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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 
2015 年第 106期（高教信息总 857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5年 12月 9日 

 

【本期特稿】 

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特征分析 

一、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内容特征 

1.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模块构成 

 本研究借鉴大学战略相关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国际化战略的构成模块

进行分析：第一，学校定位和愿景。其中“定位”主要是指通过分析大学在国际

化知识领域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对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中的地位进行分析，

它的主要载体是学校使命和理念；“愿景”主要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中大学的核心

利益相关体，分析利益相关体的需求和对学校的期望价值，它的主要载体是学校

愿景。第二,SWOT 分析。它主要指通过分析环境中的国际化推动力，确立学校

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主要资源、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第三，目标与途径（包

括组织变革）。它主要指大学国际化战略中的目标、阶段、途径和举措等。第四，

绩效评价。它主要是指对国际化战略的结果进行评价，考察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

的距离，并通过战略调整使国际化战略更为有效，它的主要载体是大学国际化战

略中的评价标准和指标等，如表１所示。 

2.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内容特征分析 

从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文本中可以看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战略

在内容上主要呈现三个特征：(1)开展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的标

志性贡献实际是大学在学术上的标志性成果及其社会影响，科学研究是世界一流

大学国际化战略的首要重点建设内容。(2)培养未来各领域的领导者｡世界一流大

学作为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主要培养具有领导才能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研究型

人才。（3）提供世界一流的知识转化和咨询服务。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都将以研

究为基础的创新和知识转化、技术转移和咨询服务作为重要战略。而高水平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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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咨询服务往往与全球顶尖机构的国际合作密不可分。因此提供世界一流的知

识转化和咨询服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内容的重要构成。 

 

 

二、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管理特征 

1.国际化战略管理的重点是导向——优先地位与着眼未来. 

综合各学校国际化战略的相关指导原则，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制定主

要呈现两个原则：(1)优先原则。通过对样本大学国际化战略的考察发现，国际

化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国际化战略的政策地位

较高。(2)前瞻原则。从对样本大学国际化战略文本的解读来看，多数学校的战

略规划都包括对学校内外部环境的充分分析，重点建设领域的战略选择以及战略

测评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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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化战略管理的焦点是伙伴——强强联盟与重点区域 

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其国际合作与联盟的主要驱动力为资

源驱动。在资源驱动力的作用下，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伙伴的选择主要有两

种方式：（1）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强强联盟。世界一流大学选择实力与自身水

平相当的强校作为战略伙伴，通过战略联盟避免利益冲突和恶性竞争。（2）选

择重点区域进行战略合作。世界一流大学根据学校发展的需求，选择若干重点国

家和区域进行战略合作，其中全球高等教育大国成为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

略的重点合作对象。 

3．国际化战略管理的关键是实施——三个相结合 

世界一流大学实施国际化战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管理导向与学术

需求相结合。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行政部门主要负责国际化战略中涉及导向性、

制度性、服务性、评选性的部分，而院系等学术实体机构是国际化战略项目的实

质行动机构。(2）校长的积极性与教师的主动性相结合。国际化战略的成功实施

需要各相关人员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灵魂，在国际化战略

中主要发挥“3A”作用，即解读、倡导和行动。（3）宏观组织制度与微观个人

职责相结合。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战略在规划如何将国际化维度融入大学核心

职能的同时，从对学校宏观的组织体系设置到微观的个人职责都有明确规划。 

三、对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启示 

根据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特征，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从国际化战略的地位上，将国际化战略作为大学优先发展战略。近年

来，国际化已成为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重点建设的方面之一，但是国际化作为

学校战略的优先地位还应得到更多重视。 

第二，在国际化战略的内容上，围绕大学核心职能，以着眼于未来的长远目

光选择学校的战略伙伴。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战略是大学在前瞻原则下的主动

战略选择，同时国际化合作本身不是目的，能够实质性地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才

是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第三，在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中，明确大学行政部门和院系实体的不同职责，

发挥院系和教师的能动性。从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活动特征看，院系

和教师是行动项目的实际承担和实施者，而相关行政部门主要负责服务和管理。 

（摘编自《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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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动态】 

中新 6 所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 

新加坡 3 所大学 12 月 7 日分别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签署了谅

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在研究和人员交流方面的合作。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和

清华大学将在数据科学和数据分析等领域展开研究合作，并开发科技产品。新加

坡科技设计大学与浙江大学将成立“新科大-浙大创新、设计与创业联盟”，新

的联盟将加强两所学校已有的合作，并通过设立联合研发中心为中新两国在制造

业、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南洋理工大学和北京大

学将设立南大-北大研究院，以支持新加坡建设“智慧国”的愿景。  

（摘编自 2015 年 12月 8日新华网） 

【国家战略与政策】 

“后 4%”时代财政教育投入的长效机制 

1993 年我国第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规定财政性教育经费 2000 年达

到 GDP4%的目标，经过努力 2012 年终于实现，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财

政保障。4%目标实现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已有的成果，建立政府教育投入

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首先不宜再继续以占 GDP 百分比的模式来保障。而

是要建立或完善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概括地说即是“定标准、

定责任、入预算”。定标准指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教育办学标准，在此基础上确

定各级各类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定责任回答财政教育支出应

由哪一级财政负担。入预算是公共教育投入的制度保障问题。是按照宪法和预算

法规定，各级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负责预决算的编制和执行。 

（摘编自 2015年 12月 8日《光明日报》） 

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 3559 万人 居世界第一 

12 月 4 日，教育部举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期评估高等教育专题报告发布会。评估报告指出，2000 年至 2014 年，

高校录取人数的年增长率平均为 10.7%，录取率由 59%提高到 74.33%。全国有

普通高校 2529 所，其中本科院校 1202 所，高职院校 1327 所，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达到 37.5%。这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稳步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显著增强，办学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摘编自 2015 年 12月 5日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