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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报告的内容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主要是思考近几年整个国际环境

发生巨大变化之下，中国的数学专业改革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原想这个报告

放在暑期全国数学院长会上来讲，借着这次教指委会议，先和各位教指委委员

们讲讲我的想法，供大家研讨并充实。我觉得本届教指委下一步工作要严肃思

考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总书记讲，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遇到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科技、教育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我们怎么正确

理解？因为学习和理解习总书记对目前世界时局的政治判定的深度，将关系到

数学专业今后改革的走向。第二个是处于这个大变局中的新理科建设，“新”

的切入点和重点是什么？在什么地方体现新，并通过改革使数学专业得以本质

提升？换句话说，数学专业的教育改革如何主动求变、不断适应快速变化的新

形势，使数学的人才培养做到适应国家重大需求快速变化和满足人民的殷切期

望。我想这两个重大问题应是我们这届教指委今后工作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百年”大约可以从辛亥革命开始，到现在这一百年

多一点的时间。我想这需要简要地回顾一下科技、教育特别是中国数学教育发展

在这个百年过程中经历的不同阶段和困境，看到现在的新要求和新机遇。只有把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数学专业改革思考
根据 2021 年 4 月在江苏师大召开的数学专业教指委工作会上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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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解透了，数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才能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适应当前的大变局，

并在我国从大国到强国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起到核心支撑作用。

对中国科技和教育的一百多年历史，我想大致可概括为已经历过的三个重要

发展阶段，大家看正确不正确，目前我们正处于极其重要的第四个发展阶段。第

一阶段是 1949 年之前。基本上近现代意义的科技在我国少之又少，在中国刚刚

起步，有也只是个别的、点上的东西，当然其中也有非常经典的范例，比如钱塘

江大桥和被毛主席称誉为“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纯碱制造业等。现代数学在

中国发展相对较早也产生了一批非常著名数学家，但是和当时的中国科技的发展

状况相似，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还是少之又少。从教育环境上来讲，尽管当时

国际上对我们相对是开放的，但坦率地讲，穷国特别是处于长时间动荡时代的半

封建半殖民地穷国是没有多少能力和办法办好为自己国家服务的教育特别是高等

教育的。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只有极少部分青年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其中又只有

凤毛麟角的学生可以通过到西方国家深造才最终完成自己的学业；北大有个老师，

她是 1936 年入学的，我们念书的时候，她是数学系的副书记。我们曾经问过她，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大数学系基本情况，例如每年招多少学生，都讲授哪些数学课

程等。她告诉我们，那时候能够上北大数学系的学生少之又少，每年只能招到几

个到十几个，二三十个不等，真正的数学课也只有 6-8 门加上其他一些课程。所

以说，当年的数学教育无论是规模还是培养体系是有很大欠缺的。

第二阶段是 1949 年 -1980 年，我觉得是中国高等教育，主要指本科教育，

大发展的重要阶段，是在中国真正奠定现代高等教育专业体系的重要阶段。党

和国家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建立中国高等教育，核心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么培

养人。围绕这一目标不断地进行改革，以适应国家全面建设这一重大需求。例

如大家都知道的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社会主义

阶段的一个最重要里程碑。回顾这次院系调整，绝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高校专

业的简单调整，至少具有如下两个重大战略意义 ：一是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二是高等教育全面学习前苏联模式，注重专业

培养。这次调整对于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健康地走到今天是奠基性的，对这次调

整的意义，怎么评估、怎么评价都不算高。要是没有 1952 年那一次彻底的调

整，可能我国的高等教育还要折腾很长时间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另一方面是

如何构建高等教育专业培养体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服好务的问题。

当时我国采用的是向前苏联全面学习策略。第一代领导人非常清楚，要快速建

成中国较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服务国家全面经济建设，欧美肯定不帮忙，中

国当时的教育基础又不能提供有力支撑，只能向前苏联学习。在这过程中，有

两个学校，即北大和复旦，在全国数学专业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起过关键作

用：其一，全国院系调整以后两校数学的力量得到强有力的增强，在此基础上，

这两个学校后来为全国数学专业布局和建设起到了核心作用，例如北大的很多

师资支援了很多著名高校的数学专业建设，例如，吉林大学、内蒙古大学、兰

州大学等，复旦也是一样。其二，在全面学习前苏联模式中，这两个学校将数

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建设经验推广到全国各高校数学专业，他们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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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坚作用、引领作用和带头作用，我们应该记住这两个学校在我国数学发展历

程中的历史性贡献。正是党和国家把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本科教育体系 
迅速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强有力地支撑了我国全面快速地投入经济建设，

奠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第三阶段应该是在 1980-2012 年，大约 30 多年时间。在全面改革开放国

策指引下，我国的工业、科技、教育和国家治理得到全面快速发展，这段时间，

中国拥有建国以来最好的国际环境。由于 80 年代初我国首次创立了完整的研

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体系，使得中国人才培养，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更

加完备并得到制度性保证。记得 84 年我硕士毕业，那年暑假国外的专家来的

特别多，层次也特别高，他们很多人对中国是不了解的，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到

中国高校访问。在交流过程中，这些专家亲身体会和看到我国教育发展状况和

质量，特别是青年人才培养质量是很优秀的。记得当时我们那个硕士班，至少

有一半人被他们当场邀请去欧美名校继续深造。当然，那时候每年研究生招收

人数非常少，相对也比较精英一点。总之，经过半个多世纪努力，我国的高等

教育专业和学科体系经过不断改革、完善和优化，变得越来越完备和成熟，培

养人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总体也是好的。有些人总爱比较民国和今天中国高等

教育，但是坦率说，民国期间确实产生过一些各个领域杰出人才，但我们不要

忘记那个时代的群体，例如，从中华民国建立到 1949 年，高等教育（大专以上）

培养的学生总数远远不如现在一年的本科招生数。正是有了这样的规模以及在

规模之上的质量提升，我们才能保障中国科技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

需求，支撑着中国的工业科技从全面学习、追赶到大部分并跑，个别领域领先

的历史性跨越，并支撑起中国今天 100 万亿 GDP 的庞大体量，这是中国高等

教育对国家发展的最大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