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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校長的攝影作品，也看過校長

在體育館打球，但是這還是第一次聽校

長唱歌。」這是石油大學一位學生在網

上的留言。這位學生把一次在學校活動

中用手機錄下來的校長歌聲上載到了網

上。

張來斌的愛好多多。他愛好攝影，常

常隨身帶㠥相機，走到

哪裡拍到哪裡；他愛好

圍棋，已有業餘二段水

平，「太忙，現在沒時

間下了。」這成為他的

一大遺憾。

同學們喜歡這位沒有

「派頭」的校長。每學期

兩次的「校長下午茶」

是大家最喜歡的活動，

由於想參加者甚眾，只

好由校學生會在報名者中隨機抽取。張

來斌到操場跑步鍛煉，後面會跟㠥一幫

學生問這問那。到食堂吃飯，就有學生

掏出手機拍照，但每次都給他勸阻住

了。「你把我打飯的照片傳到網上，人

家會說你們校長作秀呢。」這理由很有

說服力。

沒有「派頭」的校長

■張來斌與學生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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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畢業時，今年近700萬畢業生將
迎來殘酷的「史上最難就業季」，而中國石
油大學（北京）則將努力交出一張漂亮的
成績單。目前，本科生簽約率已超過
75%，研究生簽約率超過70%，張來斌預
計，到學生畢業時，簽約率能夠超過
90%。
面對殘酷的就業壓力，張來斌認為，這

既有經濟形勢方面的原因，也有學校人才

培養方面的原因，還包括學生本身的期望
值。而就業難在部分專業上顯得特別明
顯，張來斌認為，部分高校存在專業設置
和用人單位需求脫節的現象，而大多數高
校已認識到這些問題，在不斷地調整學校
設置的專業結構。他說，高校人才培養一
定要和國家的發展戰略緊密結合，「學生
夢」的實現一定要和「中國夢」的實現緊
密結合。

與石油結下不解之緣

在專業雜誌發表近百篇論文，出版專
著《機械故障診斷技術及方法》、

《柴油機故障智能診斷技術及專家系統》；
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省部級科技進步特
等獎、一等獎、二等獎，國家教學成果二
等獎，北京市教學成果一等獎、二等獎，
第十屆孫越崎青年科技獎，「北京市教學
名師」⋯⋯
著作等身，榮譽壓身。
張來斌卻說：「其實我很普通。」
他說，他的普通之處在於「一生只幹一

行」，「石油」貫穿了他的大學本科、碩
士、博士和此後一生的事業，「甚至幾十
年來就沒有離開石油大學」。
他自嘲地問：「是不是我有惰性？」
這「惰性」背後卻是可貴的執㠥和堅

守。
張來斌告訴記者，他生於有名的銅都安

徽銅陵，父親是礦工出身，「父親挖銅
礦，我搞石油。」 談到今年10月中國石油
大學將迎來60周年校慶，他充滿深情：
「石油大學因油而生，因油而興。」「『我為
祖國獻石油』是石大師生共同的理想信念
和價值追求。」

為陸上能源安全大通道奔走疾呼

2008年，47歲的張來斌成為全國政協常
委。事業中多了一個寶貴的高端平台，他

開始為中國的能源發展積極建言獻策。
2012年，中東地緣政治對中國能源安全

影響日益加深，不僅原油進口對外依存度
高，海上運輸的一些戰略要點亦被控制在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手中。張來斌在當
年的全國「兩會」上為中國能源發展大聲
疾呼，力陳拓展西北陸上能源安全大通道
的重要性。
張來斌認為，中亞既是世界重要的能源

生產和出口地區，也是中國重要的能源合
作區。以新疆為基地，以中亞為橋樑，通
過油氣合作和管道建設，為中國油氣進口
開闢一條直達裡海、中東的第二要道——
西北陸上能源通道，此舉將會大大提高中
國的能源安全保障程度。

「綠色鴉片」促能源結構升級

今年多省市遭遇霧霾天氣困擾，張來斌
在3月的全國「兩會」上建議，提高天然氣
利用比重，應成為促進中國能源結構升
級、應對環境挑戰的戰略性舉措。
多年來，張來斌對使用清潔能源的呼籲

從未中斷。在他看來，能源發展的總體趨
勢必然是從高碳走向低碳，即從煤到石油
到天然氣甚至到更環保的清潔能源。
他將天然氣比喻為能源的「綠色鴉片」，

「用起來就放不下。」張來斌解釋說，天然
氣的主要成分是甲烷，通常佔80%至90%，
相對煤炭和石油，碳含量大大降低，而由
於氫含量高，天然氣具有更高的熱值，

「天然氣將為人類社會能源結構從化石能源
為主向非化石能源為主的轉變起到承前啟
後的作用。」
張來斌指出，應加快天然氣定價機制的

改革，目的是逐步由政府定價向市場競爭
形成價格過渡，同時加快建設和完善區域
管網，抓緊儲氣工程設施建設。此外，應
加快煤層氣管道建設，提前規劃頁岩氣開
採管網設施，「在這個過程中，應積極吸
引民間資本。」

協商民主 公開是最好的辦法

作為一校之長，張來斌從高校生均教育
事業費撥款到國家助學貸款代償制度再到
去行政化，均有㠥自己獨到的見解。2009
年，張來斌建議國家加大力度引導鼓勵高
校組織學生，到西部和艱苦地區實習、實
踐教育，並給予一定資金支持和表彰。
張來斌參加過多次教育部的相關會議，

研究包括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在內的教
育問題。張來斌透露，針對提高高等教育
的問題，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在今
年開展「高等教育質量建設」專題調研，
並根據研究成果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政
策建議。他強調「調研非常重要，因為提
案的提出必須有理有據。」
在他看來，中央對協商民主越來越重

視，這不僅需要做充分的調研，也需換位
思考相互理解，「我的觀點是，公開是最
好的辦法。」

最難就業季來襲
石油大學畢業生簽約率或超90%

■張來斌在每學期兩次的「校長下午茶」上與學生們面對面交流。

■張來斌的「校長下午茶」不設限，學生們

隨意向校長提問。

■張來斌接受本報記者訪問。

心牽石油
情伴學子

他經常在學生食堂吃飯，他與學生的交流座談被學生稱為「校長下午茶」，他經常收到學生親手做的小禮物。作為

十一屆和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他提倡清潔能源，呼籲提高天然氣利用比重，力拓西北陸上能源安全大通道，為促進

中國能源結構升級積極奔走。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中國石油大學（北京）校長張來斌讚政協是極好平台，他將在

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建言獻策，為中央的決策部署盡職盡力。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唐小可、王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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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來斌說大學的理念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條應該
是：善待學生，尊重教師，崇尚學術。他認為，一個
大學是否有「名」，不在規模，而在學術水平。

「善待」：把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

與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對「90後」的憂慮不同，張來
斌稱讚「90後」學生「可愛」。「他們直率，表裡如
一。他們熱情，能感染你變得年輕。」他說，不管存
在多少這樣那樣的問題，社會進步仍是主流，「要相
信自然規律，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強。」
他認為善待學生就意味㠥最好的老師給學生上課，

把最好的資源配給學生，平等尊重每位學生，把更多
的選擇交給學生，把關注的目標投向每個學生。張來
斌經常利用各種手段和學生互動交流，他每學期組織
兩次「下午茶」活動與學生座談，「這使我能夠站在
學生的角度思考問題。既有助於了解情況，掌握學生
的有關信息，也有助於增進理解，化解一些學生對學
校的誤會或者矛盾。」
學生與食堂大廚發生爭執，與學校保安發生糾紛，

張來斌不是就事論事地簡單批評某一方，而是勸學生
也「換位思考」：「如果你是他們，你會怎麼做？如
果他們有你那樣的學識，他們還當大廚，當保安
嗎？」許多矛盾就此消弭。
但他批評起人來也相當嚴厲。一次一位學生說，有

一門課自己不喜歡就沒上，臨時作弊還考得很好。沒
想到平時和藹可親的張校長立馬變臉：「作弊這樣不
道德的事，你竟然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作為校
長，我覺得很羞愧。」事後，有人建議處分這名學
生，張來斌沒有同意：「孩子是受社會不良風氣影響
一時糊塗，相信他會醒悟。」

堅持特色 拒絕隨波逐流

中國石油大學目前共開設13個學院（部）和4個直屬
研究院，在專業設置上始終圍繞國家能源戰略需求，
「我始終強調特色，不能隨波逐流。」 張來斌認為，

現代科學的交叉性越來越強，因此石油大學在把優勢
學科做得更優更強的基礎上，也適當開設了一些其他
學科，一切圍繞「強優、拓新、入主流、求卓越」的
發展思路進行。
石油大學始終不改初衷，堅持特色化辦學。目前在校

的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分別有50%、70%
和90%，學習的是與石油石化行業密切相關的專業。

家庭貧困生錄取比例近30% 

目前石油大學每年本科生、研究生的招生均在2,000
名左右，在校生一共13,000人，其中，錄取貧困生的
比例就佔到近30%。張來斌說，「我們學校錄取的農
村學生還是比較多的，學生入校後還有一些綠色通道
和扶持政策，也有豐厚的獎學金。」學校還為貧困學
生提供勤工助學的崗位。
張來斌表示，學校每年約發放各種獎學金1,500多萬

元，先後有70多家企業在校設立獎學金，獎學金的覆
蓋面達到了42%。

對「去行政化」的獨到見解

張來斌一貫主張大學「去行政化」，但他對如何
「去」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他看來，所謂「去行政
化」，主要有兩個層面的涵義，一個是政府與學校的
關係，對於學術問題，政府要給予學校的辦學自主
權；另一個就是學校的行政與學術權力的關係，就是
不要用行政手段干預學術問題。「去行政化」是大學
的發展趨勢，大學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其中最重
要的一條就是大學是一個學術組織，崇尚學術是其突
出特徵。
所以，為了保障學術權力，他在學術委員會的組成

人員和職能方面進行了探索：由知名教授擔任主任委
員和委員，校領導全部退出。學術問題，高層次人才
的培養和引進，學科建設、科學研究等方面，有些由
學術委員會決定，有些由學術委員會先提出建議和意
見。

■張來斌與

學生們在一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