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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需要科学的参照标准或评价体系,学科排名是目前国际上运用较为普遍的学科评

价标准之一.本研究以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为分析框架,在学科对象选择和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对２０１６
年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进行个案剖析,并以我国高校学科入选 QS的最新数据为基础,分析我国建设一流学

科的基础与现状.基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就理性看待学科排名,发展顶尖学科,提高学科国际影响

力等方面进行了相关思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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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始终是一个世界性话

题,且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离不开世界一流学科的支撑,世界一流学科的数

量越多、质量越高,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机会就越

大.[１]学术界已有研究表明,学科水平与大学发展水

平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学科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声誉.[２]随着我国«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发布,社
会各界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问题的关注

和研究又登上了新的台阶.然而,无论对于世界一

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都尚未在认识层面达成共识.
就学科层面而言,阿特巴赫认为,世界一流学科应具

有卓越的研究、顶尖的教授、自由的学术、规范的管

理、先进的设备以及充足的经费等[３];周光礼和武建

鑫认为,世界一流学科要具有一流的学术队伍、一流

的科研成果、一流的学生质量和一流的学术声誉[４];
胡仁东认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内涵之中包括学科人、
科研成果产出、人才培养、认可和贡献[５].可以看

出,尽管学术界对世界一流学科的界定存在一定的

差异,但其在本质上却存在共通之处.即世界一流

学科需要科学的参照标准或评价体系,正所谓没有

参照与比较就没有一流可言.因此,就我国高校一

流学科建设而言,如何寻找科学的参照标准,如何达

到这一标准,实现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将是我

们国家、社会、高校以及教育工作者共同面临和需要

解决的问题.
学科排名是目前国际上运用较为普遍的学科评

价标准之一.尽管大学排名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受到

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但作为学生择校的风向标,以
及国家和高校衡量高等教育和办学实力的可视性证

据,使得大学排名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热烈追捧.
确实,由于大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致于不能仅仅

通过几个指标即做出全球性对比.对此,国家和高

校应全面了解大学排名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相对大

学排名而言,作为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的基本单元,学科层次的排名在确保评价方法和

数据采集相对科学的基础上,会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目前,国际上较为权威并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世界大

学排行榜主要有:QS世界大学排名(QS)、«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道»(U．S．NEWS)、«泰晤士高等教育副

刊»(THE)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等.且每年各排行榜分别发布世界大学

学科排名.其中,QS世界大学排名是对学科划分

最细的学科排行榜.对学科建设而言,世界大学学

科排名不仅可以加强高校建设一流学科的意识,同
时还能为高校学科评价与发展提供世界一流标杆.
当然,我们还需理性看待学科排名,不能只注重学科

排名的结果,而应该关注学科排名的过程.一流学

科从来不是排出来的,而是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和

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本文结合

QS世界大学排名对学科评价过程和最新数据的分

析,试图为我国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与

启示.

二、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概述

从 ２００４ 年 开 始,国 际 教 育 组 织 QS
(QuacquarelliSymonds)① 每年发布世界大学排名.
并于２０１１年开始,每年又新增发布世界大学学科排

名,旨在帮助准大学生(尤其是有出国学习意愿的大

学生)在其所确定的学科领域选择世界领先的学校.
在２０１５年 QS针对国际学生设计的一份关于“学生

如何使用大学排行榜”的调查报告中显示,７８％的学

生认为学科排名比大学整体排名更有利于他们进行

院校选择.[６]除此之外,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学

科对象的选择,以及学科排名指标体系的设置与运

行,对一流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一)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的对象选择

就学科对象的选择而言,到目前为止,QS世界

大学学科排名是全球学科排行榜中对学科划分最为

具体的学科排名.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重点选取

全球顶尖大学中广受欢迎的学科领域,试图在各个

学术领域来突出和支撑世界一流大学.自２０１１年

以来,参评学科每年都在逐步扩展,以满足学科进行

水平比较的广泛性和国际化的更高要求.２０１６年

学科覆盖范围达到４２个,其中,人类学、考古学、采
矿与矿物工程、护理学、表演艺术以及社会政策与管

理是２０１６年新增的６个学科.所选学科按领域被

划分为五大类,具体见表１.
基于对长期学术调查结果和Scopus出版数据

的分析,在众多学科领域和子学科中,QS情报单位

已经确定了５２个潜在的学科单位,并试图在未来几

年内达到必要的数据水平以不断完善学科排名.学

科的选择在方法上首先要满足以下三个标准:第一,
包含足够的专家,QS要确保该调查包含该学科关

键机构的专家,不管他们是否预料到自己在整个世

界大学排名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学者的回复水平,
学科要吸引足够的学者回复;第三,整体指标的适用

性,在突出学科优势方面,评价指标和方法被证明是

适用和有效的.除此之外,被选学科自身还要满足

以下条件:首先,该学科的评价结果要高于学术声誉

和/或雇主声誉指标的最低要求分数;其次,该学科

五年内发表论文数量均达到要求水平;再次,该学科

要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开设相应的课程.[７]

表１　２０１６年QS世界大学排名学科分类一览表

学科领域 具体学科 学科数量

艺术与人文 考古学、建筑学、艺术与设计、英语语言文学、历史、语言学、现代语言、表演艺术、哲学 ９

工程与技术 化学工程、土木与结构工程、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机械航空与制造工程、采矿和矿物工程 ６

生命科学与医学 农业与林业、生物科学、牙医学、医学、护理学、药学与药理学、心理学、兽医学 ８

自然科学 物理与天文学、数学、环境科学、地球与海洋科学、化学、材料科学、地理学 ７

社会科学与管理
会计与金融、人类学、商业及管理学、社会学、通信学、政治学、教育学、发展研究、统计学、经
济学、法学、社会政策与管理

１２

学科总数 — ４２

　　∗资料来源:QSTopUniversities．QS WorldUniversityRankingsbySubject２０１６,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subjectＧrankings/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Ｇ１１Ｇ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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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指标体系

１．学科评价指标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综合同行评议、雇主评

价、相关研究指数分析等几种方式对学科进行评价.
就学科排名选取的评价指标而言,主要包括学术声

誉 (Academicreputation)、雇 主 声 誉 (Employer
reputation)、篇均论文引用次数(Researchcitations

perpaper)以及论文高被引指数(HＧindex)四个指

标.其中,前两个指标是基于 QS对全球学者和雇

主的调查,以此来评估每个学科的国际声誉.后两

个指标主要基于世界上最全面的研究引文数据

库———埃尔维斯的Scopus,对相关学科研究论文的

篇均引用次数和高被引指数进行统计,评价该学科

的研究影响.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见表２.
表２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 数据来源 指标解读

学术声誉

(AR)
同行评议

学术声誉主要是基于对全球学者的调查而形成的同行评议的结果.是 QS大学学科排名的核心指

标.被调查者回复内容一般包括４项:１．个人信息;２．知识领域.包括自己所熟悉的国家、地区和

学科领域,以及最多两个自己认为较为专业的具体学科;３．顶尖机构.包括自己认为所选学科最为

优秀的不超过１０个国内机构和３０个国际机构,且不能包括其自身所在机构;４．附加信息.包括对

一些问题的反馈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学科排名结果的确定主要基于对被调查者所确定的具体专

业学科的调查分析,而且会把更多的权重放在那些确定一个专业具体学科的被调查者的回复上.

２０１６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共收到来自全球范围内７６７９８份学者的调查回复.

雇主声誉

(ER)
雇主评价

雇主声誉主要是全球顶尖用人单位对为其提供毕业生的国内外高校及学科的评价和认可度.QS
世界大学排名是全球首个将就业能力作为评价国际大学的一个关键指标.被调查的雇主同样被

要求列举其招聘的毕业生中最优秀的不超过１０国内机构和３０个国际机构,同时列举更倾向招聘

的学科或专业.２０１６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共收到来自全球范围内４４４２６份毕业生雇主的调

查回复.

篇均论文

引用次数

(RCPP)

相关研究

指数分析

(Scopus)

篇均论文引用次数是通过对Scopus数据库中各学科相关研究出版物引用次数的分析,旨在评价备

选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对每个学科都设置一个最低出版阈值,以避免少量高被引论文所引起的不

同学科的同质化比较.通过最低出版阈值和引文指标加权的调整,以最好地反映既定学科的出版

物范围和引文模式.另外,考虑到某些学科不适合以学术产出来衡量其学术影响力,因此,规定某

学科必须在Scopus数据库中拥有至少６０００篇论文,才会在这一指标设置相关权重.

高被引指数

(HＧindex)
同上

高被引指数同样是基于Scopus数据库,用于衡量科研人员或学者的学术生产力和学术影响力.H
指数是指某科研人员或学者所发表的 H 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均高于 H,则该 H 值就是高被引指

数.[８]因此,H 指数既能反映论文发表的数量,也能反映论文被引用次数.２０１３年,QS世界大学学

科排名引入 H 指数这一指标.

　　∗资料来源:QSTopUniversities．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bySubject:Methodology,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Ｇ

rankingsＧarticles/universityＧsubjectＧrankings/qsＧworldＧuniversityＧrankingsＧsubjectＧmethodology．(２０１６Ｇ１１Ｇ１６).

　　２．指标权重

就各指标的权重分配而言,由于不同学科领域

的研究文化与研究出版率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对每个学科基于四项指标会

设置不同的权重组合,最终得出该学科的世界排名.
例如,医学学科的研究出版率很高,篇均论文引用次

数和高被引指数两个指标的权重共为２５％.而对

于历史等相对出版率较低的学科,相关研究指标的

权重仅为１５％.同时,像艺术与设计等学科,据统

计极少有相关论文发表,所以学科排名只能依据学

术声誉和雇主声誉来确定.另外,不同学科在雇主

面前的受欢迎程度同样会有所差别,所以在雇主声

誉指标方面,用同样的权重来衡量经济学和哲学学

科也是没有意义的.四项指标在２０１６年的各个学

科中所占具体权重见表３.从各学科指标权重设置

情况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大多数学科的学术声誉指

标权重最高.因此,学术声誉是 QS世界大学学科

排名的核心指标.另外,理工学科在相关研究指数

方面所占权重会高于社会与人文学科,这是由不同

学科领域的特点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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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６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对不同学科指标权重的设置情况

学科

领域
具体学科

AR
权重

ER
权重

RCPP
权重

HＧindex
权重

艺术

与

人文

考古学 ７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建筑学 ７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艺术与设计 ９０％ １０％ ０ ０
英语语言文学 ８０％ １０％ １０％ ０

历史 ６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语言学 ８０％ １０％ ５％ ５％

现代语言 ７０％ ３０％ ０ ０
表演艺术 ９０％ １０％ ０ ０

哲学 ７５％ ５％ １０％ １０％

社会

科学

与

管理

会计与金融 ５０％ ３０％ １０％ １０％
人类学 ７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商业及管理学 ５０％ ３０％ １０％ １０％
社会学 ７０％ １０％ ５％ １５％
通信学 ５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政治学 ５０％ ３０％ １０％ １０％
教育学 ５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发展研究 ６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统计学 ５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经济学 ４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法学 ５０％ ３０％ ５％ １５％

社会政策与管理 ７０％ ２０％ １０％ ０

工程

与

技术

化学工程 ４０％ ３０％ １５％ １５％
土木与结构工程 ４０％ ３０％ １５％ １５％

计算机科学 ４０％ ３０％ １５％ １５％
电气工程 ４０％ ３０％ １５％ １５％

机械航空与制造工程 ４０％ ３０％ １５％ １５％
采矿和矿物工程 ５０％ ２０％ １５％ １５％

生命

科学

与

医学

农业与林业 ５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生物科学 ４０％ １０％ ２５％ ２５％
牙医学 ３０％ １０％ ３０％ ３０％
医学 ４０％ １０％ ２５％ ２５％

护理学 ３０％ １０％ ３０％ ３０％
药学与药理学 ４０％ １０％ ２５％ ２５％

心理学 ４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兽医学 ３０％ １０％ ３０％ ３０％

自然

科学

物理与天文学 ４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数学 ４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环境科学 ４０％ １０％ ２５％ ２５％
地球与海洋科学 ４０％ １０％ ２５％ ２５％

化学 ４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材料科学 ４０％ １０％ ２５％ ２５％
地理学 ６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 资 料 来 源:QSIntelligence Unit．WeightingsbySubject,

http://www．iu．qs．com/universityＧrankings/subjectＧtables/＃tabＧidＧ
５．(２０１６Ｇ１１Ｇ１６).

三、我国高校学科入选 QS的最新数据分析

就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的对象选择而言,通
过对２０１６年我国高校入选 QS学科排名体系的各

学科数量及排名前５０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４.② 可以看出,２０１６年全国共有１４７７个学科入选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体系,其中有６５个学科进入

排名前５０行列.根据各学科排名前５０的学科数量

可以看出,每一学科进入排名前５０的数量均未超过

５个.甚至还有１１个学科,如英语语言文学、表演

艺术、医学等尚未进入排名前５０的行列.另外,以
我国各学科入选数量为参照对象,各学科排名前５０
的学科数量占该学科入选总数量的比例均处于

２０％以下,且绝大多数处于１０％以下.因此,可以

得出,目前我国高校在世界范围内的顶尖学科数量

较为缺乏.但是,根据２０１６年 QS公布的所有学科

排名结果显示,我国内地共有４０９个学科进入排名

前４００,涉及８８所大学.这仅次于美国学科进入排

名前４００的１６４所大学,位居世界第二.[９]综上所

述,可以得出,目前我国高校学科发展取得较大进

展,学科高原基本形成,需进一步发展学科高峰.不

同高校不同学科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向学科高原

或学科高峰进行努力.
对我国高校各学科进入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前５０的学科进一步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在

QS设置的４２个学科中,目前我国高校有３１个学科

进入排名前５０的行列.就学科分布而言,各学科领

域进入排名前５０的学科数量分别为:艺术与人文领

域为１３个、工程与技术领域１７个、生命科学与医学

领域４个、自然科学领域１５个、社会科学与管理领

域１６个.结合各学科领域所包含的学科数量,可以

得出各学科领域进入排名前５０的平均学科数量.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工程与技术和自然科学两个学

科领域进入排名前５０的平均学科数量高于其他三

个学科领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理工学科

领域相比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进入排名前５０名的学

科数量相对较多.
就高校分布而言,我国进入 QS世界大学学科

排名前５０的６５个学科,分别来自７所大学,分别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学科分布情况见图

２.且这７所高校均为“９８５工程”高校,其他类型高

校学科均未进入排名前５０行列.表明“９８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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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６年我国高校入选QS世界大学

学科排名的学科数量统计

学科

领域
学科

入选

数量

前５０名

数量

前５０名

占比

艺术与

人文

考古学 ７ １ １４．３％
建筑学 ２９ ２ ６．９％

艺术与设计 ３６ ４ １１．１％
英语语言文学 １８ ０ ０

历史 ６ １ １６．７％
语言学 ２９ １ ３．４％

现代语言 ４６ ３ ６．５％
表演艺术 １２ ０ ０

哲学 １３ １ ７．７％

社会科

学与

管理

会计与金融 ３２ ２ ６．３％
人类学 ６ ０ ０

商业及管理学 ５９ ３ ５．１％
社会学 １３ １ ７．７％
通信学 ２８ ０ ０
政治学 １３ ３ ２．３％
教育学 ４３ ０ ０

发展研究 ９ ０ ０
统计学 ４０ １ ２．５％
经济学 ４２ ２ ４．８％
法学 ３８ ２ ５．３％

社会政策与管理 ３６ ２ ５．６％

工程与

技术

化学工程 ５２ ３ ５．８％
土木与结构工程 ４５ ３ ６．７％

计算机科学 ６９ ３ ４．３％
电气工程 ６４ ３ ４．７％

机械航空与制造工程 ５７ ３ ５．３％
采矿和矿物工程 ２９ ２ ６．９％

生命科

学与

医学

农业与林业 ５４ １ １．９％
生物科学 ６３ １ １．６％
牙医学 ７ １ １４．３％
医学 ５２ ０ ０

护理学 １ ０ ０
药学与药理学 ３０ １ ３．３％

心理学 １４ ０ ０
兽医学 １４ ０ ０

自然

科学

物理与天文学 ５５ ２ ３．６％
数学 ６２ ２ ３．２％

环境科学 ６２ ２ ３．２％
地球与海洋科学 ４７ １ ２．１％

化学 ６４ ４ ６．３％
材料科学 ４８ ４ ８．３％
地理学 ３３ ０ ０

总计 １４７７ ６５ ４．４％

　　∗资料来源:QSIntelligenceUnit．InstitutionsConsideredby
CountryＧVeterinaryScienceＧYear２０１６,http://www．iu．qs．com/

universityＧrankings/subjectＧtables/QSTop Universities．QS World
UniversityRankingsbySubject２０１６COUNTRY FILE,http://

www．topuniversities．com/system/files/pdfＧuploads/china_２０１６．pdf．
(２０１６Ｇ１１Ｇ１７).

高校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关键组成部分,但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顶尖学科在高校的构成

上较为单一.另外,在进入排名前５０的６５个学科

之中,有５个学科进入排名前１０,分别为北京大学

的现代语言、语言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学、土木与结

构工程、材料科学.[１０]

图１　２０１６年我国高校学科在QS各学科

领域排名前５０的数量统计

图２　２０１６年我国高校入选QS排名前５０的学科数量分布

四、对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和我国

一流学科建设的分析与思考

对世界大学学科排名进行实践分析,一方面可

以使我们了解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对位置,另一

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以国际视野明确该排名体系的学

科评价过程.确定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对地位,
是评价一个学科是否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必要而非充

分条件,它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关键还要通过

科学的评价过程全面衡量该学科的综合质量.通过

对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对学科的评价过程及我国

学科排名最新数据的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大学在争

创一流学科的过程中,首先应理性看待学科排名对

一流学科建设的作用,探索一流学科建设的科学方

法;其次,各高校应明确自身定位,不断发展学科高

原,勇攀学科高峰;最后,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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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注重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学科的国

际影响力.
(一)理性看待学科排名,科学建设一流学科

首先,就学科排名的对象选择而言,为不断满足

各学科排名的广泛性和国际化要求,QS世界大学

排名自发布学科排名之日起,就不断完善学科对象

的选择方法,对入选学科严格把关,并逐步扩展学科

成员.截止到２０１６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对象

已达到４２个.虽然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一体化进

程的不断加速,使得各国对学科的界定逐步趋同.
但是,由于各国高等教育体制、管理模式以及社会文

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世界各国对学科的理解

和类属仍然存在一定差异,这直接影响到学科评价

的对象选择与国际通用性.[１１]另外,一些如中国语

言文学等具有国别特色的学科,无法在世界范围内

取得相应位置.因此,针对学科的国际通用性与个

体差异性问题,需要在结合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的基

础上,注重突出自身优势和特色,设计科学合理的评

价体系.
其次,根据对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指标体系

的分析,可以发现该排名体系以学术声誉、雇主声

誉、篇均论文引用次数和高被引指数四个指标对学

科进行评价,而且还会根据各学科的特点赋予四项

指标不同的权重,从而综合确定学科排名.这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水平,相比大学排名而言,学科排

名在评价过程中更具有合理性.但同时也应明晰其

存在局限性的一面,如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两项指

标的数据主要是通过同行评议和雇主评价的方式产

生,因此无论从被调查者的选择与确定还是调查内

容的回复与反馈,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另外,仅仅

依据篇均论文引用次数和高被引指数来衡量学科的

科研水平,同样带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也是目前各

排名体系普遍面临的问题,且在不断完善过程之中.
因此,要理性看待其对学科的评价作用,明确学科排

名对一流学科建设的参照与借鉴作用,切忌盲目追

求排名,一味追求排名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学科趋向

同质化,而忽略每个大学和学科的与众不同之处.
所以,在争创一流学科的过程中,不能使其仅仅成为

指标化和数字化的一流学科.而应该遵循差异化发

展策略,在科学参考学科排名的基础上,深入把握学

科自身发展规律和外部环境竞争形势与变化趋势,
发挥并突出学科的优势和特色.

(二)发展学科高原,勇攀学科高峰

通过对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最新数据的统计

分析,就进入 QS学科排名的大学数量而言,目前中

国稳居世界第二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已

为我国一流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就进入排名

前５０的学科情况来看,目前国内高校的优势学科主

要集中在土木与结构工程、材料科学、化学等理工科

领域,顶尖学科较为缺乏.且顶尖学科分布学校数

量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等几所“９８５工程”院校.因此,我国各高

校应不断探索顶尖学科或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在此

过程中要明确学科排名对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作

用.显然,世界一流学科不是源于学科排名,而是在

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坚持学科发展特色、充分发挥学

科功能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学科排名却能够对学

科发展起到外部引导与驱动的重要作用.另外,学
科排名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大学及学科之间的竞

争,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种竞争,以竞争促合作,变
竞争为学习.充分发挥优势学科的表率作用,引领

一批有潜力的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等方面不断壮大,从而带动相关学科共同发展.
最终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道路上,实
现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突破.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学科国际影

响力

在高等教育发展日益国际化的时代,学科的国

际化发展是必然趋势,其国际化水平将成为衡量学

科发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作为加强学科国际化的有效途径之一,一方面可以

使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找准自身位置,明确优势与

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为学科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有

利平台.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体系,在对学术声

誉和雇主声誉指标结果的分析过程中,国际学者或

雇主的回复所被赋予的权重,一般是国内回复权重

的两倍,以此来衡量和突出各学科的国际化水平.[７]

这足以显示出其在学科评价过程中对国际化指标的

重视程度.因此,在学科发展策略上,应不断加强与

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有导向性地让各学科

的专家学者走向世界.在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不断

提高学科的国际化程度,这是提高学科发展水平、促
进学科走向世界一流的必由之路.

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是学科发展内部驱动力与

外部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作

０７ 刘海涛: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与我国一流学科建设



为学科发展的外部驱动力量之一,对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高等学校学科建

设应科学、理性地运用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可以借

势,但不依靠.单纯的数字排名并非具有一定的实

际意义,各高校应该透过这种数量指标,深度挖掘学

科排名对学科的评价过程.在此基础上全面审视学

科的发展情况,在历史发展和国际比较中,明确学科

自身发展的差距及其阶段性与特殊性.以学科发展

的外部驱动力来促进内部驱动力,从而实现学科的

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QS(QuacquarelliSymonds)是英国一家专门负责教育及

升学就业的组织,成立于１９９０年,总部位于伦敦.目前

为止,该组织拥有２５０余名员工,所设办事处遍布世界

各地,如伦敦、巴黎、孟买、新加坡等.其众多成就和服

务中以世界大学排名最受关注,而且其大学排名得到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IREG的认可.

② 本文中,中国高校指所有中国大陆的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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