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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及团
队活动。学校一定
要培养学生的人文
素养，否则怎么能
算大学？人文与社会
科学可以扩展年轻人
的视野，理顺他们的
逻辑，赋予他们深入
思考、独立判断的能
力。思想狭隘的人很
难做到真正的创新，
没有好的人文与社会
科学环境，科技也搞
不好。

中新社记者：您
曾长期在旧金山湾区
工作，并于20世纪
90年代先后提出“香
港湾区”以及“深港
湾区”的概念。在高
等教育方面，能为粤
港澳大湾区提供哪些
经验？

吴家玮：旧金山
湾区各种类型的高校
都有，粤港澳大湾区
的高等教育建设也一
定要多元化。最好能
够平衡发展研究型、
教学型、专业型、普
及型等各种类型的高
校。至于学科建设，
科技创新、人文创作
和社科教研同样重
要，多种学科都要大
力发展。研究型的高
校必须注重教学，教
学型的高校也不能忽
视研究。
此外，高等教育

不能一面倒地聚焦于
应用研究，基础研究
也绝对不能忽视。中
国过去经济落后太
久，需要飞速发展，
赶上发达国家，因而

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
了大量应用型人才。
但非常关键的基础研
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作为科技创新和
突破的基石与载体，
是时候大力度发展基
础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东
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
可以实现互鉴？

吴家玮：西方发
达国家因各自的历史
和背景不同而发展出
各有特色的教育模
式，法、德、英、美
等国的教育制度差别
很大。在向西方借鉴
的过程中，中国要按
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
需求善加选择，发
展符合国情的教育模
式。
最近几十年，中

国高校数量急剧增
加，水平相应提高。
目前，中国每年普
通、职业本专科招生
人数在1000万以上，
硕士生以及博士生
的招生人数分别超过

100万和10万。有人
说中国毕业生太多，
导致很多大学生找不
到工作，但我认为现
在的高校数量和招生
规模相当合理。中国
有3000多所高校，美
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
分之一，高校数量却
更多。
中国高等教育的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
在于发展不平衡。美
国的优秀大学分布在
全国各地，但中国最
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
沿海几个大城市。五
湖四海的“高材生”
被吸引到这些大城
市，毕业后大多不愿
回老家。中国迫切需
要推动教育、经济、
文化等各项事业在地
域间均衡发展，让欠
发达地区对人才具备
吸引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

需要适度引进符合国
情的博雅本科教育。
同时，应该像西方社
会那样，摈弃对大学

排名的迷信、对论文
和专利权数量化的追
求以及对学者名衔的
过度崇拜。
反向来看，中国

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
西方学习。从文艺复
兴开始，西方世界逐
步盛行“个人主义”
。而儒家推崇“集
体”意识，为人在修
身之余，必须关怀和
注重家庭、社会以及
国家的集体幸福。这
些意识启发于教育。
中国一些教育方

式同样值得西方借
鉴。我曾看过一档英
国电视节目，有一组
上海的高中教师到伦
敦一所高中教学。老
师走进教室，学生要
站起来齐声喊“老师
好”。上课的时候学
生不能交谈，课后还
有很多作业。英国学
生刚开始对这套教育
方式很不习惯，但一
段时间后，他们不但
开始欣赏中国老师的
教育方式，连考试成

绩也提高了很多。
中新社记者：您

的回忆录《同创香港
科技大学：初创时期
的 故 事 和 人 物 志 》
里，有一个章节是“
助建中美桥梁——走
向 老 家 ” 。 在 您 看
来，教育应该如何助
建中美桥梁？

吴家玮：我写这
本回忆录的时期，确
实还是以学术交流合
作助建中美桥梁的好
日子。中国落后和僵
化多年后，终于打开
了国门。一些有理想
的优秀留学生、学者
在西方吸取了先进的
知识和技能，然后走
向老家，在国家重
启、发展的征途上作
了不少贡献。同时，
美国的科研也需要中
国的人才。在这个阶
段，两国一些科研合
作相当成功。

来源：中国新闻
网

以“国际教育，成就未来”为主题的
2009中国国际教育展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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