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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最近的一个聚会上又遇到了邱东。
他告诉我，现在已不再担任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回归去做专职教授了。
他向我提及，近期准备把在中央财经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工作期间的一些主要文稿汇编起来，出版一
个文集，为自己的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画上一个句号。
他还问我，可否为他的文集写个序言。
这后一要求叫我诚惶诚恐。
因为无论从学识上讲，还是从资历上看，我都不是能为这样一个专家出书写序言的人。
同时，我也感到这体现出一种信任。
在当今社会人与人的交往中，有什么能比信任更值得珍贵的呢？
在这种复杂心情之下，我只能婉言说看一下书稿再定。
　　拿到书稿后，差两天就到春节，我接着就返乡了，只能在访亲探友之余挑灯夜读。
对于40万字的文稿，也只能精读和浏览相结合，所以实事求是地讲，不能说达到心领神会的地步。
但我自信已经把这本书的“魂”看出来了，字里行间跳跃着直率、坦诚、责任和激情，活灵活现出他
的性格。
所谓直率，就是有话直说，体现出地地道道的“东北人”；所谓坦诚，就是不掩饰，“说出来的全是
心里话”；所谓责任，就是“在其位得谋其政”，真正把工作作为事业来干；所谓激情，就是一种内
在的动力，不竭地向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进取。
对于这样一本书的出版，不仅感到不胜欣慰，而且也产生了主动想说几句话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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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者心路》记录了十多年邱东对于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也如实记录了他对高校管理的独特理
念。
虽然其中涉猎的问题很多，但从促进教育发展的角度看，最值得圈点的观点可概括为：一是建议将“
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改为“办让人民满意度不断提高的教育”，应把教育纳入一个历史过程去看待
。
教育的发展是受现实条件制约的，而人民的满意要求则是可以大大超越现实的。
两者是水涨船高的关系，但水却永远达不到与船同等的高度。
二是提出高水平大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高度，义务教育扩展了社会文明的广度，有了广度再有高度，
整个社会文明的空间才会相应扩大。
三是认为我国高校管理体制中计划经济的痕迹还很重，社会需要为高校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空
间和环境，形成独立自主、依法办学的运行机制是关键举措之一，包括招生权、用人权、经费使用权
、国际交流权等。
这些权益虽然教育法已有规定，但真正落实还需要有一种机制去保证。
四是考问高等教育到底是追求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还是更注重学生素质的培养？
是让学生一毕业就起飞，还是培葬他们的空中加油能力?大学教育毕竟不是职业教育，大学校园也不仅
仅是就业者的培训基地。
五是提出不能用过去精英教育下的就业观念来套大众化教育下的就业现实。
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多数大学生只是有知识的普通劳动者，尽管系统学习可以使人们有机会上升到更
高层次，但也只是机套，并不是一份保险。
六是认为有没有就业岗位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不是应该由高等教育负责的，实际上有了高等教育
以后有助于就业岗位的增加，因为自主创业能力的增强，会缓解就业压力。
七是强强合并不宜多搞，高校并不是一大就强了，这还需要额外且相当巨大的成本。
中国还是穷国办大教育，不可能有过多的投入用于大学的结构调整。
同时，对被兼并学校而言，多年努力形成的品牌资产可能会不复存在。
还有，合并后的高校分散在几个校区，运输和管理成本加大。
另外，学校之间整合时间较长，不同学校、不同学派的摩擦会影响其学科的发展。
八是认为现在的中学教育尽管强调素质教育，但是应试教育的动力还是相当强的。
高等教育扩招了很多，但还是应试教育，所以在大学里要加强对大学生性格的调养，做好大学生政治
思想教育，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九是提问对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高校?不是北大、清华这些一流学校，而是普通高
校，甚至是地方高校。
中央部属高校在校生2004年比1998年仅增加了40多万人，倒是地方高校增长了800多万人，但对地方高
校的有效支持又那么少，是不近人情的。
十是提出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的教育局势，就是“上学难”和“上学贵”吗?应该说，上学不难，但上好
学校难；上学不贵，但择校上学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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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东，辽宁抚顺人，祖籍江苏沙洲，大学教师，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1974年下乡插队，1.977年考入辽宁财经学院，109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5年至2005年在东北财经大学任教，此问曾担任过系副主任、系主任、副校长、校长。
2005年3月至2009年3月担任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
高校兼职教授。
　　主要学术职务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举规划项目学
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高等院校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统汁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全国统
计科研优秀成果弹选奖励委员会委员、《统汁研究》编委、《财贸经济》编委等。
　曾在《经济研究》、《统计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或参加过40多部专著、教材、
工具书和译著的撰写工作，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等20余
项，60多次获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和辽宁省等部门颁发的各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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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高等教育专论篇高等教育改革三谏中国高教改革片想十则论新时期为民执政能力建设人尽其才和人享
其才、人长其才——现代大学应有的人才工作观简论高校领导的任用用开放的心态和方式从事开放的
事业——在留美经济学会年会圆桌论坛“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上的发言高校教学中充满了科研报考
大学要考虑的五大因素和顺序——以财经院校为例为什么喜欢国际合作的双学位项目？
不宜再提“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别拿三个“一切”忽悠学生为什么许多高校选择做大？
为什么非要另起炉灶？
也谈现代大学中的大厦我对高校欠债的一种理解财经“叶公”，不做也罢“大校沙文主义”且请缓行
敢与不敢违规的高校高等教育访谈篇注重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访东北财经大学校长邱东以教育开放
应对高等教育国际竞争TOM网教育问题访谈在中国网就教育问题的访谈教育公平受关注代表了国家的
进步对大学生的思想素质教育得切中他们的根本利益——教育问题访谈录音整理稿教育公平是可贵的
，也是很贵的——根据教育问题访谈录音整理教市场的应该真正相信市场——谈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对
中国教育若干误解的澄清——教育问题访谈录高校的发展也有结构调整的问题就业岗位不应由高等教
育决定理性看待教育收费问题——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邱东谈教育支出绩效机制
东北财经大学篇抓紧改革和建设，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东北财经大学改革动员会上的讲话提纲东
北财经大学如何回应新世纪的挑战东北财经大学概况和总体发展思路给一东北财经大学校友的信1996
—2000年述职报告渡斐大学的MBA项目2002年述职报告信息技术加速对内资源开放——访东北财经大
学校长邱东政府与高校共同打造外向型教育：东北财经大学的思考和建议——在辽宁省一次高校座谈
会上的发言在浙江财经学院学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东北财经大学的联合学位项目——在牛津大学举
办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和作用与途径”研讨会上的中文讲演稿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东北财经大学MBA项目全国评估第二的感言中央财经大学篇在党委书记任职宣布大会上的讲话对
学生一个帖子的回答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经济主体归位过程中的青年学生定位——第十
届研究生学术节上的报告在学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骨干培训大会上的讲话用求真务实精神
促进中央财经大学快速健康发展（学习《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体会）
——在校全体教职工党员党课上的讲话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心得党性分析报告在2005年中央财经
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根据讲话录音整理）在中层干部聘任大会上的讲话把握科学发
展观的精神实质和内涵，促进中央财经大学健康发展——在全校中层干部党课上的讲话2006年述职报
告（记录稿）在2007年中央财经大学工作部署会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责任签订仪式上的讲话国内
外著名经济管理高水平大学的教学改革——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层领导干部教学专题培训班的讲话在中
央财经大学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自评意见反馈大会上的讲话用十七大精神推动学校发展，构建和谐
校园20cr7年述职报告（记录稿）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预评估校领导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党建先进校复查
工作专家复查意见反馈会上的讲话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三十一年——在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上的报告附录曲线谐步——访东北财经大学校长邱东从统计学训练中走出来的学者和行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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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等教育专论篇　　高等教育改革三谏　　一、异地招生不宜限制　　按照某些人的设计和某些
领导人的讲话，以后大部分高校都在当地招生，而只有北大、清华等少数高校有权在全国招生。
我们以为，这样硬性规定是一个大倒退。
其理由如下：　　1．这样会限制全国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
高等院校不仅是教授知识的地方，更是不同地域文化交流和升华的所在。
限制异地招生，实质上就限制了高校正常功能的发挥。
高校育人的实践告诉我们，有异地学生的那些院系，其文化氛围相对于只有当地学生的院系更为活跃
，这是不同文化交流和升华的结果，有利于现代创业者的成长。
相对于这种文化交流的巨大作用，异地招生所增加的成本是微不足道的。
即使就文革串联、知青下乡、民工潮等而言，不管在总体上怎么评价，在客观上也还有其促进文化交
流的作用，更何况大学生的流动呢？
　　2．考生有选择异地学校读书的权利。
在教育成本分担的情况下，学生和家长有选择异地学校读书的权利。
这种选择，有的出于专业偏好，有的为着从不同文化环境中汲取养分，有的为了就业方便，不管是什
么考虑，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尊重。
　　3．高校有招收异地学生的权利。
高等院校的发展水平是不同的，考生和家长对各高校的认可程度也不同。
能否在异地招生，应该由教育市场上的竞争状况来决定，但各高校的竞争起点应该是公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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