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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应于传统的老牌院校，新兴 世 界 知 名 高 校 特 指“二 战”以 后 建 立 或 振 兴 起 来、在 短 时 间 内 赢 得 世 界

声誉的众多年轻院校。前沿性办学理念、特色型定位、创新型制度、国际化平台、与产业界的深度合作 是 这 些

新兴高校迅速崛起的共同经验。新兴世 界 知 名 高 校 的 发 展 历 程 对 我 国 建 设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的 启 示 是：要 发 挥

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创新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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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新兴知名高校，主要是指与那些拥有悠久

学术传统与 浓 厚 历 史 积 淀 的 老 牌 院 校 相 对 应 的 高

校。该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发展

阶段、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应用有着较大差异。从

世界范围来看，广义的世界新兴知名高校包括区别

于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

学等传统大学，１９世纪以后高等教育大发展浪潮中

涌现并在短时间内赢得世界声誉的众多新院校，这

些院校主要集中于欧美地区，并以美国大学的崛起

为突出代表，如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

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等。

而本文所指的新兴世界知名高校主要是“二战”

以后建立或振兴起来的年轻高校，这些高校具有一

些共同的表征：（１）建校时间普遍不长，个别高校短

至仅仅数年，最长不过五六十年左右；（２）在世界范

围内享有较高声誉，它们或者在各类大学排行榜中

位居前列，或者若干学科在研究领域、行业领域具有

国际领先的竞争力；（３）从振兴起步到享有世界声誉

的发展过程极为迅速。这些新兴知名高校的崛起到

底凭借的是什么？它们的成长历程与办学经验对于

我国高等教 育 实 现 跨 越 式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的 借 鉴 意

义。本研究选取了若干国家和地区的典型案例，用

以分析新兴院校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世界

范围内获得竞争力与影响力的有效机制。

一、新兴世界知名高校的崛起

美国是一流大学群聚的集中地，除了拥有哈佛、

耶鲁、普林斯顿等历史悠久的传统“常青藤联盟”以

外，创建于１９世纪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
州理工学院等一大批旗舰型“新常青藤大学”也迅速

成长起来，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当属建校时间相对较

短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欧林工学院。卡内基·梅

隆大学在１９６７年由卡内基学院与梅隆学院合并组

建而成，很快从一所技术学校发展成为一所颇具国

际威望的大学。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该大学的研

究经费预算从７０年代初期每年约１２０万美元激增

至每年１．１亿多美元。在机器人、软件工程等新兴

领域的研究使其成为知名的创新型大学。［１］此后，该
大学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加利福尼亚大学对

全美１００余所高校的一项调查表明，卡内基·梅隆

大学被列为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８年间大学业教育质量提高



最明显的４所大学之一。在美国创始于２０世纪的

大学中，卡内基·梅隆是唯一一所进入全美排名前

２５的大学。在 英 国 高 等 教 育 调 查 机 构 ＱＳ公 司 最

新公布的２０１０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卡内基·梅隆

大学位列全球第３４位。欧林工学院，全称富兰克林

欧 林 工 程 学 院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Ｗ．Ｏｌ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是１９９７年由欧林基金会投资４．５亿

美元筹建的，２００１年欧林工学院招收了第一届学生

７５人。作为一所全新、独特而具有创造性的小规模

工程院校，欧林工学院突飞猛进的发展引人瞩目，目
前已经成为与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

学院等名校 争 夺 优 质 生 源 的 强 劲 对 手。根 据２００９
年“普林斯 顿 观 察”对 全 美 最 有 价 值 大 学 的 评 鉴 结

果，欧林工学 院 的 各 项 指 标 排 名 都 在 前 列，尤 其 是

“最佳课堂学习体验”等重要指标排名均在前５名之

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全美２０１０大学

排名”里，欧林工学院在工科类排名第八，在电机工

程类排名第三。［２］

在英国，华威大学是异军突起的典型的欧洲“创
业型大学”的代表，它崇尚企业家精神，勇于改革与

创新，在英国高等教育界独树一帜，成为英国新兴知

名院校的领军者。华威大学，或称沃里克大学，创建

于１９６７年，在建校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内，成功地

在全球范围内树立起卓越的学术地位。作为一所年

轻的大学，华威大学在英国乃至全球都有享有良好

的学术声誉，近年来一直保持在全英前十名高校的

行列。在ＱＳ公 司 最 新 公 布 的２０１０年 世 界 大 学 排

行榜中，华威大学位列全球第５３位，其中许多优势

学科，如工商管理、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等

更是居于全英顶尖水平，华威大学商学院更是全球

最优秀的商 学 院 之 一，被 誉 为“欧 洲 哈 佛 商 学 院”。
华威大学的创立及发展为英国高等教育注入了一股

与众不同的新鲜力量，在保守人士仍对其存有争议

的同时，它已经以务实的实践精神开拓了“将企业家

思想融入办学思想”的新道路，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

大学之一。［３］

亚洲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
经济的快速增长为高等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孕

育了一批卓越的新兴院校，香港科技大学就是其中

的杰出代表。１９９１年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在不足

２０年的时间内已经跻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２００８年

在全球 顶 尖２００所 大 学 排 名 榜 中 排 第３９位，２０１０
年ＱＳ亚洲大学排名位列第二，仅次于香港大学，机

械工程学系的研究发表量据全球第一，财务学系、工
业工程及工程管理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机及电子

工程学系的研究水平亦居世界领先水平，其商学院

提供的ＥＭＢＡ和 ＭＢＡ课 程 也 享 誉 世 界。新 加 波

南洋理工大学也是一所在短短十几年间迅速崛起的

亚洲新兴高 校。１９９１年 完 成 重 组 的 南 洋 理 工 大 学

迎来了发展的高速期，迅速跻身全球顶尖大学百强

之列，２００５年，该 校 在 英 国《泰 晤 士 报 高 等 教 育 专

刊》全球顶尖大学排名全球第４８位，并在全球科技

大学排名第２６位。２０１０年，其商学院的 ＭＢＡ课程

位列《金融时报》排名全球第２７位。此外，国立教育

学院、传播与信息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国防与策略

研究所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备受认可。

二、新兴世界知名高校的发展机制

各国各地区新兴世界知名高校的发展历程固然

有其明显的个体特性，但其在办学理念、特色定位、
制度创新、国际化平台建设、与产业界的合作等方面

却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
（一）前沿性办学理念

理念是实践的基础，案例院校所代表的新兴世

界知名大学无一不具有开拓进取的魄力和放眼世界

的眼光。欧林工学院一改美国培养工程师的传统方

式，致 力 于 培 养 ２１ 世 纪 工 程 界 的 卓 越 革 新 者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４］，使 其 成 为

未来工程界的领军人物；华威大学在英国高教界异

军突起，正是得益于其敢于打破传统常规思维，树立

了 “与外部世界紧密结合通常是好事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ｇｏｏｄ　ｔｈｉｎｇ）的办学理念；新加坡南洋理

工学院“教 学 工 厂”的 办 学 理 念 闻 名 遐 迩，“市 场 导

向、柔性系统、能力开发、国际合作、重应用重开发、
面向世界”的办学策略使其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国

际性典范；香港科技大学积极向欧美一流大学学习，
建校之初即树立起“教学和研究必须并重”的理念，
不仅提升了其自身的科研实力与学术水平，还带动

了香港其他高校对科研的重视，提升了香港的整体

学术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新兴世界知名高校的办

学理念中除了“务实”、“创新”、“与社会紧密联系”等
关键词外，几乎都对“通识精神”青睐有加。欧林工

学院的人才 目 标 不 仅 仅 要 具 备 坚 实 的 工 程 专 业 基

础，还要具备宽广的人文社科背景知识，实践性的智

·６８· 刘自团·新兴世界知名高校的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慧与活力、创新与奉献的精神；［５］香港科技大学为提

升通识教育的地位，取代“通识教育中心”，创建了与

其他学院平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即便以职业

教育著称的南洋理工大学在其发展愿景中也将“创

新高科技，奠定全球性卓越大学；全方位教育，培养

跨学科博雅 人 才”奉 为 自 身 使 命，十 分 注 重 通 识 教

育、校园文化等对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作用。也就是

说，这些院校所要培养的学生不仅能够在具体的社

会岗位上发挥专业性才能，更是拥有广博的文化基

础、深厚的人文精神，跨学科整合能力的高素质创新

型人才。它们的办学思想实际上见证了专业教育与

通识精神并行不悖、相互融合对于培养新时代高端

人才的重要价值。
（二）特色型定位

作为新兴院校，特色型定位是其树立品牌、制定

发展策略的依据与基础。卡内基·梅隆大学“有所

为有所不为”的著名办学思路就是众多新兴院校的

写照。在规模小、资源少、资金紧张的情况下，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的卡内基·梅隆大学预见了信息技术在

未来科学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集中力量开始主攻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带动了一大批相关学科的快速

发展。卡内基·梅隆大学在计算机、机器人、软件工

程、管理信息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迅
速从一个普通的地方性院校发展成为享誉全球的研

究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荣誉校长吴家伟说，世界

一流大学许多都是在精心打造一些“卓越点”。香港

科技大学在筹建时期就定位于“集中精力专攻高科

技和现代企业管理，又能与同类世界级院校一争雌

雄的研究型大学”。［６］谈及南洋理工大学，我们的印

象是务实的“教学工厂”，而华威大学又让人联想到

进取的“企业家精神”，欧林工学院则是卓越工程师

的“摇篮”。后起院校只有找准定位，发挥特色，才能

具备赶超一流大学的基础性资本。“一流的大学必

须‘既是面向全国的，同时又是面向全球的；既与本

地 区 的 现 实 相 连，同 时 与 更 广 阔 的 研 究 世 界 相

连’”。［７］

（三）创新型制度

好的办学理念与定位首要的是寻求适合的制度

支持，制度确认与创新是新兴院校发展的核心。从

外部来看，制度建设要解决的主要是政府与高校之

间的关系，新兴知名高校的发展无一不在寻求摆脱

严密的政府控制和部门的标准化制约，与政府保持

相对独立而又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极大地提升了大

学自治的重要性。正如英国华威大学校长范得莱德

教授说过的，“我们是接受政府拨款的大学，但我们

不是政府部门”。政府在提供资金、政策等支持的同

时，不应忽视大学作为独特学术组织的独立性，这对

于新兴院校的个性化发展尤为重要。香港科技大学

由香港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加以筹建，但在拨款时

却未附带任何条件与框架，使香港科技大学享有前

所未有的高度自治权。“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

把这么大的自由度，交在创校人员的手 里。”［８］宽 松

的办学环境为香港科技大学等新兴院校的管理、教

学、科研等方面的创新提供了保障。
从内部来看，科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民主的大

学管理模式 则 是 新 兴 知 名 院 校 制 度 创 新 的 主 要 体

现，它们普遍树立以学生为中心、以学术为主导的管

理理念，实施规范、高效、反应迅捷的管理体制，拥有

宽松、和谐、竞争、向上的学术氛围。更值得一提的

是，这些新兴知名院校都有自己一些独具特色的组

织架构与管理模式，比如，华威大学把企业的管理理

念与大学组织的学术管理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并

把管理创新的理念真正付诸于实践，结合企业经验

形成了稳定的、符合大学特点的管理创新机制。［９］南

洋理工学院将“无界化”理念推介到以教学为中心的

组织管理中，灵 活 构 建 教 学 与 工 作 团 队，使 不 同 学

科、专业和技能专长的教师密切合作，有效促进内部

组织之间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水平。欧林工学院更

是打破常规，不设院系、没有终身教授聘用制、不收

学费、以项目为依托，跨学科地进行组织建构。这些

高校积极探索新型管理制度的勇气、建立健全开放

民主的学术组织的决心，不仅使其自身充满朝气与

活力，更为办学水平的全面提升扫清了诸多障碍。
（四）国际化平台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世界一流大学无不秉持积极开放的国际化态度。对

于新兴院校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为其跨越式发展

带来了机遇，如何从全球视角认识高等教育改革和

发展走势，以开放的视野利用教育理念、师资队伍、
生源结构、课程与教学、研究课题、管理水平等众多

国际化资源是每个致力于成为世界知名的院校不得

不予以重视的问题。
从欧美新兴高校的发展来看，其国际化道路仍

然走在世界前列，其独特的地缘优势与国家实力，能
够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与多元化的生源，在教学与

科研资源的整合互补方面也拥有得天独厚的便利。

·７８·刘自团·新兴世界知名高校的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近年来，亚洲新兴高校也前所未有的加快了国际化

的步伐。香港科技大学能够在短短十几年中排名世

界名校前列，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国际化的院校发

展战略，它在全世界招聘骨干精英人才，效仿欧美成

熟的管理体制，吸纳国际前沿的学术成果，这使其在

建立伊始就具备了高端的发展平台。新加坡自上世

纪７０年代开始推行海外交流培训计划等致力培养

国际高水平复合人才，南洋理工大学成立后不断拓

宽与加强国际化战略，除了实施交流生制度、吸引大

批留学生外，努 力 打 造 国 际 化 的 校 园 环 境，与 全 球

２００多所知名 院 校 建 立 合 作 联 系，重 金 吸 引 国 际 人

才乃至世界级大师讲学指导。深层次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为这些新兴院校带来了最前沿的教育教学理念

与学术研究动态，培养了具有更具国际视野的高端

人才。国际化平台极大地丰富了新兴院校的办学资

源，同时 国 际 舞 台 上 的 竞 争 也 刺 激 了 院 校 的 快 速

发展。
（五）与产业界的深度合作

全球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人才规格和培养方式的

变化，使得高等学校发展到今天必须更具开放创新

的精神，任何一所大学都无法逃避服务社会的责任。
新兴院校开放灵活的办学机制为其寻求与社会组织

以及产业界的合作提供了基础，只有成为社会经济

活动中最活跃的一份子，才能够在激烈的高等教育

竞争中汲取活力的源泉。
华 威 大 学 作 为 欧 洲 最 具 活 力 的 创 业 型 大 学 之

一，其整个成长史都与其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密不

可分。华威大学冲破了英国高等教育传统中轻视工

商业需求的学院派学术思想，与工商界进行“联姻”，
这种努力在早期曾受到猛烈抨击与抗议，但却最终

将华威大学引向成功。最为突出的表现，一是致力

于“与公司共荣辱，为它们革新生产过程而开发技术

培养人才”而成立的华威制造集团，二是以服务中小

企业为目标，以“企业家精神”为依托的华威商学院。
欧林工学院为使学生能够应对真实世界的挑战，建

立了依托开放型项目的动手实践教学体系，利用与

工业界合作伙伴的良好合作关系使学生从入学伊始

即能通过各种真实项目的实地训练与研究解决现实

需求。［１０］南洋理工大学所打造的则是一个将教学环

境、科研环 境 与 企 业 环 境 融 为 一 体 的“教 学 工 厂”。
其历任领导都十分重视与产业界的联系，在教师的

引进与培养上以创业为核心，其众多人才都有在产

业界任职的经历，在学生培养、就业等方面与众多国

内外知名企业建立深层合作关系。又如，２０００年建

立创新技术转化处和南洋技术创业家中心，在院校

的技术转化、专利技术、衍生公司的建立、开展创业

教育、投资项目规划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１１］

与产业界的深层合作不仅有利于培养创新型实

用人才，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还拓宽了

新兴院校的经费来源，提高了大学的应变能力与适

应能力，其开放合作务实的精神还为其未来发展提

供了无尽的可能性。

三、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

当前，世界很多国家都把一流大学建设作为本

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把是否拥有世界

一流水平的大学作为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

标志，我国亦是如此。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

历史不长，基础相对薄弱，因此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

比，具有明显的后发性特征。新兴世界知名高校能

够短时间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并迅速成为

世界高等教育之林的翘楚，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
（一）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并举

从上述分析来看，新兴世界知名大学的发展路

径有许多共同的经验，除了前面提及的几个方面外，
它们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办学特色，如重视战略规

划、鼓励创新、倡导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等等，这些

特征不仅停留在办学者与师生的理念当中，更融通

在办学的实践过程中。这些院校以行动见证了比较

优势与后发优势并举对于短时间内崛起为世界知名

高校的重要意义。
比较优势指一个组织或机构与相类似的组织或

机构进行对比时所体现出的优势。在发展战略中，
运用比较优势理论主要是如何适用比较优势的思维

和方法不断寻求组织或机构最适宜的发展方向和发

展途径。［１２］新兴院校的比较优势是要在组织竞争中

进行深层次的特色比较，根据现实基础与未来发展

前景找准自身的定位，以特色优势弥补不足。比如

前面提到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就是遵循“比较优势”
的原则确立了该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战略，
不做最大最全的高等院校，但求有特色有重点的领

域建设，以机器人研究等为先导的信息技术领域带

动其他相关学科的进步，实现院校整体水平的提升，
最终使该校能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美国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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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界脱颖而出。“有所不为”可以让新兴院校轻装上

阵，理性地对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学科发展、专业建

设进行筛选，规避自身的弱点。“有所为”则是选择

能够带给院校最大发展的助推点，即特色支撑。
新兴院校拥有的另外一种传统院校所不具备的

优势在于其后发性。“后发优势理论”创始人李斯特

曾经指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

重要到多少 倍。”［１３］后 发 优 势 指 后 起 组 织 机 构 可 以

通过通过观察先动者的行动及效果，学习先进的同

时，避免传统惯性的弱点与制约，拥有先动者特殊益

处。新兴院校的最明显的后发优势在于可以对已有

办学路径进行批判性反思，其对传统的依附性较低，
更易适应新环境新形势的变化，更易进行创造性革

新，更易焕发生机与活力。华威大学的兴起突出地

体现了新兴院校的后发优势，这所年轻的院校之所

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传统深

厚的老牌英国大学相比，其更易推行“亲工商界”的

政策，也更 易 从 这 种 政 策 中 获 得 众 多 的 发 展 机 遇。
香港科技大学亦是如此，除了投资大、起点高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的发展蓝图一方面充分参照了欧美一

流大学的前车之鉴与办学经验，另一方面主动打破

常规，在获取巨额办学资金的同时享有了高度的自

治权，办学模式焕然一新，在香港高校中独树一帜。
可以说，这些新兴世界知名大学成功最大的得

益正是来自于对自身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清晰认

识与有效发挥，在传统环境中作出了勇敢的改革尝

试，积极探索了一条符合时代要求与自身组织能力

特性的个性化发展途径。
（二）创新发展机制

必须指出的是，新兴院校是否能够有效运用比

较优势与后发优势为自身发展创造最佳的条件，其

核心环节在于制度建设，这对解决我国高校发展困

境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建设一流大学步伐的加

快，资金投入 有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提 高，为 高 校 人 才 引

进、硬件 建 设 等 提 供 了 重 要 基 础，但 根 据“木 桶 原

理”，组织机构效能的发挥往往是由最处劣势的“短

板”决定的。制度藩篱就是最影响我国新兴大学崛

起的短板，没有宽松的政府治理制度、高效的院校管

理制度和创新的人才培养制度，就等于将大学绑住

了手脚，何谈与世界强手一较高下？作为后发型国

家，若要实现一批高水平院校的振兴必须打破封闭、
单一、守旧的办学模式，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使

现代大学理念真正融入到政府部门、大学校长、高校

管理人员、教 师 等 主 体 的 办 学 与 教 育 实 践 中，使 政

府、产业界与高校三者形成良性均衡的三重螺旋结

构，通过扫除体制性障碍，充分发挥新兴院校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 与 社 会 服 务 的 三 大 职 能，并 最 终 以 特

色、创新、求 实 的 精 神 在 世 界 高 等 教 育 舞 台 上 熠 熠

生辉。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研究中案例院校的发展

有许多骄人之处，但也有一些做法是否值得推广还

有待检证。比如很多人认为院校规模越小越有利于

组织效能的发挥，如欧林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等采

取的都是“小而精”的发展策略，但华威大学拥有近

两万名学生，南洋理工大学的在校生也有２．５万左

右，可见院校规模应与它的结构、质量、效益等环节

协调配合才是最佳，而非一味求大或者求小。另外，
欧林工学院 接 受 的 是 美 国 高 教 史 上 最 大 的 单 笔 捐

赠，其以小班教学为依托，极为密切的校企联系以及

高度精英化的教育模式等独特的学校资源是否能够

推广到更多的院校也尚未明晰。再如，华威大学较

早确立了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并通过这种

密切联系取得了成功，但仍有不少人担心大学无法

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大学如何在知识与商业利益间

保持平衡，维护大学应有的学术自由与独立精神，也
是这类高校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１］卡 内 基 梅 隆 大 学 概 况［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ｇｄｃ．ｅｄｕ．ｃｎ／ｘｗｙｙｊｓｊｙｘｘ／ｚｘｎｓ／ｍｘｃｘ／ｍｇ／ｋｎｊｍｌｄｘ／ｋｎｊｍｌｄｘｇｋ／２６２４１６．

ｓｈｔｍｌ．
［２］李曼丽．独辟蹊径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之道—欧林工学院的人才教育理念与实践［Ｊ］．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１０，（２）：９１－９６．
［３］洪成文．企业家精神与沃里克大学的兴起［Ｊ］．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０１，（２）：２０－２２．
［４］［５］Ｏｌ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ｏｕｒｓ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２００９－１０，Ｏｌｉ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６．
［６］吴家玮．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４．
［７］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５．
［８］林幸谦．科研与资源之争———香港科技大学朱经武校长专访［Ｊ］．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２）：１０４－１０７．
［９］张俊宗．经营大学：沃里克大学的办学之道及其成功启示［Ｊ］．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０３，（２）：１９－２３．

·９８·刘自团·新兴世界知名高校的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１０］李曼丽．独辟蹊径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之道———欧林工学院的人才教育理念与实践［Ｊ］．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１０，（２）：９１－９６．
［１１］燕凌、洪成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成功崛起———“创业型大学”战略的实施［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７，（２）：９７－１０２．
［１２］刘海波．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高校发展战略［Ａ］．中国高教学会高 教 管 理 专 业 委 员．２００２—２００３中 国 高 等 教 育 管 理：现

实与理想［Ｃ］．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３］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Ｎｅｗｌｙ　Ｗｏｒｌｄ－Ｆａｍｏｕ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Ｕ　Ｚｉ－ｔｕａ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１００１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ｐｒｅｓｔｉｇｉ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ｎｅｗｌｙ　ｗｏｒｌｄ－ｆａｍｏｕ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ｕｎｉｑｕ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ｌａｔ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ｌｙ；ｗｏｒｌｄ－ｆａｍｏｕ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

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櫼

氁

氁氁

氁

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欢迎订阅　欢迎投稿

《研究生教育研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联合主办、面向国内外

公开发行的高端学术期刊，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刊。
《研究生教育研究》办刊宗旨为：探索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反映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倡导先

进的教育理念，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服务。
《研究生教育研究》设置的主要栏目有理论探索、改革与发展、招生与培养、导师论坛、教育评

估、案例调查、管理创新、比较教育研究等。欢迎投稿！欢迎订阅！

电子投稿信箱：ｙｊｓｊｙ＠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订阅办法：本刊为双月刊，大１６Ｋ出版，９６页，每期定价１５元，全年９０元（含邮资），自办发行，

凡需订阅的单位或个人可与本刊编辑部联 系，或 登 陆 本 刊 网 站ｈｔｔ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下 载

订单。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９６号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编辑部

邮编：２３００２６
联系电话：０５５１－３６０６６６４

·０９· 刘自团·新兴世界知名高校的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