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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行政化不只体现在“官帽”上

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
之中，有一个群体备受关注，那就是
部分高校的校领导。他们聚集到一
起，自然会谈到高校去行政化的问
题。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林建华，直
言“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
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去行政化
肯定是有好处的。”

从行政序列上看，林建华还有
一个副部级官员的身份，他的建议
等同于自己给自己“摘官帽”，自然
引来一片叫好之声。可转念一想，即
便把校长的“官帽”摘掉了，他个人

的身份变得“单纯”了，高校在管理
上以及风气上的行政化趋势，也未
必就能彻底扭转。因为很多时候，

“级别”不过是行政化的载体，更难
去除的，是崇尚权力的思想和风气。

不能否认，以级别、编制为载体，
以行政权力为工具的高校管理模式，
确实是高校行政化的根源。因为行政
本身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指令以及
下级对上级的服从，高校的行政部门
有了级别，身处基层的老师和学生，
自然也就由被服务的对象变成被管
理的对象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高校
去行政化试点，总是着重强调“摘官
帽”，放宽编制管理也是常见的动作。
只不过，“官帽”摘了不代表去除了

“官员”的做派，林建华谈到取消级别
的作用时，也只是给出了一个比较保
守的评价———“是有好处的”。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
果没有自上而下的“摘帽”决策，或
者说不摘掉校长头上的“官帽”，就
一定没办法推动高校去行政化了
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自2011年起
开始推行的高校章程建设，其实就
是通过“以章程治校”这种方式，赋
予了高校管理者相当大的自主权。
在此基础上，很多高校也通过改革
学术委员会构成、院长和教授团队
采用聘任制等，冲淡学校管理的行
政化色彩。北大校长林建华之所以
被称为“改革校长”，就是因为他在
履职的几所高校，利用已有的自主
权，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努力。

相反，有一些嘴上喊着支持“去
行政化”的人，未必是真心改革。不妨
翻看一下某些高校的网站主页，校领
导的行踪“铺天盖地”，与教师学生关

系密切的信息反倒更新缓慢；而有些
学校每逢开会，座位安排和发言顺序
也是严格遵循行政级别的……其实

“行政化”这个词，落脚在“化”上，指
的是思维和行动充满官僚气，这里面
就体现了学校领导的示范作用，正所
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对此，清华
大学副校长施一公的那句话很值得
玩味，“行政化并不体现于校长、副校
长的行政级别。”

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从高校彻
底“去行政化“的目标来看，行政级
别的取消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
着行政级别是束缚“去行政化“的唯
一因素，也不意味着“官帽”不摘，去
行政化就迈不出步子。任何改革总
要有个突破口，总要有人先走一步，
在高校去行政化方面，各高校的校
长们大有可为。

如果从高校“去行政化“的目标来看，行政级别的取消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级别是束缚“去行政

化”的唯一因素。因为很多时候，“级别”不过是行政化的载体，更难去除的，是崇尚权力的思想和风气。

3月9日，谷歌人工智能系统
AlphaGo，把世界围棋冠军、韩国
棋手李世石逼到绝路，曾经独孤
求败的高手不得不投子认输。

机器人懂思维、能思考、会
学习，是这轮人机大战最核心的
看点。这标志着机器已经不再简
单地按照人类编写的程序来被
动运算，而是逐渐开始掌握主动
思考和主动决策的技能。

人类进化，之所以优于其他
生物物种，是因为人类具备劳动
能力和工具利用的能力，进而生
成主动思考和决策，但这一进
程，持续了几百万年甚至更长时
间。而人工智能技术只耗费了几
十年就让电脑类机器工具从被
动服务学会了主动决策。目前，
人工智能设备的“智商”已经可
以达到四五岁儿童的水平，在可
预见的未来，制造出会思维、懂
情感、能判断、有主见的智能机
器不是天方夜谭。

人类无法想象未来的人工
智能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就像几
百年前的人类无法想象汽车、飞
机、导弹这些远远超越人类自身

极限的工具一样。相比人脑有限
的利用率，人工智能的“智商”全
面胜出人脑也只是时间问题。霍
金、比尔·盖茨等人都曾悲观地
提醒过，无度发展可能导致人工
智能最终反制人类，造成不可控
的毁灭。一些科学家也曾警告某
些国家，不要轻易把人工智能运
用到战斗武器中。

人工智能的利用价值毋庸
置疑，它可以提高效率，优化生
产，进行高危作业等。但关键问
题是，人类如何去引导、规范、限
定智能技术发展的方向、界限和
目的。应当让智能机器“知道”，
它们的出现不是为了战胜人类，
而是服务人类；更应该让研究者
清楚，人工智能不仅涉及计算机
科学，也包括哲学、认知学、心理
学、控制论、社会学，更需要有清
晰和冷静的科学发展观。

因此，真正的人机大战，在
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发展过程
之中，而其中重要的一场战役，
是人类能否控制自己的心智，去
发展合理的智能技术。（摘自《京
华时报》，作者程永高）

真正的“人机大战”在局外

葛舆论场

妇女劫？

□崔滨

对女性的第一重劫持，来自消费
社会的羞辱。《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李思睿，早在妇女节前十天就感受到
了商业营销的不友善，“在互联网加
消费主义的年月，每年的‘三八’节已
经跟“双十一”一样热闹，变成了一个
消费节。各大电商的购物节广告里，

‘宠爱女人’、‘女神’、‘女王’是它们
缺乏创意的症候之一。在这些广告商
眼里，女人的价值无非是皮相，而学
业优异、照顾家庭和努力工作，是不
重要的。”

在这篇《今天的妇女随时可能遇
到的羞辱》中，李思睿失望于妇女节
丧失了重估女性权利的意义，沦为商
业入侵和大众偏见的“妇女劫”：“煲
汤的家庭主妇需要生育保险，而现在
的生育保险不能
覆盖没有‘用人
单位’的人；自强
的女性仍然需要
强 大 的 法 律 保
障，让她们不会
随意被辞退和性
骚扰；追梦的人
更需要通过制度
消除性别歧视。
竟然没有任何一
个公共部门通过
大众媒介或者公
共空间，来讨论
妇女节背后承载
的权利承诺。”

女 性 的 社
会 处 境 真 的 像
李 思 睿 说 的 这
么险恶吗？且看
光 明 网时评 作
者张立对3月7日
高 校 女 生 节 的
评价：《变异的
女 生 节 横 幅 写
满 男 子主义 的
意淫》，“春风十
里，不如睡你”、

“女生节，只想送
你们一套祖传染
色体”，这些包含
着性暗示的污秽
言语在一些校园
内大行其道，让网友直呼“太污”。“每
一条横幅里面，不再传达的是对女生
的理解和尊重，而是把男生自己摆在
了横幅的中心位置，把女生作为男生
的陪衬和一种外在宣泄的工具，不是
在庆祝女生节，实则是借女生节楔入
男子主义的尖钉。”连为未来主人翁
培养健全世界观的高等学府，都充斥
着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张立担忧：

“治理社会上歧视女性的相关现象，
又会有怎样的斗争力量呢？”

如果说张立点出了大众文化
中对女性的歧视，是对女性的第二
道劫持，那么，中国青年网评论频
道则在《莫让生育成为女性就业拦
路虎》一文中指出了女性遭受的第
三重劫持——— 职场不公。在这篇被
广泛转载的评论中，时评作者斯涵
涵批评：“由于当下经济形势不容
乐观，就业压力增大，劳动者和企
业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再加上相关
部门的监管不到位，女性生育权屡

遭侵犯，限制女性生育的霸王合同
已渐渐成了用人单位挟制女性员
工的一把利剑，也成了不少女性进
入职场的拦路虎。”

不仅如此，同样在妇女节这一
天，时评作者刘雪松在《新京报》评
论版上的一篇《还有多少个莺莺需
从家暴中解救出来》，让公众看到
了女性更为弱势的一面，即家庭伦
理的劫持：“‘三八’妇女节前夕，大
连植物人女孩莺莺醒了，而她的受
伤乃是家暴所致……如果不是莺
莺能够醒来，这个‘家暴’的情节，
就完全有可能被这个男人编造的
感动所掩盖。就像很多表面看来很
和睦的家庭一样，‘家暴’往往被认
为是‘家丑’，很多社会群体将它仅
仅当成妇联出面调解的工作，根本
没有上升到法治的高度去认识。”

于是，社会上
种种对女性的劫
持，通过本周的舆
论场一一揭开，如
何让女性被世界
公平相待，成为全
社会需要反思的
问题。

时评作者易
国祥在红网红辣
椒评论频道的一
篇《“不做圣母”
能否燃起女性精
神的火把？》，以
男性的视角提出
了自己的建议：

“妇女解放不是
妇女任性，有些
价值取向值得注
意。那些非常火
的征婚节目，不
管主办方怎样进
行引导和点拨，
似乎改变不了美
女向财富或显贵
献身的主流。中
国出现庞大的剩
女队伍，与当下
感官式的幸福倡
导不无关系。文
明社会对妇女多
元的人生选择应
该 有 更 多 的 尊

重。”
《南方都市报》则以社论的方式

为女性打气：“这是一个物质丰裕的
时代，女人当然有权利获得美丽，在
职场上日渐与男性平分秋色的女
性也有权利进行消费。因此，消费
主义将矛头对准女性，进行精准营
销，实际上意味着当今的女性已经
有相当一部分获得了经济上的自
由。经济独立是女性获得平等权益
非常关键性的一步。但反过来，如
果妇女节的消费主义故事占据了整
个版面，那么在妇女权益还远未真正
与男性齐平的情况下，妇女抗争的故
事似乎就缺失了讲者，因为经济独立
并非一切。这提醒我们，消除观念中
对女性的歧视依旧任重道远。”

本周我们迎来了第
106个国际劳动妇女节。
《人民日报》头版评论高
度评价了女性在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性：

“女性是幸福密码的掌握
者，她们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家庭建设等
领域，以柔性的力量，时
刻彰显着女性智慧，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幸福和力量的另
一面，是现实中无处不在
的对女性的损害与歧视。
本周的舆论场，便以笔墨
言论为花，向身处不平等
境遇中不断抗争的女性，
献上自己的敬意。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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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鼓励“休学创业”别成了盲目推崇

□陈科峰

近日，围绕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的话题，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
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她透露，
关于社会广泛关注的大学生休学
创业，教育部今年将正式发布新
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对弹性学制和休学创业等
作出明确规定。（3月10日新华网）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国家
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从政
策 层 面 为 在 校 大 学 生 提 供 便
利，鼓励他们先行一步、创新创
业，初衷当然是好的。然而，创
业本身是个听来时尚操作起来
复杂的事物，广泛涉及项目、资
金、技术、管理、人脉，以及必不
可少的经验等资源。大学生有
创业精神是好事，但也应理性
面 对 自 己 所 拥 有 的 条 件 和 资
源。切不可误读政策，眼见别人
休学创业便心猿意马，甚至盲目
蛮干，最终很可能落得竹篮打水一
场空，业没创成、书没念好。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早已显得不合时宜，但必要的定
力和心态却是不可或缺的。在客
观分析、认知、定位自我的基础上
合理规划自我、理性选择方向，有

条件、能力创业的要“拿得起”，没
有相应基础的则应“放得下”，沉下
心来、戒骄戒躁，所谓“磨刀不误砍
柴工”，养精蓄锐以待时机。

对此，有一个很鲜活的例证：
去年上半年，中国股市一度出现
回暖，很多在校大学生也投身其
中，一边上课，一边拿着家人资助
的有限资金炒起股来。牛市行情
下，凭借好运气赚点小钱似乎不
难，不少人一时间极度膨胀，自以
为是“金融天才”，开始当起了“操
盘手”。然而，下半年行情陡转直
下，未经市场历练、不懂及时止损
的“大学生股民”一路惨赔，待到
血本无归时，方才醒悟——— 原来
自己这个天才是“山寨货”。

无论求职还是创业，扩展到
个人成长，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每
个人所处的环境、接受的教育（不
限于学校）、拥有的起步条件都不
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国家
允许休学创业的政策利好保持一
份必要的淡定，切勿一拥而上。与
此同时，新政出台之际，各高校亦
应正确理解，把握好火候，在积极
为有条件的学生提供创业的时
间、培训机会的同时，也要加强学
生的引导教育，谨防他们过于浮
躁，“身在曹营心在汉”。如此多措
并举，才是负责任的姿态。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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