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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大学校长莫特在办公室接受专访 

校长观点： 
马里兰大学校长莫特认为，中国办学的人现在往往

更多地考虑教学的硬件，学习世界各国好的教育体

制。中国办学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中国的大学必须

走与社会和企业结合的道路，要有甘冒风险的企业

精神，要在全球范围内与政府、公司企业建立伙伴

合作关系。这是大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最大变

化。 
 
引言 
     
      具有 145 年历史的马里兰大学是一所公立学校，坐落在华盛顿郊外。二战结束后，美国联邦政府为

所有退伍军人提供学费和生活费进入大学，从而使马里兰大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期。1957 年苏联卫星升空

后，美国产生科技落后的危机感，联邦政府于是把大量军费投放大学，用于发展科研和教育，对马里兰

大学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 
      马里兰大学前副校长刘全生博士不久前对记者说，马里兰大学近 10 年来发展很快，现有 30 多个项

目在全国排名 25 位之内，物理系和计算机系在全国排名第 10 名左右。他透露，他们下一个目标是争取

进入公立大学的前 10 名。马里兰大学究竟是如何发展成名的？它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最近，记

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校长莫特教授。 
     
公立大学肩负社会使命 
     
      记者：校长先生，马里兰大学是一所有名的公立大学，请问公立大学与政府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政

府在学校的教学与科研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莫特：在制定教学大纲、招生标准和学位标准以及科研项目方面，大学是独立于政府的，州政府不

插手。州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学生提供教育经费和资源，但不直接控制我们大学的计划，不直接参与工

作。但在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为公立大学提供大量科研经费，我们大学的教授与其他大学的教授竞争这

些经费，政府还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因此，就资源而言，政府对马大的科研工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此外，

校长有权独立开展与工商企业、政府以及外国政府和公司的合作关系。 
      记者：作为公立大学校长，你是州长任命的还是通过一个委员会选举产生出来的？ 
      莫特：一个由学生、教授、校友和校方工作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寻找校长人选，最终由校

务委员会决定。校务委员会有 17 人，他们都是由州长提名，负责监督和管理大学，向州政府报告预算，

任命校长和副校长，权力很大。    
      记者：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 
      莫特：公立大学有公共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满足社会进步的各种需求。1862 年林肯总统签署

土地拨款法，通过成立公立大学来支持农业发展，当时主要有机械和工程项目，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公

共目的而创建的大学，也是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开始。公立大学现在都有教育、科研和服务三个部分。

公立大学需要面对许多选民，有许多服务对象。私立大学可能也从事不少公益项目的研究，但没有为社

会服务的使命。 
      记者：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各有什么所长，又各有什么所短？ 
      莫特：公立大学的使命是要照顾政府、社区和社会的需要，劣势是面对的对象太多，不同的人对办

学方向有这样那样的要求，大学要解决许多问题。私立大学把教育和科研的重点放在特定的需要和有选

择的项目上，其大学使命由校董事会决定，所以对社会的贡献相对较少，但私立大学可以把资源集中在



一些感兴趣的领域。 
      记者：长期以来筹款是私立大学的事情，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请问马大目前有多少基金？公

立大学在筹款方面碰到什么问题？今后发展趋势如何？ 
      莫特：马大迄今筹集的资金只有 6 亿美元，数字很小，原因是州立大学长期以来都是由政府提供纳

税人的钱来办学。最早的公立大学从 20 年前才开始筹款，大多数大学是最近 10 年才醒悟过来的，因为

政府对公立大学提供的经费越来越少。公立大学对自己独立筹集一些款项的做法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用了好几年才意识到面临的新环境。筹款对马大来说是个新现象，我相信公立大学最终会有许多捐款。 
     
“伙伴合作计划”助大学发展 
     
      记者：能不能回顾一下你们大学经历的几个重要阶段？ 
      莫特：我们学校在建校时是一所私立农业学院，主要是教育农场主的儿子如何成为文明公民，同时

教一些农业科学知识。我们学校成立后马上破产了。内战期间南北军队都驻扎过这里，学校受到一定程

度的破坏。1862 年，学校重建时改名为马里兰农业学院，后与医学院合并，成立了马大。但是，当时大

学的规模仍很小，只有 300－400 名学生。二战结束后，马大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到上世纪 70 年代达

到目前的规模。我们现有 3.5 万名学生，其中本科 2.5 万人，研究生 1 万人。 
      二战结束后，我们大学开始发展国际项目。近年来我们充分利用大学周围政府、公司企业的强大资

产为教育和科研服务。这里有联邦实验室、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

会、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联邦药物管理局、农业部等，还有许多大型私人企业。这些机构和企业有

许多先进的设施，他们要求我们大学院系提供帮助，这为马大师生提供了许多合作的机会。在华盛顿地

区，马大是研究型的大学，这样的“伙伴合作计划”对大学的发展特别有帮助。 
      记者：能否再具体说一说“伙伴合作计划”的内容？ 
      莫特：我们的目标是与联邦政府和公司企业建立发展与研究的伙伴合作关系，把政府部门和公司企

业的实验室和资产集中起来，我们利用这些资产进行创造和创新，从事高水平的研究。如果光靠一家的

财力，政府或公司企业或大学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校园内还有国家档案馆和 NASA 的设施，它

们也需要与我们大学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因为我们有许多天才的师生。他们与我们在一些特定的项目上

开展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 
      关于“伙伴合作计划”，我举个例子：2005 年 1 月，NASA 的航天飞机升空执行一个太空冲撞任务，

就是在太空中发射探测器，在距离地球 8200 万英里的高度与一个名叫“神庙一号”的彗星相撞，工程非常

复杂。探测器在空中一分为二，一个是投射器，另一个是仪器平台。投射器以时速 25000 英里的速度与

彗星相撞，仪器平台则测量彗星内部的结构，探测里面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NASA 的这个工程预算 4
亿美元，由我们大学的一名教授领导。 
     
聘请最优秀人才是关键 
     
      记者：自从你 1998 年出任校长以来，马大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听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争取进入公

立大学的前 10 名。请问你主要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马大的教育和科研质量以及排名？ 
      莫特：我们总是争取做正确的事情，走在科研的最前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招聘最好的人才，他们

是真正工作在科研的最前沿。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招聘一名学科带头人，大约需要 100 万美元的启动资

金，学科带头人可能只有 30 来岁。有了好的老师，我们就能招收到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学生跟最好的老

师一起工作就能创造发明。最关键的是，我们为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提供设备，帮助他们专心从事科研工

作。我们鼓励学生创造和创新，不墨守成规。 
      记者：现在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竞争。你们雇用一名最好的教员一年需要花多少钱？ 
      莫特：如果你找不到优秀的教员，你就不可能走在科研的最前沿。走在前沿的科研往往是由几个出

类拔萃的教员决定的。为了使大学处于科研最前沿，你别无选择，只有高薪聘请最好的教员。许多有才

华的高官离开联邦政府时，马大是他们的好去处。比如杰克·甘斯勒曾在克林顿时代当过国防部副部长，

也在公司担任过高级职务，非常杰出，我们招聘他领导马大的公共政策研究。 
      在人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现在最成功的方法就是招聘夫妇教员。夫妇两人都是科学家，但不在同

一领域。要是我们为一方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让他（她）喜欢这里的工作，另一半就很难离开。我



们在招聘中尽量考虑对方配偶的因素，同时为他们提供好的工作环境和设备，配备出色的助手和研究生，

使他们心甘情愿留下来工作。 
      记者：那么，你们最优秀的教授年薪多少？ 
      莫特：像医学院最优秀的教授年薪有 50 多万美元。大学教授的年薪约 12－14 万美元。教授的薪水

很好。但是你要知道，仅用高薪是招聘不到最好的教员。教员需要薪水，但薪水是第三位的。在他们心

目中，第一位的是他们想知道在这所大学的工作是不是最适合他们，是否最适合发挥才能。第二位是跟

谁在一起合作，有些什么样的学生，与大学周围的关系又是如何。第三位才是薪水问题。从我们这里离

开的教员，从来不是为了薪水问题，而是其他地方有更适合他们发展的机会。 
     
办学要有国际视野 
     
      记者：能否谈谈你对马大的主要贡献？ 
      莫特：美国的校长没有多大权力，我的任务就是激励师生为创建一所伟大的学校而共同努力，支持

师生开展一流的科研工作，帮助他们聘请一流的人才和搭建科研班子，设法有效使用经费，提升大学的

教育和科研水平，提高大学的排名。 
      记者：马大现有 3000 多名外国学生，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就有 800 名。马大现与中方的合作情况如

何？ 
      莫特：我们与中国科技部签署了在马大建设中国科技园的协议，为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提供学习和

培训，扩展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视野。今年 6 月我访问了中国，与中国一些公司的总裁举行了

会谈。8 月，我们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上海和广州。9 月份，我应邀到江苏省出席市长经济顾

问会议，然后在南京与中国公司的老总商谈建立伙伴合作项目。 
      记者：马大目前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莫特：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建立一所伟大的大学，一定要利用所有的聪明才智，所以我们认为“伙伴

合作计划”非常重要，大学利用政府和社会的资源来为学生创造机会。我们也与外国政府和企业合作。我

们的大学不再是地区性大学。大学现在好像跨国企业一样，已经全球化了，一定要有国际视野。 
      记者：最近 10 多年来，听说你每年都要访华好几次，你对中国一定有很多印象和感受。请问你对中

国的教育有什么评价？ 
      莫特：中国办学的人现在更多地考虑教学的硬件，学习世界各国好的教育体制。从美方的角度来看，

中国办学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中国的大学必须走与社会和企业结合的道路，要有甘冒风险的企业精神，

要在全球范围内与政府、公司企业建立伙伴合作关系。这是大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最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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