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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当下语境，无 论 是 高 水 平 大 学 自 身 发 展 诉 求，还 是 国 家 对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战 略 的

思量，探索世界知名大学的发展路径已成为各国及大学的新“风向”。通过对世界３０所知名大学相关特 征 进

行统计分析，结合对世界知名大学发展的历史与现代逻辑的透析，进而得到些许对我国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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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世纪大学建立之初，大学便具有国际性特征。
师生的跨国流动，对知识的渴求突破了国与国之间

的界限。对知识的探求，是大学互相超越的“价值理

性”。伴随着民族国家概念的明晰，世界各国之间的

政治、经 济、文 化 竞 争 日 趋 激 烈。尤 其 是 在 知 识 经

济、全球化的现实境遇，大学已然成为社会的轴心，
大学对提升 国 家 的 综 合 竞 争 力 具 有 无 可 比 拟 的 效

用。同时，现代大学对各种资源（政策、资金）的依附

性愈发明显，功利主义的渗透促使大学寻找自身发

展的“工具理性”。因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

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此外，关注度持续不减的世

界大学排行榜，更加激起了大学与各国政府竞逐世

界一流大学的紧迫感。作为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
对高等教育寄予了更多的厚望，迫切希望籍借世界

一流大学的建设提升本国的综合国力，中国自然也

不例外。

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战

略规划。“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 程 便 是 例 证。在 中 国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世界一流大学”为主题

检索词，共检索出４２８０条记录；以“世界一流大学”
为题名进行检索则有５９９篇相关期刊论文（包括学

位论文）。由此可以窥见我国大学对发展世界一流

大学的关注度之高。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我国

学者多从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１］、形成条件［２］、发展

模式［３］、规律［４］等进行了经验研究，而鲜有对世界一

流大学的相关特征做统计性描述分析。本文将依据

世界上两个开展排名历史较早，影响度最广的大学

排行———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大学排行榜

２０１０”和 美 国 新 闻 与 世 界 报 道 “世 界 最 好 大 学

２０１０”，选取３０所大学作为研究对象。由于两个排

名的指标体系存在差异，因此，大学排名顺序不尽相

同。在 此，笔 者 选 取 两 个 排 名 共 同 承 认 的、排 名 前

３０位的大学，对 其 相 关 特 征 开 展 分 析。这３０所 大

学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１　世界３０所知名大学

序号 大学名称 国家 序号 大学名称 国家

１ 哈佛大学 美国 １６ 密歇根大学 美国

２ 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 １７ 多伦多大学 加拿大

３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１８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４ 斯坦福大学 美国 １９ 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

５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２０ 卡内基梅隆大学 美国

６ 剑桥大学 英国 ２１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７ 牛津大学 英国 ２２ 伦敦大学学院 英国

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 ２３ 杜克大学 美国

９ 帝国理工学院 英国 ２４ 美国西北大学 美国

１０ 耶鲁大学 美国 ２５ 东京大学 日本

１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 ２６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１２ 芝加哥大学 美国 ２７ 麦克吉尔大学 加拿大

１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２８ 墨尔本大学 澳大利亚

１４ 康奈尔大学 美国 ２９ 综合理工学院 法国

１５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苏黎世分校 瑞士 ３０ 爱丁堡大学 英国

二、世界知名大学相关特征统计分析

概览这３０所大学，皆为世界范围内所公认的著

名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之间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

性。该部分将从大学发展历史、规模、学科、理念四

个方面进行剖析。
（一）知名大学发展历史之长短

通常而言，大学建立时间越久远对大学的声誉

与资源积聚愈有益处。英国的“牛桥”大学、爱丁堡

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等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名校。

然而，通过对三十所世界顶尖大学建校时间的统计

（如图１所示）可以发现：在３０所世界卓越大学中，

自中世纪大学的诞生直至１７世纪，所有建立的大学

中仅有４所进入前３０位，而１９世纪建校的大学有

１６所进入前３０的 行 列，占 总 数 的５３％，１８～２０世

纪建立的大学占到总数的８７％。由此可见，大学建

校之早晚与大学卓越程度并非成正比，久远的历史

图１　世界３０所知名大学建校时间分布图

有可能成为大学引领与 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桎梏。

后期建立的大学在借鉴、吸纳先前大学发展经验，站
在较高的经验平台上，密切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加之

不断地创新超越，从而更加有利于大学的发展。那

么，是不是说２１世纪建立的大学更容易成为世界顶

尖大学？毋庸置疑，大学的发展是需要一定历史时

期的累积 的。尤 其 是 在 大 学 从“象 牙 之 塔”转 变 为

“社会服务站”的当下，只有那些具有一定发展积累、

不断革新，为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大学才能步

入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二）知名大学之理念

“大学之理念在根本上是大学之目的，是大学之

内在逻辑，是大学存在之最后的理由。”［５］大 学 创 立

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作为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最

长的组织机构，大学理念是支撑大学存续的根本所

在，是大学在追求卓越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信念。

既然如此，世 界 一 流 大 学 是 否 都 有 自 身 的 理 念 呢？

通过对３０所世界顶尖大学发展理念的梳理与统计

（图２），在３０所世界顶尖大学中，有２１所大学在大

学网站中有明确的理念阐述，有８所大学在大学层

面没有明确的理念描述，而在院系层面，各院系拥有

自身的发展理念，其中斯坦福大学没有明确的表述，

由于其校内搜索引擎的问题各院系是否有具体的理

念说明情况不详。整体而言，世界顶尖大学一般都

有自身的发展理念。在对大学理念整理与解析的基

础上，可以获知大学理念通常由愿景（ｖｉｓｉｏｎ）和使命

（ｍｉｓｓｉｏｎ）构成，愿景描述了大学对其所坚守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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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世界３０所知名大学发展理念情况图

的追求，使命表达了大学旨在达成的目标。此外，大
学整体意义上的理念可以与各院系层面的发展理念

并行不悖，整体理念是宏观性、指导性的信念，院系

维度的理念是精细化的信念。如耶鲁大学除阐述了

大学层面三重使命外，还具体对１５个学院的使命进

行了阐明。［６］

（三）世界一流大学之类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大学可划归不同的 类 属。由

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存在差异，高校的分类方

式也各不相同，如美国的卡内基大学分类、日本、德

国、中国等国的大学分类标准各异。为了便于对这

３０所世界顶尖 大 学 的 类 型 进 行 比 较、统 计，本 研 究

按照两个标准进行分类：一是按照大学涵盖学科门

类（共１２个学科门类）的数量，分为综合性大学（６～
１２个学科）、多科性大学（３～５个学科）、单科性大学

（１～２个学科）；二是按照科研与教学在大学定位中

的重要性程度，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
教学型大学三类。统计结果如下图所示：综合性大

学占到总数的８７％，多科性大学占１３％，３０所世界

顶尖大学中没有单科性大学。

图３　世界３０所知名大学类型构成图

而这４所多科型大学都属于理工类大学。由此

可见，大学的综合化已成为世界大学发展的一种趋

势，学科间交流、融合优势的不断彰显，使得单学科

大学面临越来越多发展的瓶颈。按照第二个分类标

准，经统计分析３０所大学皆属于研究型大学。这也

从侧面反映了大学科研在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中的重

要地位与作用。在此，未对大学的公立与私立的差

异性进行统计是因为大学的公私立属性与大学所属

国家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程度密切相关，如在高等教

育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美国，私立大学同样能获取较

好的发展空间，而在以政府为高等教育主要投资方

的国家，公立大学通常具有更好的发展优势。
（四）世界一流大学之师生规模

判断 大 学 的 规 模，除 大 学 的 占 地 面 积（校 区 数

目）之外，师 生 数 量 是 衡 量 大 学 规 模 的 一 个 重 要 指

标。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师与学生作为大学的主体，
其规模更能反映一所大学之“大小”。伴随高等教育

的大众化、普及化，高等教育跨入克尔所说的“多元

巨型大学”时代，那么，是否可以说大学的师生规模

越大对大学的发展越有利呢？对３０所世界知名大

学的教师和学生的统计数据显示（如图４所示），３０
所大学中师生总数低于１万的大学有４所，占总数

的１３％；师生总数在１～２万之间的有９所大学，占

总数的３０％；师 生 总 数 在２～３万 之 间 的 大 学 有６
所，占总数的２０％；总数在３～４万之间的大学有８
所，占 总 数 的２７％；总 数 在４～５万 之 间 的 只 有１
所，占总数的３％；总数超过６万 的 大 学 有２所，占

总数的７％。由 此 可 见，世 界 一 流 大 学 既 有 师 生 数

量较少的“微型”院校，也有师生规模庞大的“巨型”
大学。师生总量在１～４万之间的大学占到了总数

的７７％，而处于 两 端 的 大 学 数 量 较 少。因 此，高 等

教育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阶段，大学规模在适度扩

张的同时依然可以找寻到发展高水平大学的道路。

图４　世界３０所知名大学师生数量统计图

注：①大学序号１～３０与表１中的大学序号相对应；

②由于相关教师（ｆａｃｕｌｔｙ）数据不全，大学７和１５中

教师数据为大学全体教职员（ｓｔａｆｆ）数据

三、世界知名大学发展之逻辑

（一）世界知名大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大学职能

的创新

自中世纪大学诞生直至二战结束，纵览这一时

期的大学发展史，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与大学

职能的不断创新紧密相关。巴黎大学、萨莱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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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隆纳大学可谓是中世纪最早的大学，至中世纪后

期，部分大学如昙花一现，部分大学则由繁盛走向衰

微，牛津、剑桥大学、巴黎大学等大学依然保持其卓

越地位。［７］到１８世纪，英国逐渐成为欧洲高等教育

的中心。此一时期，大学的主要职能是传授知识，即
培养人才。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

教育（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培 养 绅 士 的 场 所，大 学 之

目的 在 于 传 授 知 识 而 不 是 发 展 知 识。［８］直 至１８０９
年，洪堡在其近代大学理念的指引下创建了柏林大

学，从而开启了大学发展的新“风尚”，科学研究成为

大学的新职能。科研获致了与教学同样的地位，大

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亦成为创造知识的场域。
德国大学 标 举 的 这 种 新 理 念 迅 即“辐 射”到 欧 洲 各

国，各国学者、学生纷纷涌入德国，使柏林大学成为

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美国学者留学德国后按照德

国大学模式对其大学进行了变革，为美国高等教育

的崛起奠定了基础。２０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在教学与科研的基础上，突破了大学囿于“象牙塔”

内的传统局面，提出了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威斯康星

思想”（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Ｉｄｅａ），从而使大 学 在 教 学 与 科 研

之外，兼具了直接为社会服务的新职能。美国大学

的职能创新与美国社会发展的交互作用，促进了美

国高等教育的赶超与繁盛，使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再

一次发生迁移。历史表明，大学职能的创新催生了

世界著名大学的创建与崛起。
（二）世界知名大学发展的现代逻辑：三大职能

的融合与创造

二战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进入恢复与扩充期，

美国高等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美国凭借

其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优势地位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环境，为高 等 教 育 的 迅 速 发 展 提 供 了 优 越 的 空 间。
美国大学在世界大学体系中的地位急速攀越，在世

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可谓独占鳌头，如下图所示，这一

点在本研究的３０所世界知名大学中美国大学所占

比例可以得以印证，美国大学约占总数的６０％。

图５　世界３０所知名大学国别分布图

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历久弥强，在于其将

高等教育三大职能的融合与不断创新。大学的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职能是大学不可或缺的

三大职能，三者不可偏废。美国的世界顶尖大学是

将这三功能融合的典范，既有一流的文理学院本科

生教育，又有高水准的研究生院，同时，大学具有自

觉的社会服务指向意识。大学在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的基础上，强化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拓展大学为社

会服务的渠道。培养人才与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为

社会间接服务，在现代语境下，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

已不仅限于直接为社会服务，而是更广意义上的社

会服务职能。由此，美国大学的发展便形成一种良

性循环模式，即大学为社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国
家竞争力提升）→政府对大学的资助增加、社会对大

学的认可，如此循环往复，大学与国家的之间便可形

塑出一种高效的交往互动关系，世界一流大学的成

形需要国家综合实力的支撑，同时卓越大学也要为

国家的综合国力服务。牛津大学校长认为，服务于

社会，不断调整自身以回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是

大学的历史使命。［９］美国大学能够占据世界３０所知

名大学“半壁江山”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对高等教育三

大职能的融 合 及 对 广 义 社 会 服 务 职 能 的 探 索 密 切

相关。

四、结　　语

构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发展中国家赶超欧美高等

教育发达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这其中包含了国家

寄望通过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来提升国家的综合竞

争力的政治诉求。在世界大学排行的催动下，各国

更是对世界一流大学孜孜以求。大学自身有追求卓

越的品质，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也加剧了大

学之间的国际竞争。通过对世界３０所知名大学相

关特征的统计分析，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第一，世界一流大学要有自身的发展理念，各院

系层面要提出更加微观的愿景与使命。理念是具有

远见卓识的大学管理者对大学未来发展的构思与探

求。大学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需 要 形 成 自 身 的“精 神 气

质”。我国大学急需具有教育理念的管理者，通过其

理念的践行引领大学走向卓越。
第二，大学不应以规模扩大为大学教育质量下

降的托辞。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阶段的来临，必
然引起大学 规 模 不 同 程 度 的 扩 充。本 研 究 中 的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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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名大学中规模庞大者不在少数，然而，其仍能跻

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与其大学教育质量保障与提

升的举措不无关系。
第三，从某种意义而言，世界一流大学是量化指

标的产物，对指标的过分关注容易使大学偏离其本

真价值。世界一流大学更多地体现了欧美研究型大

学的规范和价值，［１０］完全依从欧美的话语会异化大

学的发展。因此，大学应首先服务于本国的社会需

求，促进本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的羸弱谈何发展

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只有力争成为国内顶尖大学，
加上国际化的发展视野，进而在国家综合实力强大

之时才有可能角逐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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