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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五五年年透透支支了了身身体体，，压压力力很很大大””
———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卸任前坦陈心曲(上)

还有不足两月，也就是
今年8月底，朱清时就要卸任
南科大校长。离开学校，朱清
时将何去何从？

2014年7月2日，朱清时在
办公室里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
的专访。

文\片 本报记者 张红光
实习生 高依然

离任之后

会去故宫博物院

齐鲁晚报：您在南科大工作了
五年，也是南科大备受争议、风雨
兼程的五年。您现在回头看，有什
么体会和感受？

朱清时：这五年我透支了太多
的身体，压力很大，身体一直不太
好。南科大从无到有，一直在争议
中前行，我感觉在当下的中国，南
科大每走一步都是异常艰难。这些
年南科大风波不断，甚至有些时候
差点翻船，只是我一直硬着头皮在
孤独中思考，在内心里保留一分自
信和坚持。客观地说看到学生学到
真正的知识，取得骄人的成绩，将
来能为社会做出大的贡献，我还是
很高兴和欣慰的，我相信南科大依
然有众多可能，将来大有可为。

齐鲁晚报：您卸任南科大校长
后，将要做什么？

朱清时：其实我到南科大工作
之前，已经在故宫博物院的古陶
瓷研究基地工作。我想我离任之
后，还是会去故宫博物院做我喜欢
的事。

正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我们没有失败

齐鲁晚报：南科大自2007年创
校以来，似乎就贴上了改革的标
签，作为一所大学，它被赋予了太
多意义和期许，对此您怎么看？

朱清时：从一开始，我就能理
解大家对南科大的关注。因为在我
们国家，教育改革是一个大问题，

很多人对教育改革都有意见，但
是真正实践的人又很少。南科大
从一开始就想探索高校改革的
问题，因此我们有了教育去行政
化改革，我们还要回答钱学森的
问题———“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
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些都是社会
很关注的问题，想要看看南科大究
竟能做成什么样。

齐鲁晚报：被遴选为南科大校
长，你不可避免地从一开始也被
贴上了标签，您觉得您做成了什
么样？

朱清时：南科大正在朝着健康
的方向发展，我们没有失败。

齐鲁晚报：南科大作为高校改
革试验田，您这些年认为做得成功
的是什么？

朱清时：我们要办一所好大
学，重要的是有好教师、好学生、好
的规章制度这三点。我认为这三点
我们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齐鲁晚报：您可以详细讲讲您
这些年改革的得失吗？

朱清时：第一，我们引进了优
秀的教师队伍，我们做到薪酬待遇
与国际接轨，使得国外能有好待遇
的优秀人才，来到国内的待遇也不
会下降太多，这一点国内清华、北
大、中科大、复旦等名校也都注意
到了，但是他们是用特殊政策和待
遇的方式来招聘人才，而我们南科
大是把这一特殊政策和待遇给常
规化。

第二，就是保证工作环境能使
教师们更好地工作，使研究经费的
申请更容易，特别是让年轻的助
理教授或者副教授都可以申请
到研究经费。在购买设备、请研
究员等与研究项目相关的事务
上，年轻教授不仅有自主权，还有
自由支配的钱。

第三，南科大实行教授治学机
制，南科大的学术问题都由教授委
员会和教授委员会选出的学术委
员会来决定，使教授能够参与到学
校的建设中，使得他们在学校有主
人翁的意识。

每个争议都认真读了

但我不会在意

齐鲁晚报：南科大在招生上也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朱清时：我们招生后来和教育
部协商，使用“631”的模式(即高考
成绩占60%，学校自组能力测试占
30%，学生平时成绩占10%)来招
生，学校的自主权占到30%，打破
了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惯例。这30%
和高考并不重复，测试能力素质、
智商，读死书的学生就会被淘汰。
这样就能吸引到很多好学生，特别
是农村和非重点中学的好学生。去
年从报名的6000多个学生中招收
了388名(编者注：目前学校在校人
数已超600人)，这部分学生的平均
高考成绩超重点线70多分。

齐鲁晚报：南科大一直在争议
中前行，您是怎么对待赞美和争议
的，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朱清时：每一个争议我都认真
读了。对于那些有误解的观点，比
如南科大不登顶就是失败，因为不
了解情况而产生的争议我都不会
在意。我真正在意的是学生的反
应，是不是学到了真东西，有没有
进步提高。因为学生的反应是未来
社会的反应，而改革成果的标志应
该是社会的反应，社会反应又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不会在意批
评，我有自信、有把握，南科大这几
年走得很踏实，我坚信南科大能成
长为一所很优秀的大学。

朱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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