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6日 星期三 编辑 周琳琳 美编 王涛 校对 张征淄博10

立德树人 教学与科研并重
胸怀万里 创新和发展同行
——— 专访山东理工大学校长特别助理、经济管理学部主任李平教授

文/图 记者 孙银峰 李超颖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山东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李平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并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李平教授是首位由山东理工大学培养的国家级人才工程人选，他也成
为淄博市人文社科领域第一人。

10月30日，鲁中晨报·网易新闻就经济发展、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等方面对李平教授进行了专访。

《论语》有云，君子之德
风，小人之德草。意指君子
的德行好比风，小人的德行
好比草。初见李平教授，衣
着得宜，气质儒雅，有学者的
淡泊从容，有师者的如沐春
风。尽管已经是经济学领域
知名专家学者，但是谦谦君
子般的言谈举止，更让人敬
佩。没有高调的话语，没有
空洞的口号，数据信手拈来，
每一个观点都有详实数据来
支撑，一盘经济大棋仿佛就
在他的“乾坤袖”中。

对于入选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并荣获“国家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李平教授说，自己的心态非
常平静。他认为，对于一个
执着、勤奋、敬业的人来说，
有些荣誉只会迟到，但从来
不会缺席。他认为，不必太
计较眼前的荣誉和头衔，扎
实做好学问自然会有收获。

连获国家级荣誉，李平
教授实至名归。主讲国家级
双语示范课程20余年，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5项，其中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教育
部课题5项、其他省部级课题
1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
《世界经济》等国内外重要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首
位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
等奖3次、二等奖3次、安子介
国际贸易研究奖3次，这样的
成就在整个山东省范围内都

不多见。尤其是安子介国际
贸易研究奖，在国际贸易研
究领域中已经声名卓著，被
视为中国经贸领域中的最高
学术奖；而260余篇核心期刊
的文章，可能是很多从事科
研的人一辈子都难以实现的
目标。

教学与科研都是极为耗
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可是
李平教授却实现了并行不
悖。他说，与科研机构不同，
高校的首要任务是立德树
人。高校教授只在科研上做
得好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
反哺教学。成长于南开大学
并在南开大学执起教鞭，他

有着一流高校、一流教授的
视野，却也有着脚踏实地培
育人才的热忱。多年来，他
坚持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
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很多
乐趣，也挖掘了很多非常优
秀的人才。

在山东理工大学任教整
整17年，作为一线的老师，他
一直用一句话来激励自己：

“我要让我的学生去‘双一
流’高校做教授。”如今这个
梦想已经部分实现了，现任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副主
任、青年长江学者王永进，就
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在李平教授

的引导和激励下，一批山东
理工大学的学生，经过“双一
流”高校博士的洗礼，成长为
知名高校的教学、科研骨干
力量。山东大学、山东师范
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济南大
学、山东社科院担任教职的，
不少都毕业于山东理工
大学。

李平教授说，作为一名
老师、教授，科研是兴趣使
然，最终的目标还是教书育
人，看到学生的成长和成就，
比自己能获得某项荣誉更让
人欣喜和欣慰。

胸怀万里世界，放眼无
限未来。作为一名经济学领
域的国家级人才，他的科研
目标自然是要为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

2019年10月23日，省委
书记刘家义在做好当前和明
年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没有高质量发展，一切都等
于零。唯有聚焦发力高质量

发展，咬定青山不放松，着力
在发展中解决突出问题，才
能平稳度过“阵痛期”，赢得
未来大踏步发展。在这个过
程中“稳增长”是摆在全部工
作的重中之重。

对于山东省，尤其是淄
博市的“稳增长”，李平教授
说，山东省经过一年半多的
新旧动能转换，目前仍处于

阵痛之中，山东经济整体规
模在全国来看是可以排在前
三，但山东也有不少历史遗
留问题需要在阵痛期中克
服。经济增长调整的过程，
恰好也是处理、解决社会中
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好
时机。2019年前三个季度，
山东省GDP增速为5.4%，低
于全国6%的平均水平，这正

是山东省作为新旧动能转换
综合试验区后应该有的节
奏，放慢步子、严抓结构、巩
固质量，是对更好前进的缓
冲和整理，对于这个问题，全
省以及淄博市应该对此有一
个科学的认识。期待山东省
的明天会更好。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高质量发展未来可期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
长的“三驾马车”，也是过去40多年
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最大推
动力。作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
书长、山东省世界经济学会创始人之
一，李平教授对于当前山东乃至全国
贸易的出口情况非常熟悉，在目前中
美贸易争端背景下，他也给出了自己
的建议。

在投资方面，要积极发挥以政府
为主导的投资力量。一方面，结合山
东经济基础与淄博市组群式城市格
局来看，各区县应该加强互联互通，
淄博的地质结构可能不适合修建地
铁，但是可以通过修建轻轨来将淄博
市内各区县之间连接起来。另一方
面，淄博市要密切与济南市在交通、
人员、信息技术等各方面的联系，淄
博市目前没有机场，市民乘坐飞机只
能去其他城市的机场，在这方面淄博
可以借鉴上海虹桥机场的做法，修建
高铁或者轻轨将淄博市与济南遥墙
国际机场连接起来。

在消费方面，包括耐用消费品消
费与随机性消费，房地产对于消费的
拉动能力几乎饱和，如何刺激消费就
成为关键。对于整个山东来说，以
2018年为例，山东省第三产业所占
比重不足50%，这恰恰是山东省经济
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
抓手，对于山东来说，做大做强服务
业，这可能是一个希望。

在出口方面，山东省商务厅数据
显示，2019年1-9月份，山东省对外
贸易累计进出口14890.5亿元，同比
增长6.4%，出口8111.7亿元，同比增
长5.4%，进口6778.8亿元，同比增长
7.6%，这样的数据对于研究国际贸
易的学者来说，非常振奋。近期，李
平教授受山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的委托，作了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对
山东省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的课题，
研究发现，山东省外向型经济特征明
显，作为半岛开放的前沿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然而，山东省包括淄博市在
内，与美国的经贸往来比其他省份相
对较少。所以，在李教授看来，中美
贸易摩擦对山东省的影响比较小。
2019年6月份，他在随省政府代表团
赴德国、英国的访问中发现，山东省
在“一带一路”方面在全国发展领先，
尤其是德国与山东的经贸往来密切
度和发展趋势远远超过美国。未来
山东省的出口无疑会越来越多，但希
望企业的眼光不要仅寄托于美国市
场，更可以放眼广阔的世界市场，这
必定会为山东出口数量和质量的提
升提供更多的机会。

近期，淄博市委书记江
敦涛到山东理工大学调研时
指出，推动校城融合发展，是
实现校城双方优势互补、共
赢发展的战略之举。大学对
所在城市来说非常重要，不
仅是这座城市重要的创新
源、活力源、产业源，也是重
要的城市形象，体现着城市
的发展潜力，代表着城市的
气质和高度。校城双方要切

实发挥好山东理工大学的平
台作用，使之成为淄博市未
来发展方向的策动源。

李平教授在2002年到
淄博时，就受到淄博市政府
委托，作了关于淄博市经济
结构调整的40万字课题报
告。一方面，淄博市重化工
业结构突出，资源能源型的
特征比较明显，但有一个数
据还是听起来比较振奋的，

就是进口增速，以2018年为
例，淄博市进口533.9亿元，
同比增长63.0%，进口增速
在全省16个地级以上城市当
中排名第一，这对于淄博市
新旧动能转换可能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李
平教授认为，地区发展人才
因素尤为关键，建议淄博市
委市政府加强与包括山东理
工大学在内的属地高校在科

研、人才等方面的联系。教
师、学生是否对淄博产生感
情，尤其是培养的学生未来
能否留在淄博，这一点对于
提升淄博市的整体人口素质
尤为重要。此外，淄博市还
可对标省内外很多先进地区
的做法，积极推动“引进人
才”战略的实施，将更多的高
校和科研院所引进淄博。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稳增长”

人才优先成就新的策动源

李平教授（左）做客演播室，接受本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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