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其核心价值应该是求真
育人，其本质应该是探索高深学问、追求科学真理、关
怀终极价值、传承人类文明、提升人类精神、守护人类
尊严。 然而，我们发现近年来大学里丑闻迭出、怪象频
现，大学已经被世俗社会庸俗化，还正在被庸俗化锈

蚀得困顿不堪。 新时代大学该何去何从？“知不足，然
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大学的确是困顿
了，却不因困顿移初志！ 在十九大吹响教育要高质量
发展的号角之际，大学要顿悟并积极正视自身存在的
问题，倾听真理的呐喊与召唤，吸纳社会的质疑与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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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进行自身的反省与自新，毫不犹豫地开启治理顽
疾、摆脱困顿、回归求真的育人之道。

一、防治校园性骚扰要强化依法治校意识

从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诱奸门”事件、四川美术
学院副教授王小箭强吻事件、北京大学副教授余万里
诱奸女留学生事件，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
性骚扰事件……近年来大学校园太多的性骚扰丑闻
被媒体曝光，对求真育人的大学来说显然是莫大的耻
辱， 也暴露出大学防治校园性骚扰面临的困境与困
顿。 2018年 7月 10日，中山大学教授张鹏性骚扰师生
的处理结果是：停止其任教资格，终止“长江学者”工
作合同。［1］实际上，对校园性骚扰的处理结果大多如
此。 大学教师性骚扰学生一定是师德败坏、违反校纪
校规问题，必须给予纪律与道德处分。 但是，防治校园
性骚扰的追责却不能止于“停任教师资格”等处分，因
为性骚扰触犯了法律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2018 年 7 月 16 日《南昌晚报》以“南昌大学遭性
侵女生发声：仍有严重心理创伤！ 要起诉学校和副院
长”为题的报道称，2017 年 12月 19 日，南昌大学国学
研究院副院长周斌被曝长期性侵女学生小柔（化名），
次日，南昌大学就免去了两位相关涉事者职务。 在南
昌大学对性侵事件处理半年之后，小柔仍然难以摆脱
严重心理创伤的困扰，所以她决定勇敢地拿起法律武
器，将周斌作为第一被告、南昌大学作为第二被告，向
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小柔是目前国
内首例被性侵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力的受害
者。 法院审理结果如何是一回事情，但小柔的起诉开
启了校园性骚扰通过司法诉讼维权的先河，对防治校
园性骚扰具有路径上的开拓意义。

当前，大学和社会至少在观念层面对反对性骚扰
形成了共识， 而落实到维权上的艰难仍是被低估的。
我国法律明文禁止性骚扰，但防治性骚扰教育尚未纳
入大学课程设置和任何教育政策，针对性骚扰的认定
也缺乏细致的判定标准。 相比而言，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就发布过长达 35 页的性行为不端处理条例， 对如
何判定性骚扰与遭遇时如何应对等问题有详细说明。
美国教育部发表的同僚书明确规定：高等教育机构有
义务及时有效地杜绝性骚扰，否则会予以罚款还可能
失去联邦经费。［2］鉴于此，新时代大学防治性骚扰，首
先要将防治性骚扰教育纳入课程与政策体系；其次要
建立从举报、取证、调查到处理的一系列制度；再次要

开启处理性骚扰事件的相关法律途径。

二、遏制校领导腐败要加大纪检监察力度

2014年，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原书记张忠元和原
党委副书记、校长范昕建双双被移送司法机关，临沂
大学原副校长李富山、 临沂大学党委书记丁凤云被
查，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原副院长陈小波被查……
2014年 7 月，教育部曾就落实党风廉政“两个责任”约
谈了 75 所直属大学。 2015 年 11 月，中国传媒大学书
记被通报批评，正副校长被免职。 2015年 12月，据《中
国经济周刊》记者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信息的
不完全统计，2014-2015 年， 全国有 56 所大学、83 人
被调查，其中 32 人正接受组织调查，已有 14 人被“双
开”，11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另有 6 人受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涉及的“211”或“985”大学就有 17所。［3］

大学领导腐败毁掉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前途，
也污染了大学这片净土，更伤害了高等教育尊严。有
网友直言，隐藏在大学领导里的蛀虫，能贪则贪能腐
则腐，他们的思想彻底腐化了，灌输给学生的必然是
庸俗化、市侩化的思想。 2017 年 6 月 21 日，《中国纪
检监察报》特别指出，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的
各类招生录取、科学研究、后勤管理、工程基建等关
键岗位权力和资源越来越集中， 权力寻租风险的确
不小。［4 ］ 大学治理出现监督盲区为腐败提供了条
件，泛市场化导致金钱至上为腐败提供了土壤，如此
两相作用再加上畸形的职称职务制度， 大学领导腐
败在所难免。 大学领导腐败是高等教育领域危害最
大的腐败， 大学治理不改革就难以消除此类腐败的
泛滥。

从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对大学的腐败违纪
案件查处与通报力度来看，大学的反腐工作力度正不
断加大、覆盖面越来越广，不仅查贪污腐败问题，也不
断强化廉政教育。 2017 年 1月 14 日，《中国纪检监察
报》刊发的《高校反腐决不能失守》一文特别指出，“打
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高校是一个重要战场”。 治理
高等教育领域的腐败应从书记和校长开始，只有官风
正校风才能正，只有校风正学风才能正。［5］为此，新时
代大学要建立健全治理体系，首先要完善民主决策程
序，建立现代大学的董事会制度；其次要建立现代大
学治理制度，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再次是尊重学术规
律，走去行政化之路，逐步形成大学由大师而不是大
官说了算的体制机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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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刹住论文造假风要明确学术职责规范

2018年 4 月， 东北大学 2008届硕士生孙勇的学
位论文与上海交通大学 2006 届硕士生李必红的学位
论文《真空吸尘车气路系统的结构设计与优化》存在
大面积雷同的情况。 6月，东北大学撤销了孙勇的硕士
学位。 4 月，天津大学 2012届硕士生李庆昆的学位论
文涉嫌抄袭内蒙古农业大学 2005 届硕士生武欣慧的
学位论文。 6 月，天津大学撤销李瑞锋原授予学位。 6
月， 北京语言大学教师粟花公布大量抄袭证据指出，
暨南大学 2014 级广告学博士生熊科伟所发表的多篇
期刊论文涉嫌抄袭剽窃。 7月，暨南大学撤销熊科伟博
士学位，同时启动对其指导教师追责程序。 学位论文
与学术论文抄袭之风蔓延，已经成为新时代大学高质
量发展面临的大学顽疾。［7］

湖北某大学博士张晨（化名）在网上找“中介”在
“C 刊”发表论文的愿望破灭了，还被淘宝卖家骗去了
5.2 万元积蓄。［8］这就是与论文抄袭同生共存的论文
买卖现象的缩影。 目前，一大批从事论文代理的中介
活跃在网络和校园，“发论文找中介”已是一些学生发
表论文的渠道之一。 为何会如此呢？ 主要是大学都将
发表论文与学位、职称等挂钩，只重视论文发表而学
术规范与诚信教育在流于形式， 再加上缺乏对于抄
袭、买卖等认定与惩罚的详细操作条款，不仅助长了
学术造假等行为，而且阻碍了学术创新。因此，2018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加强科研诚
信教育、建立健全学术期刊管理和预警制度等。［9］

《光明日报》的调研报告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
论文抄袭、买卖等破坏了学术生态，造成了虚假浮躁
的学术风气，对学术创新危害极大，也浪费了社会资
源。 因此，调研报告建议有关部门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进行治理：对研究生发表论文不作为硬指标，加强对学
术期刊的监管，加大对论文买卖双方的惩处，等等。［10］

实际上，中国人民大学等 7 所高校在十多年前就取消
了“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指标。 2018年 7月
18 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严厉打击学位论文买卖
与代写行为， 明确查处的第一责任人是指导教师、责
任主体是学位授予单位、监管主体是各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并对各责任方提出了具体的职责要求。［11］

四、扭转科研浮躁风要改革项目立项机制

2018 年 7 月 4 日，教育部社科司发布《关于清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的通知》， 该通知
指出，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的规定，将对 2013 年批准立项的所有未结项、申请结
项未通过或经批准延期后到期仍未结项的青年基金
项目、规划基金项目、自筹经费项目共 1 453 项进行集
中清理。 实际上，2013 年度立项的项目总数为 3 240
项，集中清理 1 453 项，占据了当年立项的将近一半。
目前，这些项目申请者需要在通知发出后的两个半月
内，突击完成项目的结项工作。 即便待清理项目的申
请者都按规定时间完成了结题，其研究成果的质量也
是令人怀疑的。 然而这次集中清理并未在大学引起震
动，大概因为这种清理已经司空见惯了吧。［12］

除以上项目清理外，还有科研经费的“跑冒滴漏”
问题。2013年 10月 11日，时任科技部部长的万钢在答
记者问时表示，科研经费管理出现过一些问题，甚至是
恶性问题。“我们绝不容忍这些现象，要坚决杜绝经费
管理上的问题。 ”比如，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
英旭教授的“苕溪课题”总经费高达 3.135亿元，其中国
家拨付经费 1.054 4亿元。 2014年 1月，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陈英旭进行宣判， 认定其贪污 945 万余元。
2017年 6 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天然气工程学
院教授王新海涉嫌贪污行贿罪一案在北京一中院开庭
审理，检方指控王新海非法套取了三笔科研经费，共计
576万余元，并将其中的 323万余元占为己有。［13］

2018年 3 月 28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
开会议， 特别强调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
为，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制度化，营造诚实守信、崇尚创
新、追求真理、鼓励探索、勇攀高峰的良好科研氛围。
对以上列举的问题，除采取科研诚信制度等系列措施
外，要对科研立项与评价进行彻底改革。 2014年，笔者
曾提出，由科研立项拨款转为科研立项贷款；由科研
立项资助转为科研成果奖励。［14］2016年，全国政协委
员张亚忠呼吁废除科研立项制。 2018年，全国政协委
员韩庆祥指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报销制度没有
体现脑力劳动的特征。 他们所提建议的共同点是，实
行“购买成果制”。 福建师范大学欧阳健建议废除基金
制实施低额学术贷款与高额学术稿酬。［15］

五、纠正人才功利化要改革人才评价制度

2018 年， 全国各类大学陆续公布了人才引进新
政，掀起了新一轮授帽子、送房子、给票子的“人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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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战”。 在这次“人才争夺战”中，“帽子”的光环被无限
放大，大学引进各种“帽子”人才可谓不惜一切代价，
一些“帽子”人才也趁此频频“转会”，大学间“帽子”人
才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实际上，全国各类人才计划
制造上百种“帽子”时，不会想到能引发大学唯“帽子”
是从与“帽子”滥用的怪象。 比如，评价一个教师往往
不是看真才实学，而是看是否拥有“帽子”；评价一所
大学往往不看办学实效，而是看有多少“帽子”学者。
在各级各类“帽子”满天飞的大学里，“帽子”已经背离
学术激励初衷，加剧了学术风气的浮躁化，催生了学
术环境的功利化。［16］

新时代对这种“帽子”滥用现象如何解决呢？ 有学
者建议，一是让“帽子”回归荣誉性。 即彻底改革目前
流行按“帽子”给薪酬和条件的人才制度，切断“帽子”
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简单挂钩关系，回归“帽子”为学术
激励的初衷。 二是缩小人才之间的收入差距。 即学习
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缩小不同人才之间的福利
待遇差距，让绝大多数教学科研人员能够体面地有尊
严地工作生活。 三是加大对团队的支持力度。 即逐步
推行财政中长期目标导向的持续稳定经费支持制度，
让更多认真做事的科研人员得到持续支持。 四是推行
代表作评价和长聘机制。 即在学术评价上，以代表作
评价和长聘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出一些大成果。［17］

针对业已存在的“帽子”滥用现象，2018 年 7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项
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特别提出了使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
本质的要求和措施，避免与物质利益简单、直接挂钩。
鼓励人才合理流动， 引导人才良性竞争和有序流动，
探索人才共享机制。《意见》主要强调：一要破解评价
导向问题，构建科学、规范、高效、诚信的科技评价体
系；二要拒绝“帽子多”、避免“一刀切”，进行“三评”改
革，让科研人员吃下“定心丸”；三是突出实招硬招，即
要很好地发挥科研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18］《意
见》的精神和举措如果都得到落实，一定能从根本上扭
转人才功利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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