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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6年 7月 15日 

 

【本期特稿】 

世界一流大学的未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政府的一个伟大历史性成就是创建了优秀的公立大

学。美国优秀公立大学不仅在培养当代大学研究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

促进经济增长、创新、公民参与、社会经济流动、民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美国优秀公立大学确实肩负重任，那么大学能否维持和发展让大批学生

获得卓越教育这一基本办学宗旨，不仅对美国的教育生态系统极为重要，而且对

全球教育生态系统也很重要。所以我想要探讨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直接触及伯

克利这类大学的命运与我们未来世界的质量之间所有关联的根本所在：优秀的公

立大学是如何产生的？其价值何在？怎样才能保证其在 21 世纪以及未来世界一

流大学全球生态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创办公立大学的目的是增加人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并将这些大学的教学、科研使命导向更实际、应用性更强的学科。 

随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创办，哈佛大学

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殖民时期学院的最终转型，公立大学也在发展高层次研究中发

挥了关键作用，而且还把研究与教育大众的使命紧密结合起来。由此，密歇根大

学、威斯康星大学和加州大学等旗舰公立大学陆续成立，这些大学不仅为不断增

长的中产阶级提供优质易得的本科教育，也是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的巨大引擎。 

而今，优秀公立大学与优秀私立大学的区别，既不在于其办学资金来源，也

不在于其研究属性。美国优秀公立大学收入中直接来自州政府的只占很小一部分，

政府资金支持已经不是决定这些大学公立性质的因素。伯克利加州大学这部分收

入只占其总收入的 13%，密歇根大学只占 9%，而弗吉尼亚大学则低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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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优秀公立大学与优秀私立大学的也不是其研究聚焦的内容。私立大学和

公立大学的学者们出自同样的公德心和公益目的，对不同领域中的类似问题进行

研究。虽研究质量可能不同，但公立大学在发展最高水平科研和培养最高水平研

究生方面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些方面旗舰公立大学仍然发挥着突出作用。 

公立大学还往往与当地政府以及州政府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往往比私立大学

更乐于参与政策智库。此外，像伯克利这样的美国优秀公立大学还有一个鲜明的

共同特点，即我们校园的社区和社会责任，这一特点最可以说明为什么公共利益

与公立大学的未来密不可分。就对公共利益持久而具体可测的贡献而言，优秀公

立大学与优秀私立大学一直以来真正的区别在于学生构成。具体而言，公立大学

一直致力于而且有能力向尽可能最广大的公众提供卓越的教育。 

《纽约时报》最近发布的定量评估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项评估衡量的是

美国前 200 所公立和私立高校的易入学程度与可负担程度，结果排名前 7 的高校

中有 6 所是加州大学。伯克利作为加州大学中入学竞争最激烈的大学排在 6 校的

最后，但依然位居整个榜单前 10。因此，优秀公立大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提供

受教育机会，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地提供公众负担得起的教育机会。对于伯克利以

及整个加州大学系统而言，“公立”从不意味着降低教研品质或减少招生数量。

确实，公立绝不是说为所有人提供一般的教育，而是为大众提供优质教育。 

公立研究型大学对大众来说很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即大学生不仅通过接触

顶尖研究，还通过从本科阶段之初就开始接触各层次的研究人员，从而获得许多

关键技能。这些技能不仅能让他们在社会最上层游刃有余，且能让他们实现人生

最大潜能。伯克利以及大多数旗舰公立大学受到重视，应该不仅仅因为这些大学

学术品质卓越，还因为它们成倍地拓宽了卓越教育的通道。 

目前来看，正如我论述的那样，我们两方面的关键问题都处理得很成功，这

令人欣慰。问题是这种成功能维持多久？ 

如果优秀公立大学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入学机会上，还体现在卓越水平上的话，

那么优秀公立大学提供这一重要社会福利的成本也是昂贵的，尽管我们尽了最大

努力，学生的求学费用由于高等教育成本的增长仍然在不断上涨。而随着公共资

金支持日益减少，许多优秀公立大学越来越觉得好似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选择，要

么放弃广开入学通道，要么放弃追求卓越品质。这二者已经开始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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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压低成本，我们还需要开发全新的筹款机制，让公立大学和私营部门之

间形成具有创新性的新型合作关系。简言之，在州政府投入减少之际，我固然真

心希望政府会加大投入，同时我认为私营部门也要更加支持公立大学的使命，因

为私营部门不仅受益于公立大学培养的高素质员工，受益于我们所从事的研究，

还受益于公立大学始终代表的社会契约。 

如果优秀公立大学要坚持服务公共利益的使命，必须以新方式思考跨行业以

及跨国界的合作关系。我们计划在旧金山湾建设伯克利全球校园，将多边合作关

系提升到新的水平，不仅开展大学间合作，也与产业界合作。我们寻求与那些不

仅受利润驱使，而且也受理性的利己主义和社会责任感指引的私营部门开展合作。 

我们的目标有两个：第一，以实践证明大学可以建设成为最成功的全球化机

构；第二，如果大学间能合作共建全球化课程及全球化教研平台，那么也可能会

提出一些有别于以往的模式和想法，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参与并重新构想全球化

和全球高校的未来。这一全球化大学的互利愿景，源于对其全球化未来必然走向

的基本评估。未来伯克利不单是围绕全球研究事业而组织起来，还会围绕其变化

着的社会经济功能而组织起来，因为这所优秀研究型大学获得的支持和面临的挑

战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1960 年的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中对州立大学有着“高度现代主义”的愿

景，州立大学就是输出为本州经济做贡献的知识工作者的机器。如今的伯克利全

球校园则不同，这个校区让伯克利这座一流研究型大学成为促进加州及其公民与

世界联系的枢纽，将伯克利学者和当地产业与全世界研究者和创新者联系起来，

将全球各地的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本吸引到加州，然后再流向世界各地。 

与内向型传统校园的隐居空间不同，这个新校区是思想、信息、资金、技术

和人——最重要的是人—流动的场所，这种流动不仅发生在伯克利和外国大学之

间，也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进行，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得越来越快。 

事实上，这体现了大学间开展合作的新逻辑，并不是要以合作取代竞争，因

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排名的核心就是竞争，而是要在我们合作解决共同问题而

面临挑战时，在思路上经常互相补充。随着合作进程的展开，我们希望全球校园

不仅有助于重新构想伯克利、美国州立大学或旗舰大学的作用，而且有助于对我

们所有大学的作用进行重新构想。 

(摘编自 2016年第 2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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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动态】 

中英工程、教育、企业界聚首 研讨校企协同创新 

由中国工程院和英国皇家工程院共同主办的“中英校企协同创新研讨会”7

月 4日在京举行。来自中英工程界、教育界和企业界的 300余位专家们汇聚一堂，

深入研讨有效开展校企协同创新的模式路径。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达姆·安·道

林认为，政府应该降低校企合作的复杂性，去繁就简。尤其要关注人在校企合作

中的作用，建议对在学校和企业之间流动的员工进行嘉奖。工信部副部长怀进鹏

认为，产学合作是社会进步的基因。应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弥合校企之间的鸿

沟，促进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帮助更多创新型企业跨越“死亡之谷”。 

（摘编自 2016 年 7 月 5 日新华社） 

【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俄新闻教育高校联盟”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中俄新闻教育高校联盟”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该联盟旨在联合培养

国际化传媒人才，将围绕理念创新、内容创新、机制体制建设等课题，在教育理

念、教育模式、人才培养方向上做深入探讨。联盟首批 35 所高校成员单位包括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 19 所

中国大陆高校；2所港澳高校：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14所俄罗斯高校：莫

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等。 

 (摘编自 2016 年 7 月 13 日人民日报) 

 【地方战略与政策】 

江苏：到 2020 年全省 15所以上高校进入全国百强 

近日，江苏省政府印发关于《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

了总体目标：到 2020 年，全省 15 所以上高校进入全国百强，其中 10 所左右高

校进入前 50 名；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家层面开展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

全国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的学科数不低于全国总数的 10%；100 个左右学科进

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全球同类学科前 1%；进入国家层面开展的一流学

科建设行列的学科数，不低于全国总数的 10%。到 2030 年，江苏高等教育整体

实力显著提升，建成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等教育强省，支持两所左右大学和

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摘编自 2016 年 7 月 13 日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