评价。
如果学生不付费上大学，同
时学校又能为企业培养合适
的人才，这对学生和企业都
有利。但他同时提醒，现在的
教育市场比较复杂，教育行
政部门应该加强监管，加强
对学生权益的保护。

本报记者 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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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姜岚昕来到济南宣
讲他的办学理念。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免费上大学，对很多渴望上
学又没有经济实力的年轻人来
说，是个好消息。可是，不收学费
的大学如何运转？教学质量能得
到保证吗？免费政策能一直坚持
下去吗？对于“免费大学”，人们
产生了种种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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