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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机构；大学的存在，是人类历史上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大学经历了一次次的沧桑巨变，大学的理念不断丰富，大学的职能不断拓展，
大学的组织形式不断复杂，大学的教学内容不断扩充⋯⋯时至今日，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
越重要、越来越突出，大学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命运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中国虽然早在汉代就有了大学的雏形——太学，先贤往圣对大学精神也有精辟的论述——如“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止善”等，但是这些传统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催生出现代意义的大
学，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清末民初学习借鉴西方的产物，关于大学的精神旨趣、学科学制、教学研究等
诸方面，无不深受欧美大学的影响。
与此同时，很多著名的大学校长也都自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努力将之融合、运用到办学实
践之中。
百年来的中国大学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史。
在这片历史的天空，留下了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唐文治、吴玉章、成仿吾、李达等著名大学校
长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身影和思想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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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的探索（套装共3卷）》一书，忠实记录了纪宝成校长探索“大学之道”、全心全意办好
中国人民大学的风雨历程；真实反映了纪宝成校长和人大师生员工九年来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坚实
足迹；全面展示了中国人民大学新世纪以来波澜壮阔的发展画卷。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关心中国人民大学的读者、关注中国大学改革和发展的读者会有一定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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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纪宝成，1944年11月生于江苏扬州。
1966年大学毕业于北京商学院，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商业部教育司司长，国内贸易部教育司
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办
公室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社会科
学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公共管理硕士（H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市场学会
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职务，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出版有《商业活动论》、《发展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世纪之交的高等教育——规划、体制与发
展》、《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中国古代治国要论》、《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纪宝
成卷》、《中国统一市场新论》等著作20余部，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求是》等30
余种报刊发表论文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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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学的探索（第1卷）》目录：总体办学思路与新的起航抓住机遇，谋求发展——在中国人民大学
校长任职仪式上的讲话用一流的教学和科研回报祖国和人民——在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50周年纪念
大会上的讲话当前的问题与“1231”工程——在担任校长后第一次全校中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向总书
记汇报——在江泽民同志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召开的师生代表座谈会上的汇报发扬光荣传统建设一流
大学——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65周年大会暨吴玉章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新的形势，新的目标，新
的奋斗——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次新年报告会上的讲话重塑形象，夯实基础，全面提升——第一个任
期(2000-2004年)的述职报告全面部署“十一五”规划，切实完善学校治理结构——在中国人民大学首
次院长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讲话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在教育部“办学特色”专题工作座谈会上的发
言内涵提高谋发展特色强校创一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7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发扬传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对中国人民大学重要指示精神的体会
我们的拼搏与期待——在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复校30周年座谈会上的汇报回望不凡业绩，志在更上层楼
——在中国人民大学2009新年报告会上的讲话坚守使命  内涵提高特色强校科学发展吹响十年腾飞的号
角——在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院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大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以人文社会科学为
主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新世纪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高扬人
本，开拓创新，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的当代价值——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1）”上的演讲学
习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在“东南论坛”学术报告会上的演讲人民、人本、人
文——《中国人民大学视觉形象系统》序附：中国人民大学校徽的由来《发展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
前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树立与强化“五种意识”——关于如何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考
学术沃土，思想摇篮——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提高科研工作质量要处
理好五种关系——在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科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办好文科高等
教育——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人才培养和学术繁荣座谈会上的报告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60年的风
雨历程和当代使命——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9）”上的演讲学科建设的一个体系与三个意
识院系调整要从学校实际出发——在中国人民大学理论类院系调整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院系调整是
学科建设的战略性举措——在全校中层干部院系调整工作情况通报会上的讲话摘要研究公共管理硕士
学位办好公共管理硕士教育Ⅰ.在全国首届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研讨会上的讲话Ⅱ.在全国2005
年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研讨会上的讲话全面加强学科建设创建世界知名一流大学——在中国人
民大学新世纪第一次学科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展“小、精、尖”的理工科——在中国人民大学化
学系成立庆典上的讲话努力开创世界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Ⅰ.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5）”
上的演讲Ⅱ.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讨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与时俱进地推向前进I.在首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上的讲话Ⅱ.坚持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大力发展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学教育第三届年会上的讲
话让辨证法走进我们的生活 ——学习李瑞环《辨证法随谈》的体会学科建设要抓基础、抓重点、抓队
伍、抓学风、抓管理——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次院长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新起点，新目标，新任务，
再创新辉煌——在中国人民大学新世纪第二次学科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挥学科优势 服务科学发展
——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指数（2008）发布会”上的讲话加强学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在国
防大学做学科建设的专题报告练内功 办特色 创一流 壮主流——在中国人民大学部分院系的讲话I.在公
共管理学院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Ⅱ.在商学院命名组建大会上的讲话Ⅲ.在环境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Ⅳ.在2002年元旦前后部分院系调研的讲话要点V.在经济学院调研时的讲话Ⅵ.在档案学院调研时的讲话
Ⅶ.听取劳动人事学院工作汇报时的讲话Ⅷ.在统计学系调研时的讲话Ⅸ.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调研时
的讲话X.在文学院第一次教师会议上的讲话⋯⋯大师 大楼 大气科学管理与“真情、真想、真干”塑国
民表率 育社会栋梁接续文脉 重振国学兼容并蓄与提升国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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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以就业为导向，转变办学指导思想近几年，我校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在扩大学生规模的同
时，我们也要进一步认识到，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给毕业生分配工作到实行
自主择业两个转变的条件下，必须转变办学指导思想，树立新的人才观和以就业为导向的发展观。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基地，但不是毕业了就是人才。
要成为人才，就要能就业、创业，并且有能力创造出多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
这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必须确立的新的人才观。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今后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社会需求，而不是政府，更不是高校主
观愿望。
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有竞争力，学校的社会声誉就好，生源就更好，各方面的投资就更多，学校的发
展就更快。
因此，学校在制定发展战略和开展各项工作时，都要以就业为导向，转变办学指导思想。
（二），以就业为导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促进学科专业调整我们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虽然在
大致方向上都已经明确，但是这两年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仍然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对
我们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课程设置和专业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面对毕业生就业的严峻形势，当务之急是加大力度，真抓实干，加快改革步伐。
要以就业为导向，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帮助学生增强适应就业市场竞争的能力；要按照“宽口径、厚
基础、灵活专业方向”的要求，根据就业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加强有针对性的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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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的探索(套装共3卷)》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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