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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请培养21世纪企业需要的人才引言 自从1998年回到中国以

来，我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知名大学的校园，和千百位工作

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院系领导、教授、讲师晤谈，通过演

讲、座谈、网上论坛、电子邮件等不同方式与更多积极、热

情的大学生们进行过充分的交流。无论我身处微软亚洲研究

院、微软总部还是Google中国工程研究院，洋溢在校园里的

青春与活力总是让我倍感振奋，来自清华、北大等学校的高

材生们总能令我所领导的团队在激情和智慧的交相作用下取

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中国高校每年都会培养出一大批聪明

、能干的优秀人才，作为跨国企业研发团队的管理者，我对

此深表感谢。但同时我也看到，与欧美一流高校相比，中国

高校的总体教学质量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高校扩招后必然出

现的就业压力正日趋明显，企业的招聘需求与毕业生实际经

验水平之间的落差也有逐渐增大的趋势⋯⋯作为一名关心中

国教育事业发展并立志帮助广大青年学子的炎黄子孙，我无

时无刻不会感觉到中国高校在新世纪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提起笔来，给中国高校的管理者和广大师

生们写一封信，将自己此前在科研、教学与研发管理工作的

实践中领悟到的一些有关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想法说出来

，一方面可以与热心中国教育事业的师生分享和讨论，另一

方面也可以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在制定、改进或实施相关规

划时的参考。 毫无疑问，许多现有问题要解决还需要经费、



政策、甚至思想的突破。引用我的朋友凌志军先生的一句话

：“我们既然无法改变教育，那就改变教育的看法。”在他

的基础上，我想再补充一句，“如果大家对教育的看法都改

变了，那么教育的改变也不远了”。虽然我很希望这篇文章

能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一些进步，但只要它能够引起一些讨论

，增进一些理解，改变一些看法，那么我也心满意足了。 大

学应聆听“客户”的需求 对一家现代企业来说，最重要的莫

过于仔细聆听客户的需求，设计并研发出真正受客户欢迎的

产品。在今天这个机遇稍纵即逝，环境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不懂得聆听客户需求，不能快速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企业是

永远也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的。 对一所以培养21世

纪人才为己任的大学来说，聆听“客户”需求同样重要。我

认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现代化企业是大学最为重要的“客

户”，因为这些现代化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最为迫切也最为强

烈。 创办大学的目的或价值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名和利，而在

于是否培养出了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否获得了真正能

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科研成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能

否通过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方式让自己的“客户”满

意，这是大学能否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

不能充分聆听21世纪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如果不能敞开大门

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关科技发展和人才流动的信息，我们

的高校就很难担负起向社会输送合格人才的使命。这是因为

： ◇世界在变，产业在变，观念在变，技术也在变。在IT、

互联网、通信、生物、纳米技术等新兴领域，每5年内的技术

变革都有可能改写过去50年乃至100年的技术历程。在这些领

域，企业往往会走在高校前面。高校不但应该依靠开放的思



想和充沛的活力尽快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更应该在科研领

域成为引导技术发展方向的先驱者。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

，中国高校的整体教学质量尚有较大的差距。面对欧美甚至

港台大学对优质生源的竞争，内地高校必须尽快向产业需求

看齐，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 ◇中国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十年

中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发展最快的是那些最顶尖的高校，能

够在世界人才市场上具备竞争优势的也只是少数一批最顶尖

的高材生。但是，从平均水平看，中国高校目前还无法培养

出数量充足的，可以满足企业一般要求的合格人才，中国与

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小的“人才鸿沟”。 ◇随着中国加入WTO

和教育改革的进一步开展，加上最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留学签

证政策的改变，国外高校开始以招留学生、合作办学、开办

培训机构等各种方式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合资和民办大学的

数量也日益增多。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民办学校，各高校面

临的生源和市场竞争空前激烈。为了取得竞争优势，高校必

须充分理解市场环境，在人才培养的方向上找准自己的位置

和特色。 ◇近年来，随着大学扩招的社会效应逐渐显现，外

加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大学扩招是件好事情，可以更快地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但我

们也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高校有限的教学资源能否为大

学扩招提供支持，能否保证每个学生都享受了高质量的教学

服务；二是在大批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也有许多优秀

的企业无法招聘到足够数量的合格人才，这种矛盾远非供需

数量的差异可以解释。 也就是说，如果想切实提高高校教学

质量，真正培养出满足企业需要的合格人才，高校就应当更

多地听取来自企业的声音，更多地了解21世纪的企业到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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