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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1/2021_2022__E5_A4_A7_

E5_AD_A6_E9_9D_A0_E5_c123_281071.htm 在中国人民大学食

堂耗资百万建观光电梯风波未平之际，中国高校的大门又成

了众矢之的。最近，山东聊城大学校门在网络上被称为“高

校最大、造价最高的大门，造价居然达8000万元”，一时引

起网民哗然。网民们还自发地提供其知道的大学校门的造价

。记者致电一些高校进行核实，对方纷纷否认了这些“天价

”。 虽然荣登“中国高校大门排行榜”的学校都极力否认，

并给出了数字以正视听，比如聊城大学称花了300万，南昌大

学称花了180万，西安文理学院称花了120万，但建个校门的

花费数以百万计就不是“天价”了吗？ 是我们的高校钱多得

没处花了吗？实在并不是，甚至是恰恰相反。我国许多高校

已经成为银行“债务人”，有的大学贷款已高达10亿至20亿

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蓝皮书提供的数据，目前高

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由于贷款额

度太高，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部分高校已没有偿还能力。

与此同时，我国高校贫困生的比例在20%左右，他们也迫切

需要得到救助。 一方面是高校负债累累，大量贫困生生计艰

难，另一方面却是某些高校一掷万金地花钱，“鼎铛玉石，

金块珠砾”，这显然是一种悖论，引人深思。 清华大学前校

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之说一直深入人心，大学既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想必更非

谓有豪华大门之谓也。对学界前辈的名言，大学中人不可能

不知，但大学的决策者们为何纷纷瞄准了豪华大楼乃至豪华



大门用力呢？ 这首先在于相关约束机制的缺乏。大学大兴土

木旧貌换新颜不惟是大学领导的政绩，有时候也是地方领导

的政绩，有助于改善地方形象以及拉动地方GDP，而且大学

土建工程能为某些人带来金钱等利益。动力无穷的同时，对

大学如何花钱却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预算监督乏力，审

计监督滞后，其结果只能是怎一个乱字了得。 还应看到的是

，公立大学负债再多，国家也不会让其破产，对于银行的呆

坏账，最后必然是财政埋单。这一点，是由公立大学的公益

性和非盈利性所决定了的。而对于高校的责任者而言，这通

常似乎不是什么问题，连错误都算不上，问责就更不可能了

。某些高校疯狂举债、挥金如土，就是摸准了政府不会坐视

不管的脉搏。而既然大学大兴土木的资金来源大多只能是财

政拨款以及对学生的收费，那么大学收费变得高昂也就在情

理之中。 除此之外，某些高校大学精神的失却也是重要原因

。大学精神沦丧，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成为稀有之物，

自然是很难产生大师的。正因为大师难觅，无从在这一层面

进行竞争，底蕴缺乏，层次不高，才飞扬浮躁，转而求诸求

等而下之的东西，比拼起了大楼乃至大门，俨然大学之高下

全在于谁的设施更豪华、谁的配置更齐全，仿佛非此不足以

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但事实上如此进行比拼的结果

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我们的大学只是二流三流，甚至不入

流，与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 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其应该领

异标新卓然不群，而不应沾染流俗。但如今的事实却很是不

堪，大学常常为社会的不良风气所左右。我们需要反思的是

，为何那些世界上的名校以层出不穷的大师、以人文精神、

以创新能力而为人所知，而我们的某些大学却只能以校门豪



华而名声大噪呢？是机制的问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或许

，哪一天我们的大学盛产大师了，其才不会再去比谁的大门

更漂亮、更豪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