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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2015年公派留学规模扩大  11月初可查选拔简章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布 2015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选拔计划，计划选拔各类公派出国留学人员 2.5万人，比去年增加 17%。 

2015年将进一步支持非通用语种人才的海外培养；对博士生学业进展进行年度审核的同时，加强对访问学者、联合培养博士生、本科

生等的管理；拟以成班形式全额资助教师出国研修，重点提高教学法和双语教学。 
公派出国留学面向国内高校、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科研机构工作人员和在校生，选派类别包括访问学者、博士后、博士生、

硕士生、本科交流生等。国家留学基金提供往返国际旅费和奖学金生活费资助。对部分攻读博士、硕士学位人员提供学费资助。 
公派出国留学实行“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管理办法。留学人员须与国家留学基金委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并办理公证、

交存保证金后派出。留学人员有按期回国服务的义务，服务期两年。学生回国后如再次出国进行更高学位学习，服务期顺延。 
来源：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中国对全球科学贡献增加 
根据自然出版集团最新发布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中国科研机构对全球科学的贡献近年来显著增加，其中中科院“加权分

值计数法”(简称 WFC)指数在全球科研机构中名列第一。 
按照自然出版集团创立的“加权分值计数法”指数计算，中科院 2013 年发表的高质量科学论文总分为 1209.46 分，比排在第

二名的美国哈佛大学高 357.34 分，比德国马普学会高 480.82 分，比法国科研中心高 488.84 分，在全球科研机构中名列第一。尤

其是在化学、物理学、地球和环境科学领域，中科院雄踞榜首;在生命科学领域，中科院位居第 4 位，排在哈佛大学、美国国立卫生院



和斯坦福大学之后，但在法国科研中心和德国马普学会之前。 
WFC 是自然出版集团邀请一大批国际一流科学家，用很长时间创立的。该指数方法根据每篇科学论文的作者数 N，将每一位作者

对该篇论文的贡献记作“1/N”分，而不是都记为“1”分，同时考虑了不同学科之间的权衡问题，故更能反映一个作者、机构和国家

对世界科学的贡献率。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北京大学等高校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设计大赛 
近日，为期 4天的合成生物学顶尖赛事——国际基因工程机器设计大赛（简称 iGEM）全球总决赛落下帷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两

支代表队中国科大软件队、中国科大实验队勇得双金。 
今年的 iGEM 竞赛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的 245 支队伍参赛，参赛队伍数量众多，竞争十分激烈，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哈佛、斯坦

福等世界顶尖学府的代表队，国内除北京大学外，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共 62支代表队参赛。 
来源：中国青年报 
 

就业蓝皮书显示：2013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超八成 
11月 26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在京发布《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蓝皮书指出，超六成留学回国人员具有硕士学位，但留

学回国人员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在缩小。 
改革开放至 2013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305.86 万人，学成回国人员总数达 144.42万，有 72.38%的在外留学人员有

选择回国发展的意愿。2013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 35.35万人，是同期出国留学人数的 85.41%，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就

业。 
      “但是，从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部分出国留学人员尤其是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从出国留学的学业规划到学成回国后的职业选择，

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国内就业市场需求相脱节。”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任孙建民指出。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百人计划"20年引进培养海内外优秀人才逾两千人 
11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第四届人才发展主题活动日暨“百人计划”20 周年交流研讨会举行。作为中国最早启动的高目标、高标

准和高强度支持的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百人计划”20年来引进培养优秀人才 2145人，为国家和中科院铸就了一支堪当重任的学术



带头人队伍。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示，将立足未来 10 至 15 年实现中国科技跨越发展的人才要求，努力把“百人计划”打造成培养和造就下一

代科学家的重要舞台。当前，中科院将面向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四类机构的人才需求，重点支

持科技帅才、技术英才和青年俊才的引进培养。 
结合本次人才发展主题日，中科院启动了第四届“海外人才走进科学院”活动，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

的 60多位海外优秀青年学者参加活动。该活动旨在通过邀请海外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访问中科院有关研究所，建立与海外人才的直接联

络机制，为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提供交流与双向选择的平台。 
来源：新华网 

 

【前沿】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演进及其评价（上） 

本文所论“教授治校”，系指大学教授以其教授身份制度化地参与校政的活动，不包括教授在其教授身份改变之后（如担任校长）

的作为，也不涉及教授非制度化地影响校政的行为（如罢教等）。中国近代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自清末至２０世纪中叶，从无到

有，从点到面，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又独特的道路。今天，以客观的态度来探讨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成败得失，

对于认识大学治理的特殊规律，并为当下中国大学制度建设树立一个参照系，不无裨益。 

一、早期的制度设计 

辛亥之后，民国肇始，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着手对大学制度进行新的设计。蔡元培是老同盟会员，且留学欧洲多年，具有坚定的

民主主义思想，推崇洪堡的柏林大学模式。１９１２年１２月，由蔡元培手订的《大学令》以教育部法令的形式颁布。《大学令》不足

千字，篇幅比清末各版大学堂章程都小很多，但是，《大学令》关于教授参与校政的条文却不厌其详，具体规定了“评议会”和“教授



会两种机构的组成和权限。然而遗憾的是，作为辛亥革命成果的这份《大学令》，在颁布之后的四五年里，也没有“真正付诸实施”。

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和政局，再好的顶层设计也难免落空。就连蔡元培自己也在做了短短几个月的教育总长后

就辞职了。 

二、“教授治校”的先驱 

 四年后，历史再次选择了蔡元培。１９１６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到任之后，立即着手改革管理制度，其中重

要的举措便是落实评议会和教授会。 

首先是落实评议会制度，将评议会确立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这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管理制度进首先是落实评议会制度，将评议

会确立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这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重中之重。 

其次是落实教授会制度，发挥教授会在科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蔡元培于１９１９年底主持制定的《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还规定，“各学系主任由本学系教授会公举”，评议

会各职能委员会的委员长及学校的教务长、总务长等职务，均必须“以教授为限”。如此等等，其用意都在加大教授在学校管理机构中

的权重。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的整个治理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改变，以评议会、教授会为核心的

教授治校制度已基本成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教授治校”这个口号逐渐从北京大学传播开来。 

三、20年代推行于各大学 

由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成功实践，加之五四运动的推动，以评议会和教授会为核心的“教授治校”制度，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在各大学得以推行，只不过具体形式和名称各校略有不同罢了。 

清华学校的制度有自己的特点。校评议会按照１９２６年《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规定，“以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七



人组织之”。其“职权”除了常见的之外，尚有“规定全校教育方针”、“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等

项。这就意味着清华评议会获得了教授的任免权，这对于实施“教授治校”制度无疑至关重要。东南大学于１９２１年制定《国立东

南大学组织大纲》，也确立了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东南大学的教授会分别设在学校、学科两级，均称“教授会”。 

省、市立大学，与国立大学一样都属于公立大学，加之省、市立大学在当时都倾向于向国立大学看齐，因此，省、市立大学在２

０世纪２０年代也都纷纷建立了评议会、教授会，与国立大学在治理结构上基本同质。 

（本文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电影】 

 

《布达佩斯大饭店》 



影片讲述了战争时期一个欧洲著名大饭店大堂经理的传奇，以及他和一个后来成为他最信任门生的年轻雇员之间友谊的故事。故

事发生在二三十年代的欧洲，这位传奇的酒店大堂经理与他年轻的门生意外卷入家族遗产之争，随着一幅名画的藏与追，经历了爱情、

凶杀、越狱以及战争的考验，最终将这些经历和财富留给了一位作家。本片正是导演向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致敬的作品，导演表示尽管

故事跟茨威格的书作没有必然联系，可影片追寻的，正是小说《昨日的世界》里那种独特的东欧氛围，旧欧洲情怀。 
刺激的色彩，独特的人物，湍急的镜头运动以及起飞的节奏，停不下来的审美与思考，正是这部来自第 64 届柏林电影节开幕片，

韦斯安德森导演的《布达佩斯大饭店》。 
 

【书斋】 

 

《思维魔方：让哲学家和数学家纠结的悖论》 

内容简介：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悖论问题的著作，作者将从古至今五花八门的悖论分成十二类，详细介绍每一类悖

论的历史原型、各种变体、逻辑学家的解决方案、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等等。作为国内著名的逻辑学家，作者大匠运斤、游刃有余，又

能深入浅出、别开生面。悖论是有趣的，也是恼人的，它的难与美都是它永不褪色的魔力。由于人类思维中固有的矛盾和裂隙，我们



或许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悖论；但徜徉于智慧的迷宫，看奇峰竞出不也是美好的体验吗？ 
作者简介：陈波，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专业领域为逻辑学和分析哲学。主要著作有：

《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逻辑哲学导论》《逻辑学是什么》《逻辑哲学》《逻辑学十五讲》等，先后获金岳霖学术

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优秀教材奖等学术奖励。 

 

【微语录】 

@罗斯福：人生就像打橄榄球一样，不能犯规，也不要闪避球，而应向底线冲过去。 
 
@萧伯纳：躯体总是以惹人厌烦告终。除思想以外，没有什么优美和有意思的东西留下来，因为思想就是生命。 
 
@李开复：我想，我会一直保持激情直到我死的那天，人生追逐的就是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快乐，自己想过的。 

 

【信念】 

 
心若无尘，心中便有美轮美奂的风景，心内便是一个至纯至善的世界。 



 
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起妄缘，无心无为，自由自在，动静自如，冷暖自知，当下就是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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