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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卓越教师队伍建设的
经验与启示

———基于四位著名校长改革的历史考察

白　强
(重庆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４４)

摘　要:哈佛大学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大学.在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过程中,哈佛大学对教

师队伍的高度重视和富有创新性的举措,是其不断提高师资质量、赢得国际声誉的关键.梳理哈佛大学历史

上四位著名校长在卓越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改革措施,总结其成功经验,这对我国一流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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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流的教师.１９世纪以来,哈佛大学为适应不同时期美国社会发展需要,

高度重视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因时而动,因势而变,锐意改革,不断打造世界一流教师队伍,为成

就大学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在哈佛大学改革历史上,艾略特、科南特、普西和陆登

庭四位著名校长为哈佛大学一流教师队伍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山之石可攻玉.系统梳理哈佛大学四位校长重视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举措,总结其卓越

教师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并从中获得启迪,对于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当代中国大学来说,无

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哈佛大学卓越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

(一)艾略特校长时期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

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WilliamEliot,１８３４－１９２６)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２１任校长,

执掌哈佛大学长达４１年(１８６９－１９０９).面对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工业化的现实需求,艾略特

校长开启了美国大学“本土化”建设之先河,全面启动了大学服务社会的进程,改变了哈佛自１６３６

年建校以来二百多年的发展航向,开创了哈佛大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在诸多改革措施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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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哈佛大学的首要举措.艾略特校长认为,“大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依赖教

师”[１]１５４,哈佛的发展在于建设一支任何其他学校都无法相比的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为此,艾略特校长以其独到而敏锐的眼光,寻找和聘用了一批学术超群、才华出众的精英人才,

为哈佛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在改造法学院时,他亲自去纽约兰德尔所在的律

师事务所,诚恳地邀请兰德尔出任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兰德尔果然不负期望,在他担任哈佛大学法

学院院长期间,积极、主动、忠实地执行艾略特校长的改革思路,并创造了独特的、经典的、具有深远

影响的案例教学法,提高了法学院专业教育质量.此外,艾略特校长还独具慧眼,聘用了著名的历

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Adams,１８３９－１９１８)、宪法学者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Holmes,１８４１－１９３５)、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１８４２－１９１０)以及杰出的艺

术家兼文化评论家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EliotNorton,１８２７－１９０８)等在内的一批著名

学者担任哈佛大学教师①.在当时教师工资薪水极低的条件下,艾略特校长不惜重金吸引全美优

秀学者来校任教,把当时其他大学教授年薪在３０００美元以下的标准提高到４０００美元,保证了哈

佛大学能在全美甚至全球招聘到一流的专家和学者,从而为哈佛大学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设一支

一流的教师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通过充实图书馆、增建实验室、设立学术奖励基金

等措施,不断改善教师们的教学科研条件.

通过上述措施,哈佛大学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汇集了一大批学术大师,教授的数

量日益壮大.据有关统计,哈佛大学的教授数量从他接任校长时的２３位(１８６９年),增加到他离开

校长职位时的１６９位(１９０９年)[２],极大地提高了哈佛大学在全美大学中的学术影响力,为哈佛大

学发展成为现代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

(二)科南特校长时期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

１９３３年,年仅４０岁的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BryantConant１８９３－１９７８)被遴选

为哈佛大学新校长,从此开始了长达２１年(１９３３－１９５３)执掌哈佛大学的生涯.在担任哈佛大学校

长期间,科南特校长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紧密结合二战时期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战略需求,

在师资建设方面进行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哈佛大学一举成为世界一

流的研究型大学.

科南特校长认为:“大学乃大师荟萃之地,若拥有一流的教授,则必是最优秀的大学.”[１]１５５教师

是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大学的根本性因素.“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

代一代教师的质量.一所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色.”[３]这一认识成为科南特校长改革教师

聘用制度的思想基础.为此,他决心改革教师职务聘任制度,以此打造一流的教师队伍.他在哈佛

大学教师聘任制度史上,最富有“革命性”意义的重大改革有:一是成立了专门的教授委员会,委员

会成员由来自社会科学、物理科学、生物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领军人物组成,专门负责对教授任命、荣

誉学位授予、科研支持等方面提供建议;二是不断解雇初级而又没有远大学术抱负的“平庸”教师,

同时面向国内外招聘一流学者(如医学专家埃德温科恩、福勒阿尔伯特,法学专家埃德蒙摩

根、奥斯丁司科特,经济学家萨摩斯莱彻特,自然科学家珀西布莱德曼,修辞学家阿彻保

① 亨利亚当斯,美国１９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小说家,１８５８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奥利佛温德

尔霍姆斯,美国著名的法学家,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詹姆斯,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美国机能心理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驱,美

国心理学会创始人,被誉为“美国心理学之父”;查尔斯艾略特诺顿,１９世纪美国著名的作家、社会评论家和艺术教授.



德默克雷什以及历史学家西奥多莫里森等人);三是实行“晋升否则离开”(uporout)即人们常

说的“非升即走”的教师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如果一位教师在８年时间里还不能达到自己研究领域

的前列水平、不能得到升迁,那么就必须辞职离开哈佛大学.

这一制度的切实推行,对于促进哈佛大学师资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确保哈佛大学卓越的学术

成就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以当时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为例,“非升即走”制度施行后,学院新聘任的

２４名教师中,学术成就卓著者就有１３人,比例达到５４％;有一定学术成就者比例为２５％;而学术水

平平庸的人比例仅为１７％,学术研究失败的教师只有４％[４].

(三)普西校长时期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

１９５３年,内森玛什普西(NathanMsrshPusey,１９０７－２００１)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第２４任

校长,从此开始了他１９年(１９５３－１９７１)执掌哈佛大学的生涯.在担任校长期间,普西紧密结合二

战后六七十年代美国国家战略需求,在前任校长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吸引优秀学者来哈佛任教,

大大地改善了师资结构,极大地提升了教学科研水平,进一步巩固了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一流研究型

大学的领先地位.

普西校长继承了前任科南特校长的大学教师观,认为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是知识的仓库,是

真理的探求地.“大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依赖于老师.”[５]要永葆哈佛大学的学术地位,靠的不是学生

的数量,更不是建筑的雄伟,而是师资的学术质量.哈佛大学的出色,主要在于教师的出色.为了

加大人才管理力度,１９７７年,学校成立了“哈佛大学人员录用和保留委员会”,专门负责教师队伍的

建设和管理工作.通过高薪招揽世界顶尖学者,一大批学术成就卓著的专家云集哈佛大学.例如:

在社会学系,著名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因克里斯、社会理论学家丹尼尔贝尔和内森格雷泽等人

纷纷加盟哈佛大学,随后大型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研究中心和实验室相继建立并呈现蓬勃发展之

势;在历史学系,普西校长适时启用一批杰出学者,在他上任的第二年,即１９５４年,经他提议和学校

审议,把在历史学领域成就杰出的奥斯卡汉德林和小亚瑟旋莱辛格提拔担任正职教授,还聘请

了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福莱德尔担任历史系主任,通过不断聘请来自本土和国外的一流学

者,进一步充实了历史学系的教师队伍;在经济学系,通过上述同样的人才引进政策,于１９５９年迎

来了当时全美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奈茨,１９６８年又迎来了理论经济学家肯尼斯爱罗,

经济学系的师资规模从１９６０年的５５人增加到１９６８年的１１８人[６]２７;化学系的人才引进更是成绩

惊人,从１９５４年起,生物化学家康拉德布洛赫、弗兰克威舍默,有机化学家E．J．科里,物理化学

家威廉李普斯科姆、达德利赫施巴赫等一批杰出学者到哈佛大学执教,有５位化学家还先后获

得了诺贝尔奖[６]２８,化学系的声望一时享誉世界.

通过普西校长的持续努力,哈佛大学的师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教授人数从１９５３年的１３２位

增长到１９６３年的２１２位;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间,平均每年诞生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６]２８,创获诺贝尔

奖增长速度历史最高水平.一时间,学术声誉享誉世界,为哈佛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之巅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四)陆登庭校长时期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

陆登庭(NeilL．Rudenstine,１９３５－)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是把哈佛大学带

入２１世纪的领路人.在执掌哈佛大学期间,陆登庭校长把现代化、全球化等教育理念融入到哈佛

大学的跨世纪建设中,进一步改革教师聘用制度,使哈佛大学的办学资源进一步丰富,教学科研水

平进一步提高,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创造了哈佛大学又一新时代.



陆登庭校长认为,在大学中没有比发现和聘用高级教师更重要的事情,教师在大学中占据着核

心位置,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７].只有当教师的绝对质量水平达到国际水准,一所大学才能称得

上是一所优秀的大学.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陆登庭校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进一步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一是为适应国际化要求,实行面向全球公开招聘教授的制度,哈佛大学一旦出现教授席位

空缺,就面向全世界发布教授招聘信息,公布招聘条件,鼓励世界各地优秀学者应聘哈佛大学的教

授职位,以确保招聘到的教授达到世界一流学术水平;二是在引进和招聘外来优秀教授的同时,一

方面在哈佛大学内部实行终身教授职务任命制,另一方面继承了科南特校长时代“非升即走”的用

人制度,并更加严格地执行教授的评价、审核和聘任程序,对终身教授的任命,不仅要看原所在机构

的评价,还要经哈佛大学教授委员会的讨论和国际学术评估后,再提交校长、文理学院院长或其他

专业学院院长审核通过,这样一来,在哈佛大学内部终身教授职位的晋升上,大约只有１/１０的教员

能够晋升到高级职位,其他人员则只能另谋出路[８];三是在全校设立“明星教授”,大约２０多位,允

许他们拥有跨学科研究和教学的自由,可以在哈佛大学内部自由流动,鼓励他们参与教学工作等;

四是对来哈佛大学任职的国际一流水平的教授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除了提供优厚的薪酬待遇外,

还给他们提供心理关怀、工作条件以及学术交流等方面的特殊支持,为他们创造一个有利于发挥创

造力的良好环境.以上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陆登庭校长“严而仁”“威而慈”的教师聘用思想,是对

科南特校长的超越.

通过上述措施,哈佛大学真正建立起了一支绝对称得上是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对于确保哈佛

大学世界一流的科研和教学质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哈佛大学卓越教师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

(一)高度重视是培养一流师资的思想基础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够建成一支卓越

的师资队伍,首先得益于艾略特、科南特、普西和陆登庭四位校长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他

们无一不把教师视为建设一流大学的首要条件,并把教师队伍建设置于改革的首要位置.艾略特

校长主张哈佛的发展在于建设一支任何其他学校都无法比拟的教师队伍,强调大学的真正进步必

须依赖教师;科南特校长的主张与艾略特校长的主张如出一辙,都认为大学是大师荟萃之地,大学

拥有一流教师才能成为最优秀的大学;普西校长同样强调大学的出色主要在于教师的出色;陆登庭

校长强调大学中没有比发现和聘用高级教师更重要的事情,只有教师的绝对质量水平达到国际水

准,一所大学才能称得上是优秀的大学.可见,对教师质量的高度重视是四位校长共同的思想基础,

在他们的心目中,一流的师资队伍是哈佛大学成为一流大学的先决条件,决定着哈佛大学的未来.

(二)追求卓越是培养一流师资的高远目标

不招则已,要招就要招到一流人才,这是哈佛大学四位校长打造一流教师队伍的雄心壮志.为

此,艾略特、科南特、普西和陆登庭四位校长大力开展面向国内招聘一流的优秀学者来哈佛大学任

教的人才计划,还以博大的胸怀,放眼世界,面向全球招聘最顶尖的教授加盟哈佛大学.艾略特校

长以“三顾茅庐”锲而不舍的精神邀请到著名的法学专家兰德尔出任法学院院长,并把著名的史学

家、宪法学家、哲学家以及杰出的艺术家和文化评论家等人才招揽到自己的麾下;科南特校长为了

招到各个学科领域最优秀的学者,除成立由来自不同学科的领军人物组成的专门教授委员会负责

物色人才外,还面向国内外招聘一流学者,由此一批医学家、法学专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修辞



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等纷纷加盟哈佛;普西校长更是以高薪待遇吸引一大批拥有世界顶尖学术成就

的国内外专家云集哈佛大学,创造了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间平均每年诞生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最好记

录;陆登庭校长进一步把面向全球公开招聘教授的做法制度化,一旦出现教授席位空缺,就面向全

世界发布教授招聘信息,鼓励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应聘哈佛.大批世界一流学者的加盟,壮大了一

流教师队伍,确保了哈佛大学的国际领先地位.

(三)改善条件是培养一流师资的物质保障

不仅要招揽一流教师,还要通过特殊政策来稳定师资队伍,这是哈佛大学卓越教师队伍建设的

又一成功之道.哈佛大学的四位校长除通过高薪待遇吸引世界优秀学者外,还通过改善教学科研

条件等办法留住优秀学者,使之安心在哈佛大学长期任职.例如:艾略特校长不惜重金吸引全美优

秀学者来校任教,提高学校教授的年薪标准,还通过充实图书馆、增建实验室、设立学术奖励基金等

措施,不断改善教授们的教学科研条件;科南特、普西、陆登庭校长除了给教授们提供优厚的薪酬待

遇外,还给他们提供心理关怀、工作条件以及学术交流等方面的特殊支持,特别是陆登庭校长对“明

星教授”还给予更多的教学与学术自由,允许他们跨学科研究和自由教学,允许他们在哈佛大学内

部自由流动等.这些措施为一流学者们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发挥创造力的良好环境,保证了哈佛大

学一流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四)激励竞争是培养一流师资的动力源泉

哈佛大学为了盘活教师资源,永远保持教师队伍的一流水平和始终居于国际学术最前沿,自科

南特以来,历任校长均严格施行近乎“残酷”而又富于竞争性的“晋升否则离开”(uporout)即“非升

即走”的教师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如果一位教师在８年时间里还不能达到自己研究领域的前列水

平、得不到升迁就必须离开哈佛大学另谋生路.后来,陆登庭校长还进一步规范了教授的评价、审

核和聘任程序,拓展了学术评价范围,规定终身教授的任命必须经过国际学术评估后才能审核通

过.直到今天,“非升即走”制度依然是哈佛大学教师职务晋升机制的主旋律.这一制度的切实推

行,充分激发了教师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把“平庸”拒之于门外,将“卓越”留在哈佛,使

哈佛大学的教师学术质量和水平始终处于国际一流的地位.而永远拥有一支最具活力的教师队

伍,是哈佛大学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化“危机”为“生机”的制胜法宝,是哈佛大学永葆青春活力的关

键所在,对于确保哈佛大学世界一流的教学科研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哈佛大学卓越教师队伍建设的有益启示

(一)建设一流大学必须深刻认识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大学一流,必须是教师一流.正如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９]这句话足以说明教师在办学治校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大学办学实践活动中,教师是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组织者、实施者.他们工作在第一线,其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着大学办

学目标的实现.因此,教师是一所大学最重要的办学主体,教师的水平决定着教育的质量,是高校

发展的决定性因素[１０].一所大学能否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能否培养出卓越的人才,能否更好

地服务于社会,关键在于教师队伍建设能否得到高度的重视.哈佛大学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其

拥有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多次出台文件要求高校正确认识教师

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教师教书育人的主体作用,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目前,仍然存



在着“说得多、做得少、难落实”的问题,特别是“高等教育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行政化趋向”[１１],导致

学术权威服从于行政权力,使教授难以发挥治学治教的作用.鉴于此,必须首先转变观念,尊重大

学的学术逻辑,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并在行动上转变工作作风,增强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采取切

实措施,为教师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建设一流大学必须打破传统,面向世界招聘一流学者

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一流大学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的问题,尚未形成一致观点,但拥

有一流的教师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一所大学没有一流的教师,则必定不是优秀的大学.

那么,一流教师又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 笔者以为,一流教师至少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其学

术成就已经被公认在本学科领域处于前沿;二是具有广阔的学术国际视野,能够把握学术发展趋

势;三是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以及创造高水平科研成果的潜力和能力.拥有一流的教师,这也是哈

佛大学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就我国而言,大学教师“队伍数量不足、质量不整齐、结构不

合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１２].近年来,虽然我国实施了“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高层次

人才培养项目,但仍与一流大学的建设要求相去甚远.另外,国内有的高校之间还存在着“相互挖

墙脚”的人才恶性竞争现象,有的高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近亲繁殖”的弊端.产生这些问题的

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的管理者眼界不开阔.因此,中国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应当充分

利用国际化条件开阔视野、放眼世界,积极主动地寻找并招揽世界级顶尖学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建成一流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三)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切实提高待遇和改善教学科研条件

一流学者不仅要引得来,更要留得住.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一流学者在治学治教中的主导作用,

这也是哈佛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成功之道.因此,一流师资的建设,必须把“尊师重教”落实到具体

行动上,切实提高引进人才的待遇,改善教学科研条件,营造事业留人的优良环境.

结合我国大学实际,笔者以为,当前应着力从三个方面为教学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一是待遇留人,要建立“价值决定报酬”的薪酬待遇制度,对特别优秀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要实

行“特殊薪金”制度,充分体现教师的创造价值;二是事业留人,要通过政策支持、经费保障、设备投

入等途径为优秀学者创造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使他们安心施展抱负,使大学校园成为他们发挥聪

明才智的乐园;三是情感留人,学校要加强与优秀学者的沟通交流,倾听学者们的诉求,切实为他们

排忧解难,使之愉快工作.

(四)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发挥教师潜力

“教师积极性的调动和潜力的发挥直接影响着学校各项工作的成效.”[１３]怎样才能有效激发广

大教师的创造力,是一流大学管理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哈佛大学的师资队伍之所以能够永远

保持创新的活力,在激烈的高等教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其拥有极富创造力的激励竞争

机制.近年来,我国大学在师资队伍管理改革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未“从根本上脱离计

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静态的、封闭式的管理模式”[１４].教师的选聘、考核和流动仍然缺乏有效的激

励竞争机制,教师“只进不出”的传统陋习依然不是个别现象.因此,进一步改革师资管理制度,特

别是建立健全激发教师创新活力、形成竞争淘汰机制仍然是我国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艰巨使命.

笔者以为,建立健全相对稳定的骨干层与有序流动的中间层相结合的竞争机制,应当是中国大学师

资队伍管理改革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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