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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高兴读到逢锦聚教授这部关于教育教学改革探索的书稿，并为能够为之作序感到欣慰。
这部书稿记录的是一位在大学领导岗位上从事十几年教学管理工作的学者的思考和实践，从中也可以
看到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轨迹。
　　书稿的内容很丰富：既包括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探索，也包括对高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
标、培养模式的研究；既有对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的论述，也有对教学改革、教学建
设、教学管理经验的总结；既有对高等教育改革从宏观层次上的探讨，也有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从
微观层次上的研究。
书稿凝聚着作者的智慧和十几年为教育教学改革、教学管理付出的劳动和心血。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伴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
大，适应现代化建设对知识和人才的需求，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思想空前活跃、改革空前深化、事业
空前发展的新局面。
一批高水平的大学异军突起，多种办学形式、多种办学层次的高校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如此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刀阔斧地进行教
育教学改革，高等学校也从来没有这样生机盎然。
但是，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进程中都会遇到新问题一样，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
：如何及时更新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确立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以更加适应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如
何调整专业结构，深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加强教材建设，使教育更加符合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加强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强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指导和教育教学质量监控的科学性；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
发展观，妥善处理高等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关系，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保证教育教学质
量的稳步提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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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伴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
大，适应现代化建设对知识和人才的需求，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思想空前活跃、改革空前深化、事业
空前发展的新局面。
一批高水平的大学异军突起，多种办学形式、多种办学层次的高校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如此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刀阔斧地进行教
育教学改革，高等学校也从来没有这样生机盎然。
但是，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进程中都会遇到新问题一样，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
：如何及时更新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确立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以更加适应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如
何调整专业结构，深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加强教材建设，使教育更加符合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加强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强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指导和教育教学质量监控的科学性；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
发展观，妥善处理高等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关系，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保证教育教学质
量的稳步提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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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逢锦聚，1947年生，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副校长，分管教学，文科学科建设、科研
等工作；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
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组副组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全国高校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文化素质
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南开学报》
主编等职。
　　　　主要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运行
及调控等方面有较深入研究。
多年来。
指导博士研究生40余名。
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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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教育思想与人才培养深入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坚持“三个面向
”，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改革（一九九七年六月十日）突出素质教育，完善“三位一体”的人才
培养模式（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大
学要紧紧抓住教学中心和培养人的根本任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日）关于创新教育和创新教学的思
考（二○○○年七月十六日）教学是中心，培养人才是根本（二○○二年十一月八日）要努力研究办
学思想（二○○三年七月十九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搞好高校改革和发展（二○○三
年七月十八日）对高等学校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的认识（二○○四年六月
十三日）关于高等学校办学合理定位的几个问题（二○○四年九月十日）对新条件下财经类院校办学
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领导意识创新是关键（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
日）第二部分 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建设关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的思
考（一九九五年三月）关于“两课”教学改革情况的汇报（二○○二年五月十日）对“两课”教学改
革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二○○三年四月十日）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教育
工作给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信（二○○四年五月一日）与湖北大学“两课”教师座谈时的谈话（二○○
四年十一月三日）与大学生谈学习、谈做事、谈做人（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努力探索新形势
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与EMBA学员谈学习
（二○○三年十月十七日）祝贺经济初学社成立二十周年（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二日）第三部分 学科建
设与科学研究关于南开大学学科建设“九五”规划的报告（一九九六年十月十日）深化文科教育改革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日）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两为”的根本宗旨（一九九七年一月）调整学科结
构，提高学科水平（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贡献（二○○二年六
月十二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搞好社科“十五”、“211工程”规划和建设（二○○二年九月二十
日）努力创新，多出精品，把文科科研提高到更高水平（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学科建设要有
新思路（二○○三年三月十一日）在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与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座谈时的讲话”座谈会
上的发言（二○○三年四月三十日）建设国内外最先进的经济研究机构（二○○三年七月五日）客观
估计和把握政治经济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二○○五年一月十日）高质量地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二○○五年一月十一日）第四部分 教学改革与教学建设以邓小平教育思想为指导，深化教学
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关于修订1999级本科教学计划的指导意见（一九九八
年五月）抓实教育思想转变和教学改革成果的转化，制定面向21世纪的新型教学计划（一九九八年六
月）妥善处理几个关系，再接再厉，把南开大学体育教学、体育工作提高到更高水平（一九九八年十
月二十七日）以本科教学优秀学校建设与评估为契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一九九九年六
月十一日）建设更多更好的课程（二○○○年七月三日）创造更多更优秀的教学成果（二○○一年一
月十日）发扬创新精神，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二○○二年十二月六日）妥善处理教学中的
六个关系（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努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二○○四年七月十七日）校长眼中
的大运会（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南开为女排而自豪（二○○三年八月三十日）女排征战花絮（
二○○三年九月十二日）女排夺冠的启示（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第五部分 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
关于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和教学管理的九项措施（一九九六年六月）附：南开大学关于进
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和教学管理的九项措施学术讨论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二○○一年十
月十日）就江西财经大学评估与江西省教育主管领导和部门交换意见时的谈话（二○○二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创新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的说明（二○○二年十二月六日）防范作
弊教育为先（二○○三年六月十五日）学术讨论会也要创新（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山西大学
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反馈意见会上的讲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教学水
平评估意见反馈会上的讲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对高校本科教学评估若干问题的认识（二○○
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湖北大学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意见反馈会上的讲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第
六部分 名校与名师在庆祝谷书堂教授执教4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五日）教师职业是
神圣的职业（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巍巍南开新纪腾骧（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五日）步入辉煌殿堂
的感言（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陈序经先生与南开大学（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创办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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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工程学院（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的“南开现象”（二
○○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向名师学习，把教学工作提高到更高水平（二○○四年三月十一日）造就
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二○○四年三月十八日）第七部分 高等教育改革与宏观管理市场经济发
展与高校改革深化（一九九三年六月）美国经管教育考察报告（一九九四年二月六日）高校改革的效
益潜力巨大（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一日）迎接21世纪挑战，在改革中大力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二○○○
年十月二十四日）对于普通高等学校经济学、工商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二○○五年三月
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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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全国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热潮中，今天我们聚集一堂，深入研讨劳动价值论问题。
首先我代表南开大学向与会的领导、专家、老师和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与衷心感谢！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但是，与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相比，今天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发展马克
思主义，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特别是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这次研讨会的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讨论劳动与劳动价值论问题，力争能在一系列有关重大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前
进，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这次研讨会将围绕劳动价值论的主题开展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如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要坚持什
么发展什么，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如何界定，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要素在价值
创造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存在剥削，如何
认识社会主义分配关系以及由分配关系引起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变化等等。
　　为了将研讨引向深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次研讨会一定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营造科学
、和谐的气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惟科学的会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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