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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院士谭铁牛履新南京
大学党委书记。9月 23 日，据教
育部官网消息，日前，中央批准：
谭铁牛同志任南京大学党委书
记；因年龄原因，胡金波同志不
再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
　　教育部官网显示，谭铁牛，
1963 年 10 月出生，工学博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资料显示，谭铁牛长期从事
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
研究，是虹膜识别、步态识别等
模式识别研究的开拓者。今年 8
月，谭铁牛还获得了国际模式识
别领域最高奖——傅京孙奖，以
表彰他在模式识别领域所取得的
杰出成就。
　　目前，南京大学校长一职由
1960 年 3 月出生的中科院院士吕
建担任。这也意味着，谭铁牛此
番履新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校长职务均由中科院院士担任。
　　最新消息是，9月 25 日，湖
南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
公告，现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
委副书记吴义强，拟任省属本科
院校正职。
　　吴义强是林业工程专家，生
于 1967 年 7月，长期从事木竹、
秸秆资源高效利用与人造板绿色
低碳制造领域的研究，2021 年当
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履新高校是今年高校人
事调整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包括谭铁牛、吴义强在内，年初
至今，至少有 15 位院士履新高
校校长或校党委书记，或是拟任
省属本科院校正职。

多是学术科研领域的专家

　　今年以来，国内高校密集人
事调整，涉及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
诸多学校。
　　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清
华大学校长邱勇转任校党委书
记，北京大学校长郝平转任校党
委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林尚立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
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任南开
大学校长。
　　在本轮高校人事调整中，院
士执掌高校成为新的特点。在国
内，院士通常是指中国科学院院

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院士是国
家所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
学术称号，一般为终身荣誉。
　　中国工程院院士 7位。其中，
李建成、王云鹏、张立群、李术才、
王树新、龙腾，分别出任中南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山东大学、重庆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吴义强拟任
湖南省属本科院校正职。
　　中国科学院院士 8位。其中，
龚旗煌、李亚栋、李蓬（女）、
张锁江、陆林、毛军发、徐春明，
分别出任北京大学、安徽师范大
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山东
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
院）、深圳大学、山东石油化工
学院（山东省属公办高校）校长
或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
大学校长邱勇转任校党委书记。
　　另外，在高校人事调整中，
还有不少院士任副校长或高校学
院院长。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锦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宋保亮任武汉大学副校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任浙
江大学农业生命环境学部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顾宁任南京大学
医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马
玉山宁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
等。
　　公开资料显示，上述院士多
是学术科研领域的专家。比如，
李建成是大地测量专家，王云鹏
长期致力于智能交通的研究，万
建民是水稻分子遗传与育种专家
等。
　　值得注意的是，院士的研究
领域与所任职学校有不少共通
性。比如执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他还是
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家，北京
大学第六医院院长。

院士治校的深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竹立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
示，院士有着丰厚的科研学术资
源，执掌高校有利于优化科研、
教学合作，对国家科研创新有着
促进作用。他认为，院士密集执
掌高校，这在以后或可以成为普
遍现象。
　　一位组织系统官员向中国新
闻周刊表示，专业对口或许是他
们考量的重要因素。院士的科研

水平一般不低，或者在某个领域
有着不小的成就，这与高校提高
科研水平的期望形成契合。
　　但该官员也提到，高校校长
是行政管理岗，目的是服务和管
理学校。校长的选择要结合院士
个人工作能力，并非是院士就适
合当校长。
　　竹立家则提到，有人认为院
士能做好科研，未必做好管理。
一般来说，院士都有着丰富的科
研与教学管理经验。
　　对于院士治校，21 世纪教育
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向中国新闻周
刊表示，聘任院士当校长，相关
部门的考量或是通过“院士校长”
的影响力，提升学校的影响力，
并带动学校的学术研究。而院士
担任高水平院校的校长，则被认
为这和高水平院校的地位、形象
更匹配。
　　不过，熊丙奇也提醒，校长
的首要职责，是管好一所大学，
因此，在选拔校长人选时，应关
注其管理大学的能力，而不是把
学术能力作为首要指标。
　　公开报道显示，除了院士任
校长，不少高校以聘任“首席科
学家”、“终身教授”的方式，
聘请院士到高校任职。
　　比如，青海民族大学聘任中
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为“首席科
学家”；河南工业大学聘任中国
工程院院士侯立安、中国工程院
院士谢剑平、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培武任该校“首席科学家”。
　　熊丙奇认为，聘任“院士校
长”或有借院士提高学校地位的
考量，在校长代表学校出席各种
活动时，院士身份可以为学校“增
色”。这其实是需要破除的“唯
帽子”观念。
　　他还提到，从校长职业化角
度看，要让校长全身心投入管理
好大学，还应该实行“利益回避”
制度，即明确告诉校长人选，担
任校长后，必须全力做好校长工
作，不能再把过多时间用于学术
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9月初，高
层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院士制
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简称《意
见》）。该文件明确提出，要以
完善制度、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
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更好发挥院
士作用，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
荣誉性、学术性。

两院院士密集出任大学校长有何深意

”
　　央行 23 日发布 2022 年人民币国际
化报告。其中提到，我国金融市场开放
持续推进，人民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保
持较高吸引力。
　　报告指出，2021 年以来，人民币
跨境收付金额在上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延
续增长态势。2021 年，银行代客人民
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 36.6 万亿元，
同比增长29.0%，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
人民币跨境收支总体平衡，全年累计净
流入 4044.7 亿元。环球银行金融电信
协会 (SWIFT) 数据显示，人民币国际支
付份额于 2021 年 12 月提高至 2.7%，
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
2022 年 1 月进一步提升至 3.2%，创历
史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
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 (COFER) 数据
显示，2022 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
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 2.88%，较 2016
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
篮子时上升 1.8 个百分点，在主要储备
货币中排名第五。2022 年 5 月，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将人民币在特别
提款权 (SDR) 中权重由 10.92% 上调至
12.28%，反映出对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
度提高的认可。
　　报告提到，实体经济相关跨境人民
币结算量保持较快增长，大宗商品、跨
境电商等领域成为新的增长点，跨境双
向投资活动持续活跃。人民币汇率总体
呈现双向波动态势，市场主体使用人民
币规避汇率风险的内生需求逐步增长。
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交易结算等基础性
制度持续完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
增强。
　　报告还指出，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持
续推进，人民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保持
较高吸引力，证券投资项下人民币跨境
收付总体呈净流入态势。截至 2021 年
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
券、贷款及存款等金融资产金额合计为
10.8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5%。离岸
人民币市场逐步回暖、交易更加活跃。
截至 2021 年末，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
存款接近 1.50 万亿元。
　　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统筹好
发展和安全，以市场驱动、企业自主选
择为基础，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
一步夯实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基础制度安
排，满足好实体部门的人民币使用需求，
推动更高水平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促进
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良性循环。同时，
持续完善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本流动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建立健全跨境资本
流动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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