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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谈未来愿景

以斯坦福大学为标杆 为上海 的经济发展培养创新人才
作为在上海地区招生最多的一所

大学，上海大学这所以“上海”命名的大
学将如何打造“双一流”？在此次全国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大学校
长金东寒接受了青年报记者专访。

他表示，上海大学未来培养的人才
一定要能够服务于上海的经济社会发
展，为此，将以斯坦福大学为标杆，加强
创新创业教育。同时他也不讳言，学校
改革需要做“减法”，教师“双肩挑”的问
题要解决，“要从我开始，立志做一名职
业化的校长”。

据悉，最快下月，上海大学的教育
综合改革具体方案就将开始实施。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北京专电

改 革 目 标 我们认为，上海大学是上海办的

大学，应该突出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作用。在这一次的综合改革

中，我们会比较强调上海大学要支撑

上海未来的发展。

记者：在这次改革中，上海大

学未来的改革方向会是怎样的？

金东寒：上海大学是并校而
来的，我们的定位是综合性研
究 型 大 学 ，比 较 强 调 基 础 研
究。我们的综合性比一般的学
校更显著，除了文科占一半以
外，还有美术学院、电影学院、
音乐学院，这是一般的综合性
大学里面没有的。

我们认为，上海大学是上海
办的大学，应该突出对上海经济社
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改革应该坚
持两个导向，一个是社会需求和战
略导向，首先就是要支撑上海的经
济社会发展，所以在学科布局的时
候就一定要研究上海的需求、上海
未来的发展。上海提出四个中心
建设，上海大学的相关学科介入的
都比较少。在上海的汽车、化工、
造船、发电装备、先进制造业、钢铁
等主要产业中，上海大学除了在钢
铁、冶金方面与宝钢的合作比较紧
密外，与其他大型企业的合作都不
太多。在这一次的综合改革中，我
们会比较强调上海大学要支撑上
海未来的发展。

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经济
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现在也开
始重视文化创意产业。那我们就
有责任办好电影学院、美术学
院。以电影产业为例，上海在上
世纪初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历
史上也曾经有过几次辉煌时期，
但现在上海制作的电影数量还不
到北京的六分之一，远远落后于
北京。我认为上海还是有一定基
础的，未来电影产业的发展空间
十分巨大，完全可以和北京并驾
齐驱。所以我们学校要提前进行
学科布局，并做好与电影产业的

对接工作。
记者：在学科和产业对接方

面学校是不是已经开始有所行动

了？

金东寒：是的。还以电影产
业为例，原闸北区委、区政府在我
们上大的延长校区开辟了10平
方公里左右环上大国际影视产业
园区，以影视制作为核心，打造影
视制作工业体系，形成影视设计、
拍摄、制作、发行全产业链。现已
有很多家影视制作公司入驻了
园区。上海大学设有上海
电影学院和上海温哥华
电影学院，前者的定
位是培养编剧、导
演、表演和制片等人
才，后者培养视觉
设计、音效设计、动
画设计、化妆设计
等影视制作人才。

上海温哥华电
影学院采用全英文
教学，教师全部来
自温哥华电影学院，
目的是适应国际化
的 趋 势 。 去 年 有 了
第 一 届 约 70 名 毕 业
生，深受业界欢迎。在
第四届中国国际微电影
节上，我们送了三位毕
业生的作品，结果，三部
作品从上千部影片中脱颖
而出，一举摘得三个优秀
微电影奖。这充分说明毕
业生的质量受到业界的肯
定。

所以，上大今后人才培
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能
支撑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并
能应对未来的挑战。

记者：改革一定是有针对性

的，您觉得高校改革最根本的是

要解决什么问题？

金东寒：高校改革也要坚持
问题导向。我到上海大学快八个
月了，通过调研确实发现了一些
问题，其实，有些问题不光上大存
在，很多高校都存在。比如，现在
的高校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很重
视排名，围着指标转，反而忽视了
大学的核心价值。我认为我们首
先要关注的是大学的核心价值，
那就是人才培养，其次才是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在
大学的四个功能中，人才培养应
该是排在第一位的，其余三个功
能都应该围着它转。

比如，大学要搞科学研究，一
方面是为了创造新知识，更重要
的是要求老师能站在学术前沿，
不断有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只
有自身不断地提高，才能培养出
能应对未来挑战的人才。又比
如，大学要服务社会，就是不光让
学生学知识，最主要还要鼓励老
师和学生用知识去解决现实问
题，不能只成为理论家，社会最需
要的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文化传承则是和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紧密相关，对于人才来说，知
识很重要，但品德更重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教育定
义了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
事，学会相处，学会做人。学会做
人最主要就是让学生具备良好的
品德，应该讲诚信，有责任感，尊
老爱幼，有团队精神，乐于助人，
善于和人沟通等等，这些是会影
响一个人一生的。学会相处和学
会做人，主要与家庭教育有关，但
现实的情况是不够重视家庭教
育，对此，我很担忧。我希望媒体
要呼吁家长重视家庭教育。尽管
学校能做的也比较有限，但有限
也还是要尽力做。

记者：从上海大学实际来说，

有哪些具体的问题需要改进的？

金东寒：上海大学有27个学
院，还有两个独立的系，我们觉
得学院太多，而且学科太分散，
这是学校合并造成的一个历史
遗留问题。像国外一些著名大
学，很少有超过 10 个学院的。
所以，我们应该做减法，应该有
所为，有所不为。

上大要瞄准上海的产业发展
进行学科布局，接下去就会明确
重点发展哪些学科。我们肯定会
选择几个重点发展的学科，其余
的学科要与这几个重点学科产生
协同作用，为此，要进行一些学科
调整，而不会再随意发展一个新
专业，忙着做加法。

另外，学校的职能部门也太
多，职责分工不尽合理，辅助人员
数量太庞大，造成管理效率比较
低。我们要优化组织设计，要实
行大部制，把很多外部协调变成
内部协调，提高管理效率。现代
大学的治理和组织制度可以学习
国外的先进做法。我前段时间和
悉尼科技大学校长做过一个交
流，他们学校的辅助人员数量就
很少，很多工作都外包出去，很注
重效率，值得我们借鉴。

还有就是大学教师的“双肩
挑”问题。我们职能部门的管理
人员基本来自于教师或者辅导
员，有很多都有博士或硕士学位，
甚至拥有教授职称，但是教授未
必一定能成为好的管理者，因为
领域不一样，术业有专攻嘛。我
个人主张要选用职业化的院长和
专业化的管理人员。现实情况还
有很大差距，普遍存在着双肩挑
的现象。所以，我想带个头，立志
当一名职业化校长，上大现在没
有我的专业，我不会建我的专业，
也不想建我的团队。接下来，就
要选聘一些职业化的院长，考核
院长主要看把自己的学院建得怎
么样，而不是考核你自己的专业
做得如何。

当然做减法并不是那么容易
的，还需要一个过程，具体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但是只要一步一步
地做，就一定会产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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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校长在接受采访。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