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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 
2015 年第 9期（高教信息总 761 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5 年 1 月 23日 

 

【本期特稿】 

董琦教授谈国际化：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与任务 

问：董校长，现在国内高校，尤其是高水平大学都相当重视国际化，希望

有些大手笔的动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高等教育国际化本质上就是中国高水平大学的办学方向和任务，千万不

要把国际化弄得与学校既有工作形似两张皮的事情。中国大学国际化的理想状态

是，等大家都不提国际化的时候，学校的“外办”给撤了，那就是国际化了。就

目前中国大学的发展水平，我们还没有达到那样的自觉境界，作为学校的意志和

战略，需要一定的导向和措施去推进国际化。我们今天所讲的国际化都是手段、

途径，或者说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些做法。目前国内许多知名大学办

学的最终目标就是想把学科变成世界一流学科，或者即使做不到世界一流，也要

向世界一流的目标靠近。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国际化就是高校的本职工作和追求。 

问：国际化即是大学的目标和任务，我们该怎样来理解？ 

理由之一是：从探索真理、探索科学来说，本来就是没国界的。学校的办学

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所以办学的理念本身需要从国际的视野来看整个大学的发

展，给学校定位。同时，也应该按照国际的标准来办学，因为是开放办学，而开

放办学就必须按照国际的标准来办学。 

理由之二是：中国目前少有学科占据制订国际标准的制高点。纵观当今世界

高等教育领域，哪一学科的标准是由中国大学来论证和推广的？标准就意味着国

际水平。而如果这个标准源于中国，那中国大学的这个学科就代表国际水准。 

理由之三是：大学国际化程度客观上反映了国家、大学的实力。为什么美国

能成为许多外国留学生的首选？根本原因在于它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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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它的大学，国际最一流的占了多少？最先进的科技做出来了多少？大家是冲

着它的水平高而想去学的。 

问：目前我国高水平大学都吸收了颇多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这是基于什

么考虑？ 

客观说，中国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政策，不仅是大学国际化的需要，也有为国

家发展战略服务的重要功能。任何国家吸引外国留学生都有各样的目的，如政治、

经济，国际大战略的需求等等。同样，吸引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是我国外交战

略的组成部分。我们无论从能源、外交安全，还是其它各个格局上来讲，发展中

国家对我们很重要。中国未来的希望有不少在那里，中国走出去的希望也少不了

在那里。我们要培养这些国家的留学生，一方面是帮助他们，同时也有我们的战

略考虑，我们要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人物。 

问：大学国际化，国际学生比例的指标很敏感，我们要注意点什么？ 

中国大学国际化中的留学生战略，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前述的吸引发

展中国家留学生策略。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很多强项，它们的未来恰恰是寄于在

发展中国家身上来实现；另一条腿就是要伸向发达国家。中国大市场是吸引西方

国家留学生的有利条件。通过一系列和发达国家的合作及双学位机制，引入发达

国家的学生及师资和不同理念，这样对我们整个学生国际化素质的提高、国际视

野的拓宽会起到很大作用的。实际上不用去教什么，让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

在一起，这就是一种国际交流。 

问：请说说中国大学国际化的本质和现阶段的行动要点？ 

说透彻点，中国顶级大学国际化不是单单为了国际化，而是为了国际标准、

世界一流。为此，强调三点：第一，要把世界最优秀的师资吸引过来。这样你才

有可能说是一流的水平。第二，应该把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吸引过来。这要求我们

的人才培养要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想想看，世界一流大学在哪里？你要借鉴它

们的经验，不国际化你怎么去借鉴呢？中国大学有一些点，或者某一个高峰，但

我们还不是高原，所以还是要向国际靠拢。第三、管理的国际化。我认为这才是

最难的。我们已找出很多问题，最终也是要解决的，但这不能今天靠这个领导催，

明天那个领导催，是时候重视顶层设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通过规范化的建章

立制来保证大学国际化有序发展了。 

（樊秀娣访谈、编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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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 工程”高校动态】 

上海交通大学打造大数据产业顶尖智库 

1 月 19 日，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大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成立，联合业界和学界共同研究大数据的加工能力，建设大数据产业智库。该

研究中心吸引了国家电网、中国联通、同济大学、上海气象局及环境监测中心等

相关专家的加盟。依托高维大数据分析算法理论，该中心将致力于大数据智能电

网应用、大数据遥感应用、大数据通讯与网络应用和大数据位置服务等领域研究。

中心还将联合遥感科学领域的专家对海量的自然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可以监测自

然灾害，并且联合学者共同研究未来将在“大数据驱动”下运行的 5G 网络。 

（摘编自 2015年 1月 20 日上海交大新闻网） 

武汉大学坚持“四个突出”扎实推进信息公开工作 

近年来，武汉大学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积极推进决策

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切实保障社会公众和师生员

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表现为四个突出：突出公众关切，注重

公开事项的针对性；突出民生导向，注重公开内容的实效性；突出平台构建，注

重公开形式的多样性；突出制度完善，注重公开机制的规范性。 

（摘编自 2015年 1月 20 日武汉大学新闻网） 

【国家科研动态】 

美国麦甘版《全球智库报告 2014》发布  中国国研中心排名第 48 位 

1 月 22 日，《全球智库报告 2014》（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在全

球 55 个城市同时发布。据了解，《全球智库报告 2014》共有 172 页，有 49 个

分项表单。在最重要的“全球智库 150 强榜单”中，有 7 家中国智库入围，分别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7）、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36）、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4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48）、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61）、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71）、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106）。 

报告称，目前全球共有 6681 家智库，其中美国 1830 家，中国 429 家，英国

287 家，是世界智库数量最大的三大国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

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分列全球最好智库前三名。 

报告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主导。 

 （摘编自 2015年 1月 23日中国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