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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终于把在大学工作时期的资料整理完了，断断续续地用了3年多时间，完成之后，如释重负。
这里收集的是从1993年到2003年之间的一些文章和讲稿。
由于我不爱丢东西，所以资料保留得还比较全；但又由于我不善整理东西，所以材料比较散乱，较难
梳理。
书中所涉及的这十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对这十年变化的评价虽然基本是积极的，
但并不都是“鲜花”。
作为亲历亲为的我，只想把当时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的理想、愿景、观点、措施和实践反映出来，
供感兴趣的人们参考。
　　1977年，当恢复招考研究生的消息公布时，我正在电子工业部叶县“五七”干校劳动。
晚上收工回来，我就摊开我丈夫江上舟寄来的复习资料，学习到深夜（由于经常停电，常常在油灯下
）。
1978~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我和江上舟双双重返清华园。
1981年毕业后，经导师章燕申教授推荐，当年赴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这也是爱因斯坦的母校）
进修，后工作并攻读博士学位。
五年的留学生涯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也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中学读的是俄语，清华学的是英语，而在苏黎世生活、学习和工作用的是德语，最后我的博士论文
也是用德语撰写的。
我在苏黎世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自动化研究所期间担任过助教，带过研究生，因此五年中我有机会对
西方的高等教育进行比较深入的考察。
我发现，欧洲特别是德语国家的高校十分重视实践环节，实验设备比较好，更新也很快。
他们的教授很多是从工业界聘来的，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很高。
理工科大学的理科基础非常好。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因此，博士毕业后我未加任何考虑，选择了立即回国从教。
1986年初我回到祖国，在北京拜访了一些教育界的老前辈，包括我们的老师常迥教授。
他听到我回国后愿意去高校工作，非常高兴，亲自写信向同济大学推荐，鼓励我在教育方面努力做出
成绩。
在众多教育界老前辈关心下，1986年我踏进了同济校园。
　　到了同济后，在李国豪名誉校长、江景波校长、高廷耀校长等老领导、老前辈的领导下，我先后
担任自动控制教研室主任、电气工程系副主任、信息中心主任、科技德语中心主任、CIMS研究中心主
任，直至校长助理、副校长。
1995年1月，经学校民主推举，我被国家教委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
为了适应新的工作，我认真追溯了同济大学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轨迹，虚心向同济的老前辈，向各
院系的专家学者，向学校党政老干部请教，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确定学校发展的基本方针。
我感受到了百年同济的伟大和魅力，在90周年校庆时我署名写了一篇记录同济辉煌历史的文章（（同
济沧桑九十年》，这也是我初步学习的总结。
同济大学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产生，早期医、工等学科在中国独树一帜，在国际上有较高声誉，在我国
高等教育史上书写了引人注目的篇章，是一所兼具理工文法医的综合性大学，曾得到时任教育部长蔡
元培先生的高度关注。
1927年被定为国立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后，规划、土木和建筑学科得到超常规的发展，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直至今日。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同济积极参与到改革大潮中，在改革中发展，在改革中前进，今天的同济
大学已基本构建起了“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知名高水平大学”的整体框架，学科设置涵盖工学、
理学、管理学、医学、经济学、文学、法学、哲学、教育学等9大门类，这是发展，其实也是回归。
历任的老领导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全校师生员工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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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在1995年接棒时，同济这个工作平台已经生机勃勃、蓄势待发。
我主政8年，在同济百年历史的长河中，当然只是渺小的沧海一粟，作为是有限的。
只是这8年与高教改革的8年紧密相连，也许有回顾反思的必要。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 “文革”之前（1965年）进人大学，在工作8年之后重归学校念研究生，之
后又出国留学5年，我的成长完完全全得益于改革开放。
学成回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去回报，去奉献国家，虽然也遇到过种种障碍和磨难，
对我自己来说，这段时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愿意记录她，正如以上所述，她是改革开放的一
个缩影。
　　感谢同济大学老校长江景波教授和与我共事多年的王建云书记题写书名。
江校长在1986年把我引进同济大学，并推荐我进入校务委员会，使我一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在管理、业务和学术诸方面都给了我直接的大力支持。
与王建云书记共同工作的时期是同济大学面临挑战最为严峻的时期，王书记对我的工作自始至终十分
支持，特别是在我重病期间。
我们的合作是愉快的，配合是默契的，因此班子也是团结的。
　　衷心感谢教育部的老领导、我母校的老校长张孝文教授为我的文集写序。
我在大学领导岗位工作的这十年恰好是张校长在当时国家教委担任副主任、副书记，主管高等教育的
时期，他对同济大学、对我的工作有比较多的了解。
我记忆犹新的是，1995年2月18日，我被任命为新一任同济大学校长时，是国家教委党组成员、人事司
陈文博司长来宣布的。
他代表国家教委宣读了党组意见， “希望”我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
这时他专门提到，张孝文同志在稿上加了一句，也“相信”我能够做出成绩。
我当时深感责任重大，也下定决心要做好这件事，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张校长不仅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十分尊敬的师长。
这次请他作序，他不仅认真核对了每一件事和人，而且阅读了本书的全部初稿，甚至从网上调阅相关
资料，张校长严谨的工作作风是我学习的榜样，张校长是我永远的老师。
　　吴启迪　　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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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大学工作》收录了作者吴启迪自1993年至2003年在同济大学担任校领导期间对大学工作、高等
教育的理解与思考。
全书共分为《理念愿景篇》、《教学科研篇》、《校务管理篇》、《改革探索篇》、《对外交流篇》
、《感言拾遗篇》六个部分，其中包含了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思考，对教学、科研、管理的认识，对高
等教育改革的见解，建设与管理高校的思路和经验，以及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

《我的大学工作》适于高等院校管理人士、教育行政管理人士以及广大高等院校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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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于高教发展战略与现代大学理念的思考》、《关于中国高教国际化的思考与实践》、《在改革中
前进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及其发展理念》、《交往：现代大学的国际化使命——也谈“全球化”与中
国高等教育》、《教育是国家腾飞的发动机》、《在教育部直属高校第十三届咨询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我的大学工作》收录了作者吴启迪自1993年
至2003年在同济大学担任校领导期间对大学工作、高等教育的理解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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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理念愿景篇
努力发挥高校在科技革命中的作用
对理工科大学加强人文教育的几点思考
同济沧桑九十年
加大对高校的投人力度高教腾飞如虎添翼
世纪之交：大学面临挑战与机遇
21世纪的大学理念
关于高教发展战略与现代大学理念的思考
关于中国高教国际化的思考与实践
在改革中前进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及其发展理念
成就一流关键在人
——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
交往：现代大学的国际化使命
——也谈“全球化”与中国高等教育
教育是国家腾飞的发动机
在教育部直属高校第十三届咨询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教学科研篇
第一辑本科生教育
在同济大学1995年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面对挑战深化改革迎接评估
——在同济大学1997年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流的大学首先要有一流的教学
——在同济大学2000年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学校总体目标的实现要落实到本科教育上
——在同济大学2003年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二辑研究生教育
研究生培养工作散议
研究生教育在高等学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展研究生教育是强校之路
——在同济大学1996年研究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研究生院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
——谈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学科建设规划的制订
祝贺与希望
——写在《教育改革与管理——研究生教育研究》创刊之际
加入世贸组织后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
——在2002年1月上海市研究生教育论坛上的发言
第三辑教学与科研
关于完善学分制的若干思考
落实“九五”精神
——在部署我校科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科技成果的原创性是科技创新的灵魂
创造科技转化的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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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与大学的作为
大学在高技术战略中的作用
第四辑工程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
加强对德联系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高等工程教育国际化问题刍议
“全球化”与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战略
新世纪高等技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思考
——在全国本科院校高职教育协作会第一届学术年会上的报告
我的职业教育观
在全国本科院校高职教育协作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专业评估与资质鉴定：中国工程教育的“国际接轨”
构建高教育人“立交桥”培养“生产现场工程师”
校务管理篇
第一辑思想政治建设
在向国家教委校园文明建设检查组汇报工作会上的讲话
抓住关键建立机制提高水平
同舟共济铸师魂自强不息创辉煌
——在庆祝第十六届教师节大会上的讲话
在校党委中心组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
。
    在征兵工作咨询会议上的讲话
在学校建设和教育改革中实践“三个代表”思想
加强师德建设推进教育创新
——在第十八届教师节大会上的讲话
在同济大学老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二辑校务工作
同舟共济再创辉煌
——在同济大学教职工第五届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在新的起点上阔步前进
——在同济大学教职工第六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和衷共济自强不息再创新世纪的辉煌
——在同济大学教职工第七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摘要)
强化特色开拓创新跨越发展
为建设国际一流的现代大学奠定坚实基础
——在同济大学教职工第七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迎接2l世纪的挑战重振同济重塑同济人形象
——在同济大学全校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长风破浪会有时
——1996年新年献辞
提高学术水准推进中德交流
——祝贺《德国研究》杂志创刊十周年
同舟共济迎挑战乘风破浪跨世纪
——在校庆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同济女子学院女干部讲习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
在2001年高等技术学院迎新大会上的讲话
诚邀海内外英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大学工作>>

在社区信息化和智能建筑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弘扬同舟共济好传统开创同济大学新纪元
——在校庆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2002年迎新大会上的讲话
在同济大学陈香梅女性人才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在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
在绿化新校区捐款仪式上的讲话
在2003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改革探索篇
面向未来发扬优势把同济大学办成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同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
迈向21世纪的同济大学
——在“211工程”部门预审汇报会上的报告
把一个办学质量和效益都更高的同济大学带人21世纪
放眼2l世纪，进一步搞好产学研合作
努力探索面向新世纪的中国高教发展模式
——“同济模式”的改革实践与思索
在同济大学、上海铁道大学合并仪式上的讲话
大学世纪：同舟共济创未来
在2002年同济大学“共建”仪式上的讲话
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深入推进大学教育创新
以共同目标团结人以事业发展凝聚人
——同济大学并校改革工作总结
对外交流篇
进一步推进产学结合开创沪港科教合作新局面
世纪之交的挑战与选择
——中国高等教育的形势和战略抉择
同济大学发展之我见
同济大学与上海城市发展
在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三十周年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新世纪水的关怀——海峡两岸水资源暨环境保护上海论坛”开幕式上
的讲话
在澳大利亚驻沪领馆“三八”妇女节纪念会上的讲话
感言拾遗篇
知识的力量
赴以色列参加“妇女领导者如何帮助妇女、帮助自己”的国际会议纪实
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祖国
女性成才之路上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给上海市位育中学两位小校友的回信
有梦在月球
——访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
一个大学校长的希望
面对人生的机遇
创办具有特色的一流大学
——吴启迪校长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畅谈同济大学办学理念
跨越世纪迈向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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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国之路
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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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间，教育界和企业界的著名人士朱葆三、沈恩孚、虞洽卿、唐元湛、贝润生、李维格、唐绍仪
、黄炎培、严家炽、管祥麟、贝仁元、张君劢、袁希涛、陈德辉、卢殿虎、钱永铭、李铭、张宗芳、
吴健等先后担任校董。
正是由于校董们的极力支持与维护，同济才度过留与废的难关，保存下来。
　　校董们的支持又是基于同济的教育质量获得了社会的认同。
正如校董李维格指出的，同济医工学堂“开创以来，卓有成效，校外附有医院，校内置有工厂，设备
之精良，远非他校所企及，业已造就医士技士甚众，以是各省闻风负笈者日多一日，嘉惠吾国学子实
非浅鲜”，应“力予斡旋，保全此校”。
为此，同济校董会加紧吴淞新校区的建设，使吴淞校区成为当时办学条件比较完善的基地，有教室、
图书馆、工厂、研究所和两个大运动场。
　　经过这番努力，同济终于在1924年5月20日正式改为同济大学。
从此，5月20日就成为同济大学校庆的日子。
　　1927年，蔡元培先生留德归来，出任大学院院长。
他对德国的教育进行过深入考察和研究，因此对同济大学特别重视。
他指出医工两科以“德国之教学法尤全世界所推许也”，期望同济大学成为我国“最新式之医工大学
”。
同时，学校也制订了计划，建立生物馆、扩充图书馆，聘请物理与化学教师，建造中学补习教师和中
国教员住所，特设机械系的电工学和土木系的建筑学课程，努力实现医正科的完全自办，推进自主办
新式医工大学的进程。
　　1927年8月，同济大学正式进入国立大学行列。
1930年，正式成立医学院、工学院，并着手筹建理学院。
医、工两学院成立后，办学成绩显著，规模和水平均居全国前列。
据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同济医学院的规模居全国之首。
1936年德国工程师学会来函表示，承认同济大学工学院毕业生具有同德国毕业生同等学力。
这在当时的大学尚无先例。
　　颠沛流离和解放新生　　1937年，日本侵略军在侵占平津以后，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
变。
8月28、29两日，日本飞机接连轰炸吴淞地区，我校校合均遭不同程度破坏。
《大公报》于9月3日严正指出：“同济大学位置远在吴淞镇北，在军事上实非重要，即我军方面，亦
无利用该校作战之事实，日军如此破坏⋯⋯实不啻对整个世界文化宣战，狰狞面目，暴露日显。
”当时，除了医学院高年级学生参加战地医护工作外，均分散到市区继续教学活动。
　　1937年10月，上海战事剧烈，同济大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迁校历程。
首先从上海迁往金华。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军又进犯杭州湾，金华不保。
学校被迫再迁江西赣州，除有部分高年级学生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外，全校于1938年1月底恢复上课。
1938年7月，江西九江形势危急，学校从赣州迁到广西贺县的八步镇，尚未立住脚跟，广卅I沦陷，迁
广西受阻，学校又转迁昆明。
1940年的昆明，物价飞涨，敌机经常侵扰，学校最后决定迁往四川的李庄、宜宾。
　　1941年至1946年，同济即以李庄的禹王宫、东岳宫、南华宫、祖师殿、紫云宫、文昌宫、慧光寺
等寺院为学堂，从事教学活动。
课余之时，广大同济师生深人民众，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这时的同济大学，除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外，已正式建立了法学院。
工学院已有机械、电机、土木、测量和造船系。
理学院有化学、生物、数理系。
　　抗战胜利后，从1946年至1947年2月，同济大学完成迁回上海的任务，分散在市区的十多个地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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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1946年8月，理学院扩充为文理学院，1948年文学院和理学院分开。
理学院有化学、数学、物理、动物、植物五系，文学院有哲学、文学、历史、德国文学四系。
至此，学校有医、工、理、法、文五个学院，以及高级职业学校和附中，是当时国内学科最为综合的
学校之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6月4日，陈毅市长亲笔致信同济大学教授会，鼓励大家“共同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6月6日全校复课。
从此，同济大学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院系调整和两个转变　　新中国的诞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为加速教育的发展，1950年至1952年，国内进行了高校院系调整和布局调整。
　　同济大学医学院迁至武汉，成为今天的同济医科大学①；测量系迁至武汉，成为今天的武汉测绘
科技大学②；机械、电机、造船等科系主要支援交通大学；理、文、法学科主要充实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交通大学、大同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工业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等院校的土木、建筑系科相继调人，
使同济大学土建领域一度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学科最全、人才最多的系科。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同济大学根据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依靠自身力量，走内涵发展的道
路，经过多年的努力，又恢复成为一所具有土木建筑、材料科学、经济管理、机械、电气、仪表、计
算机、环境治理、地质测绘、海洋、数学、物理、力学、化学、外语以及哲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
的多科性大学。
　　1960年，同济被教育部列为直属的重点大学。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经教育部1979年2月26日请示国务院同意，同济大学恢复对德联系
和恢复使用德语教学。
　　17年来，同济已同德国的达姆斯达特工业大学、斯图加特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波鸿鲁尔大学
等8所高校建立校际合作关系，另外还与9所高校建立了合作科研关系，获得德国联邦研究技术部和大
众基金会合作研究课题17项，研究进展顺利。
中德两国政府合作项目——上海CIM培训中心已在同济启动，职教培训中心、中德学院也将于1997年
上半年启动。
同济的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波尔固体物理实验室、汽车与内燃机实验室、机械制造实
验室、计算中心、校园网络等项目均获得德国资助，总价值约1．4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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