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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
我们缅怀钱老，耳旁回荡着他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2009年11月份，由安徽高校11名教授签名的给新任教育部长的一封公开信发表了，信中就“钱学森
之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敦促教育部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公开信代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关心教育的人的心声，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不过也有网民表示，公开信仅仅提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看着不过
瘾”。
人们期待着对这个问题深入的分析和切实的解决办法。
　　我在国外的大学读过书，又长期在国内的大学任教，“钱学森之问”也是我很久以来思考的问题
。
本书试图结合自己的考察从经济学的角度为“钱学森之问”寻找答案，并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提出自
己的意见。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认为对高等教育来说，主要不是因为我们没搞好精英教育，需要“珠峰计划”，而是没有搞好大众
教育，需要“草根计划”。
杰出人才好比金字塔的塔尖，只有具备庞大的塔身和底座，塔尖才能穿云破雾。
而我们之所以没有搞好作为塔身和底座的大众教育，原因在很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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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破解“钱学森之问”：高等教育的经济学分析》之所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破解“钱学森
之问”，主要因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看问题更客观和准确一些。
主流经济学用的是实证分析的方法，少不了实验和模型。
《破解“钱学森之问”：高等教育的经济学分析》也有一些实验和模型，实验比较简单，模型主要是
二维坐标图，也比较直观明了。
如果读者不喜欢，可以跳过去直接看结论。
这至少能说明，这些结论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经过了实验和定性、定量分析才得出来的。
为了使读者不感到沉闷，《破解“钱学森之问”：高等教育的经济学分析》增加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和
案例，它们能对一些结论进行浅显易懂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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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独著成与人合作出版《教育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区际经济学》、《个人
发展经济学》、《管理学故事会》、《小故事大经济》、《社会科学学导论》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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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一、高等教育和经济学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学帝国主义不用披别人的外衣需要踩别人的肩膀二、
预置假设假设只是假设先小人后君子将其当成买卖三、必先利其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用图
形说事掀起你的盖头来学生一、是否想学求知欲从学习中得到满足效用递减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二、
人性化管理惰性区域批评与表扬润物细无声圈里圈外专才怪才三、学习效用最大化没差别的感觉拿5
分换3分他是否在吹牛四、双重人格偏科也正常我是谁回归自然五、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收益在递减
入门容易精通难学会放弃过度教育教师一、分工合作才有效率充分利用自己的专长比较优势原则谁上
这门课快乐地工作二、谁动了我的奶酪信息不对称利益不对称权力不对称三、现代大学的三A原则大
学之大在大气别把我当小孩不管白猫黑猫四、教授治校不只是教授当校长没有权力就创造权力讨论班
教授治校好五、正确评价教师做标准的那只碗不用给老师打分衡量科研要看过程科研资助重在结果学
校一、阻击学术行政化一手硬一手软聚焦学术权力学术权力是否靠谱二、高校的组织再造钻石为什么
硬学院制改革独立学院的归属三、划定高校的范围大有大的难处两根筷子凑一双寄宿学院是个大家庭
把后勤分出去四、别砸了自己的牌子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星与瘦狗博士打工仔五
、学术不端行为都是利益惹的祸乱世用重典地方一、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岳飞偷听讲课盈利的本质特
殊产业雪化了——春来了二、高等教育大餐谁来享用谁受益多花了多少成本三、学校在哪里区位因素
区位优势为地方服务的理念四、地方产业和高校专业产业有阴晴圆缺专业会斗转星移大学生就业难五
、高校与地方联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同桌的那个她共用一块橡皮擦私订终身步入婚姻的殿堂市场一、
人力资本市场探幽人力也是资本他不愿上大学的原因资助优秀学生二、误入人才市场人才的价值不是
贡献人才市场不是一般市场工资的决定因素蚁族三、人才市场与高等教育四年河东，四年河西厚基础
，宽口径文凭世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都是人才四、拷问高等教育市场是买方还是卖方市场是垄
断还是竞争不要干预太多五、关于学费的博弈学费谁说了算AA制学费会涨吗政府一、政府该不该管市
场会失灵政府有责任包揽的代价自主办学股份制改革二、制度是个圈长兴的教育券贵在制度创新最优
解在边界三、公平与歧视公平是一种价值判断放牛娃要不要学X、Y教育歧视四、寻租活动寻利和寻租
科举制的是与非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自主招生和实名推荐五、李约瑟之谜什么是李约瑟之谜“钱学森之
问”和“李约瑟之谜”原因说多也不多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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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讲究面面俱到，生怕遗漏一个方面、一个因素。
于是文章中充满“既要”、“又要”、“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句子。
由于面面俱到，所以没法深入，就像用巴掌打人，痛虽痛，却不致命。
这样一来，简单的问题留不下深刻的印象，复杂的问题却像一团乱麻，找不到头绪。
　　现代经济学借助模型来分析复杂问题。
所谓模型，就是通过一系列假设，排除掉次要方面、次要因素，构造一个相对单纯的理论框架。
模型可以是公式，可以是图形，也可以是寓言或者比喻。
尽管形式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肯定是不全面的，很“片面”的，在实际中不可能存
在的。
　　既然模型都是“片面”的，在实际中不存在的，根据它来分析问题，得出的结论会不会也是片面
的、不符合实际的呢？
很有可能。
因为任何结论都不可能与实际完全相符，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结论都是片面的，任何真理也只有相
对性。
如果我们在构建模型的时候，再把一些重要的因素假设掉，那由此得出结论的片面性就更大了，就更
不符合实际了。
　　理论毕竟是理论，如果完全与实际相符，就不成其为理论，而变成实际了，理论研究的目的，只
能使结论尽量接近实际，成为指导实际的依据。
而要成为指导实际的依据，理论就不能是含混的、似是而非的，而应是准确的、肯定的，既定性又定
量的。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借助于模型了。
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模型，而是如何使模型保留住主要方面、主要因素，只排除次要方面、次要因
素，使由此得出的结论更接近实际，更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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