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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教授进行了题为“高等教育：全球化、国际化和多国化”学术讲

座。本期简报是根据阿特巴赫的讲座录音整理的。】 

 

今天我将给同学们带来关于高等教育中全球化、国际化以及多国化问

题的一个全面的分析。我将首先给出一些术语的定义，然后给大家几个关

于这些术语在实际当中、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运用的一些例子。我们今

天要谈论的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二十一世纪最成功的大学必须是

那些对全球化背景有着深刻的理解的大学。 这个领域，我们对它的理解，

对于大学，高等教育乃至国家的未来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全球化有着很多的层面，它也意味着很多方面的改变：国家、机构、

人群对它的反应都不尽相同。我先给大家一些定义，因为很多情况下，虽

然我们在使用某些术语进行讨论，但是我们并没有对这些术语进行严格的

界定，因此最终导致疑惑和混乱。我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所涉及到的“全球

化”一词的概念，是指广义范围上学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一个

趋势，包括信息技术、英语的普遍使用、私营部门的兴起，教育及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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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等等，以及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它们成为将来社会环境的一

部分。因此当我提到“全球化”的时候，我指的是塑造我们社会的一种整

体的趋势，它们对于中国的塑造和它们对于美国、日本或非洲的塑造可能

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它们对我们有着巨大影响。 

我所说的“国际化”，指的是政府、学术机构、部门甚至是个人选择来

应对全球化、或者与全球化相关的那些特定政策、项目、首创的想法。换

句话说，国际化是我们自身独立的选择，比如我们是否选择学习英语，是

否选择到日本留学以获得学位，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我们国际化策略的一部

分，也就是我们对于全球化的大环境所做出的反应。 

我的第三个术语是“多国化”，对此我指的是那些隶属与一个国家，但

是同时在多个国家运作的学术和科学的项目、机构、甚至是商业公司；或

者换一种说法，就是那些跨国创办的分校、复制项目(twinning programs)

以及其他形式。在中国，英国的利物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在苏州有许多

合作项目，这是“多国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们的讨论中我还将给

出其他类似的例子。 

很多人把全球化理想化了，他们认为全球化是非常好的事情。有的时

候的确如此，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在任何的全球化项目中都有很严重的

不平等的因素，必然会有中心和边缘之分；有相对强势的学校，也有相对

弱势的学校；有被全球范围使用地语言，也有地方性的语言。因此，在这

一体系当中存在着不平等。在过去，我们将此称为“新殖民主义”，当政府

（美国、苏联或者英国政府等）用专门的政策去影响其他国家的教育，以

实现某些政治目的的时候，我们说这就是“新殖民主义”。但是“新殖民主

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政府普遍并不倾向于直接影响其他国家。

现在，这种影响是由各种不同的学术性机构、跨国组织或者商业组织来施

加的。因此事实上我们是从政治上的不平等，走向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这

样说有点太简单化了，但是总体来看我认为是这样的。因此在这里我的观

点，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必须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

站在一个平等的舞台上的。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群，比如那些使用英语的或

者来自排名靠前的大学，比全世界的其他人群拥有更多的权威和有更多的

影响。你们必须自己探寻出中国在这个存在不平等性的全球化环境中目前

处在什么样的位臵。我的观点就是，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选择，

因此我们可以自己探索，可以创新，从而获得更多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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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将讨论一下历史，因为大学深受他们过去的历史影响。无论

你参加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你都能看到很多人穿着漂亮的长

袍，戴着好玩的帽子，所有这些现象都来自于同一个传统，这对我们理解

大学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一件有趣的事，而是有着它自己的历史背景的，

这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除

了一所埃及的大学之外，所有其他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和印

度的德里大学都来自于西方的学术模型。也就是说，我们都受到欧洲中世

纪大学的影响。这些模型也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但是他们从根本上还

是西方的模式。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教育模型是由殖民主义强制带给当地

人的。比如在印度，英国就是当年的殖民者，印度大学的模型就是英国的

大学，虽然它在印度取得独立之后有所改变，但是这从根本上是来自于英

国的。日本虽然从未被殖民过，但是当日本人在 1868的民治维新之后想要

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时，他们环顾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决定向美国和德国学

习，把他们当作最好的榜样，因此他们照搬了美国和德国的体制。中国也

从未被直接殖民，传统的科举制度持续了很长时间。当中国开始现代化的

时候，受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影响。有的时候是通过所谓的“半殖民地”

的体制实现的，比如在北方有德国人控制的青岛，他们根据德国的范式建

立了大学；在南方英国控制了香港，他们的大学也因此理所应当的是英国

式的大学，并且他们对其他地方也有影响。中国的统治者们在建立北京大

学或者其他学校的时候，比如在上海，也使用了西方模式。中国、日本、

泰国等等国家都有自己悠久的学术传统，但是当现代化的浪潮开始冲击社

会的时候，他们都广泛采纳了西方大学的组织方式。与此同时，而地方特

色的文化被抛弃了。因此中国大学的组织方法和基本架构和欧洲的或者美

国的大学都十分相似。所以可以说我们都来自西方的传统，对于西方人对

说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对于来自东方的你们来说，这是“半自然”的，

因此你们需要一些适应的过程。 

我想再说一点关于美国学术体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影

响深远。我们的大学是受三种力量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其中有两个都是

外来的，而只有一个是美国自身的。因此美国现代的大学，尤其是我们的

研究型大学受以下三种力量的影响：第一、英国的殖民大学，也就是我们

在殖民地时期英国强加给我们的因素，我们在 1776年获得独立之后仍保留

了这些因素；第二、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思想，也就是德国在 1808年改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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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国人开始寻找现代化的道路，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组织研究的最好的

方法，我们看到的是德国的体制，他们发明了哲学博士教育，我们将此理

念引入了美国的教育当中；第三个因素是仅有的一个真正意义上源于美国

的思想，就是服务社会的意识。我曾经任教的威斯康辛大学，在那个大学

的校园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学校的校训：“大学的边界就是国

家的边界”。其含义就是我们致力于服务所有人。在那个年代，主要是指是

农业科学，现在主要是指高科技和其他东西。因此，美国教育模式是由英

国的教学模式、德国的研究模式和美国的服务社会的传统共同构成的。因

此我们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塑造出来的。 

接下来我将举一些例子，告诉大家全球化、世界化和多国化的因素是

如何运作的，我们在实际的运用中应该怎样理解他们。由于时间的限制，

我举出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而并不是全部。 

我想要讨论的第一个例子，是语言所扮演的角色。这个问题十分复杂，

我现在处在北京，使用英语演讲，你们所有人都能理解我所说的东西。如

果你们愿意去波士顿进行一次中文的演讲，不会有人能听懂。这就已经体

现出来我所谓的在二十一世纪“英语的统治”，英语成为了“拉丁文”，因

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学术界通用的世界性语言，那就是拉丁文。在那之后，

拉丁文才被不同国家的语言所取代，首先是德语，然后是法语，接着是英

语，这样持续下去。因此我们从那个时候起就失去了全球化的大学，但是

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正在以某种方式重构通用的语言，至少在研究和学术领

域是这样。前一天有人问我，英语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否会持续作为

科学的语言呢？英语并不是始终作为科学的通用语言的，在十八世纪的时

候，法语是在西方学术文章和演讲的通用语言；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德语

成为科学的通用语言。在芝加哥大学，也就是我所毕业的那所学校，直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如果你想要获得博士学位的话，就必须参加德语的外

语考试，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很多复杂的原因，这一趋势改变了。现在，

英语成为了通用语言。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在研究和发展方面扩张最快的

国家比如美国，是用英语来创造知识的。因此有很多的学术文章、著作和

期刊，包括网站都是英语版的，正是源于美国科学研究的力量。 

近期我正在做关于金砖四国的研究。金砖四国指的是巴西、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就是现在正在崛起的四个经济和学术力量。我正在研究这四

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并与美国的情况做对比。在金砖四国当中，在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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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投入最多的国家是中国，比位于第二位的俄罗斯投入很多。但是如果

你把四个国家的经费全都加起来也只相当于美国一个国家的百分之六十。

因此可以看出美国确实是一个在研究领域非常有实力的国家，它所使用的

语言是英语。另外一些使用英语的大国还有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

西兰，他们都有高水平的大学，他们都在研发领域有很大的投入，所以那

些使用英语进行研究的国家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国家虽然不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也

把英语作为高等教育中主要的教学语言，其中的一些是很大的国家。印度

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几乎所有的南亚国家。还有非

洲国家，令人震惊的是在非洲的大学里你不能用非洲的语言学习，除非你

认为阿拉伯语是一种非洲语言，阿拉伯语在北非被使用但是它并不是源于

非洲本土的语言。你可以在非洲用英语或者法语、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

拿到学位，有时也可以用阿拉伯语，但是却不能在大学里用非洲的语言学

习。在非洲使用最多的语言是英语，很多曾经使用其他语言的国家现在都

使用英语教学。在南非，人们使用英语和非洲语，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使

用非洲语的大学也在向英语转化。甚至是卢旺达，一个曾经在法国控制下

的比利时殖民地，也将他的高等教育语言转向了英语。因此虽然现在世界

上有很多国家的母语并不是英语，但是他们都在使用英语。此外，英语目

前还是世界上最为广泛学习的第二语言。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人，比在美国

学习英语的人还要多，这是真的，而且很有可能比美国人学习的更多。在

印度说英语的人，比在英国说英语的人还多，有一亿三千多万的印度人能

够很流利地说英语，这些人只占印度人口中的百分之十五，但是绝对数量

却已经很多了。因此，你们已经明白，英语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我看来它

不会退出。 

既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迅速扩张和发展，而且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

数最多的语言，那么中文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通用的科学语言

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就地理区域来说，它的使用还是很有限的，

而且中国人自己也越来越习惯于使用英语工作，这是中国国际化策略的一

部分，也是他们想在全球高等教育当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一种努力。有意

思的是，中国人内部似乎也认为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语言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它还是文化。我

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二十多年前，荷兰这个富有的国家有十分强大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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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系，人们开始讨论把大学的教学语言转为使用英语，因为没有人想学

荷兰语，它很难学，世界上只有一千两百万人说荷兰语；而且荷兰也想要

国际化，荷兰人十分有商业头脑，他们想要吸引其他国家的学生；他们已

经开始使用英语教材，并且荷兰的所有人都会说英语。这是真的，因为他

们很善于学习外语。所以人们向议会建议，“让我们面对现实，把英语作为

官方语言吧。”在议会长期的争论之后，他们最终决定还是要保留荷兰语作

为官方语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他们

也会放弃自己的文化。人们将不再用荷兰语写诗，不再用荷兰语进行历史

分析，不再用荷兰语创作歌剧，从而文化也就被削弱了。因此语言不仅仅

是语言，它还是文化。 

中文和荷兰语不同，它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有非常丰

富的文化历史传统。无论你们多么频繁地使用英语，中文的地位也不会改

变。但中文的使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于语言的案例。 

世界上留学生主体多是从非英语环境到英语环境的人，留学生的自身

选择是非常清晰的。顺便提一下，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流是由亚洲向说英

语国家的流动。当然还有其他的流动，但是这是最主要的国际学生的流向。

现在让我们开始讨论留学生，他们是国际化的关键部分。现如今，全世界

有超过三百万的学生出国到境外求学，其中数量最多的主要是从发展中国

家流向发达国家，从亚洲流向说英语的西方国家。我这里把澳大利亚算做

西方国家，虽然他其实自成一体。 

现在，留学生人群的流向变得更加复杂了。中国现在是一个巨大的留

学生派出国，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接收国。在中国有三十到四十万的留

学生，主要来自于其他亚洲国家。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实施着对外开放的

国际化政策，许多其他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政策。许多西方国家也希望吸引

国际学生，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从他们身上赚钱。的确如此，如果你们

去看一看那些国家政府的政策，尤其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一点非常的明

显。有趣的是，美国拥有最多的国际留学生，但是并没有一个关于国际留

学生的明确政策。学生们选择到美国留学，同时我们从他们身上赚到很多

钱，美国每年就能从国际留学生那里赚到一百二十亿美元，但是并不存在

州或者国家的政策。而且和英国或澳大利亚不同的是，我们不会向国际留

学生征收比本地学生更多的学费。但这并不代表美国留学就便宜，因为我

们对每个人都收很高的学费，尤其是那些私立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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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留学生的流动变得更加复杂了，国际留学生的流动毫无疑问是一

笔大生意，而且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再说一个有趣的故

事，当我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是工程学院的系主任，

他是一个从台湾来的中国人。许多工程学院的教授都是来自中国大陆、香

港或者台湾的，学生也大多数都来自中国，所以我有一天对他说：“乔治，

你为什么不把纽约大学工程学院的教学语言改成中文呢？其中唯一不高兴

的就是那些印度人，他们也是学生，但是他们不会理解中文。”他笑了，他

们最后没有改变教学语言。但是关键在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际

学生和国际教授。我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我们很乐意聘请他们，他

们在我们的学术体系中也做得很好，我们的体系对他们来说也很有吸引力，

我们的社会也同样具有吸引力。 

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三十多年来到美国留学的最大一部分人是来自

中国和印度的，有时候中国是第一，有时候印度是第一。三十多年来，来

自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中超过百分之七十五毕业后都没有回国。因此美国

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从中国和其他地方“盗取”最聪明的人。我们非

常乐意这样做，我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随着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亚

洲国家的经济都在迅速地发展，与此同时，我们美国又遇到了经济困难，

这使得情况也在不断地改变。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回国，或者说由于在美

国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回国。因此国际学生整体的流动正有所改变。但是

在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大部分来自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仍然不会回国

而选择留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到英国留学的学生中有很大一

部分回国，因为英国对移民有更多的限制。因此外国学生是全球化和国际

化的一股关键的力量。 

我再说一下我所谓的“学术人才的移民”，就是指教授、访问学者、博

士后等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流动。我们怎样理解这些现象呢？在十

五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时期，学者们会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用通用

的拉丁文进行教学，并且那些大学都非常地国际化，这种情况在大学转变

为国家机构之后就结束了。但是由于英语的普遍使用、移民变得更加容易

和留学生的流动以及许多的其他原因，这种情况又开始出现。我们不知道

一共有多少海外的教授，不知道他们居住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

个国家流向了哪个国家，因为没有统计数据。我们有一些证据表明从发展

中国家来的人们会在西方国家完成他们的博士学位，然后又去到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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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一个埃及人到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又去沙特阿

拉伯，这很普遍。因此人群的流动非常的复杂，对于国际化也非常有趣和

重要。中国关于聘用外国教授的政策是怎样的呢？我知道印度有法律的规

定来限制雇用外国人在印度的大学任教。因此印度陷入了混乱，他们不可

能拥有一个国际化的大学，因为这是违法的。印度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这还需要很长时间会耗费他们很多的时间。在这一方面，印度也和中

国完全不一样。 

另外一个问题是课程设臵和许多科学领域的国际化。我最喜欢的一个

例子是 MBA, 这基本上是一个美国人的发明,课程也是一个美国式的课程。

标准化经营的目标就是 MBA的教育模式。 人们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学习 MBA,

而且这是一个主要来自美国的国际化的课程。事实上人们可以在五十多个

国家用英语学习 MBA, 不仅是在那些英语国家，也包括中国和许多其他的国

家。因此课程设臵也受到国际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又是主要来自于西

方国家的。不仅在商业上，而且在科学和技术方面都是如此。课程设臵全

球化的一个有意思的方面是，在有的国家政府致力让教授们用英文发文章，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科学领域。那些优秀的大学对教授们说，

“请在国际排名靠前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吧！”这就意味着你们必须用英语写

文章，而这并不是你们的母语。更重要的是，你们必须遵循那些期刊的学

术价值取向和术语，也就是那些期刊的编辑和评审们的看法，而他们都来

自于美国、英国或者加拿大等等。我们对于中国科学没有任何的理解，我

们也不知道那些与中国相关的但是美国人不感兴趣的数据，因此在那些国

际化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会很难。很多情况下，课程的国际化事实上是课程

的西方化。你们在这种不平等的体制下受到不利的影响。你们对此要做出

怎样的回应呢？我现在没有答案，但是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在这个历史阶

段，这很有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知识的不平等流动，但它确实是存在的。 

我接下来讲一下对高等教育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条约和协议。我在这里

只会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条约。其一是《贸易服务总协定》，也称为 GATS, 这

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部分。GATS的内容是：教育成果，也就是书籍、网站、

学位项目以及人员都应该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这听起

来不错，但是它事实上意味着我们西方的产品可以流向中国，但是你们的

产品却在我们那里没有人需要。你们现在为世界制造各种东西，我现在很

难买到一个不是由中国制造的 T 恤或者苹果电脑，但是知识产品并不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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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口，他们的流向正好相反。如果你们看一下在教育、金融、广告等等

软实力领域的跨国界的资金流向，你们会发现资金的天平很明显的向西方

倾斜。这与制造业正好相反，在这些领域贸易的天平很明显地倾向于中国

和其他有低廉制造业的国家。好消息是 GATS现在还没有被推行，因为在多

哈的世界贸易的论坛上的讨论没有达成共识，因此 GATS就没有被签署。但

是有很多国家正在考虑“我们是否应该签署 GATS? 我们是否应该签署其中

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鼓励你们要认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你们仍然有

时间来探索出中国应对这一协议的策略，但是最终都会有来自美国、英国

和其他国家压力，他们会跳上台来签署这个协议。并且一旦你是世界贸易

组织的一员，你就必须遵守他们的规定，这是法律规定。你们可能在国际

法庭上因为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惯例而被控告。 

我想要提的另一个条约是欧盟的《博洛尼亚条约》,我想你们都听说过

这个，或许你们中的有些人对此还有很深入的了解，这主要指在欧盟国家

进行的高等教育的改革，顺便说一下，欧盟有二十八个国家。博洛尼亚就

是这个条约的名字，是根据它签署的地点——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命名的。

四十多个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包括非欧盟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和东欧的国

家等等。了解“这一条约意味着什么？”是非常重要。 对欧洲来说它降低

了欧盟各国之间的屏障，但是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它增加了整个欧洲边界

的屏障。在欧洲内部学生和教授们有着绝对的流动自由，对他们来说消除

了国家歧视，政府不可以向来自任何一个欧盟国家的学生收取比自己国家

学生更多的学费。对于德国、挪威、瑞典来说，学费相当于零，因为他们

根本就没有学费。多好的想法！但事实上这是非常坏的想法，如果我下次

还能来中国，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博洛尼亚条约使得欧洲内部的

屏障被降低了，但是相对提高了外部的屏障。因为欧洲人可以因为任何东

西向来自美国或者中国或者加拿大的非欧盟的留学生征收费用。 

这一条约另一个非常影响就是给欧洲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多重要的改

革，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欧洲共同教育空间”，他们所做的就是通

过建立起一套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学习体系，以一种在欧洲人看来具有革

命意义的方式重新组织了欧洲的学术学位。这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很容易理

解，因为这正是我们的体系；对中国人来说也很好理解，因为基本上你们

也正在使用这一体系。但是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在博洛尼亚条约之前并不是

使用这一体系的。比如在荷兰，人们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硕士学位，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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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又是其他情况。现在他们都通用这种三级学位的体系。 

另外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是欧洲的学分转换制度。在过去人们不可以转

学分，也不存在学分制度，所以人们就不可以从一个学校把学分转到另一

个学校，这就意味着如果你在德国开始学习，你必须在德国结束你的学习。

但是如果你想花一年的时间在国外学习（包括美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那

么当你回到自己学校的时候你基本上是不能获得学分的。现在，欧洲所有

的大学都开始使用学分制，像我们在美国所做的一样，学分也是可以转换

的。因此，如果你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开始学习，然后停止了在这所大学的

学习并且被另一所大学录取，那么你可以带走自己的学分，这种现象在美

国很普遍。在欧洲这也成为了可能。欧洲人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学生们跨国

交流。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学生在本地的大学开始他们的大学，然

后到另外一个国家学习一年，再回到自己的国家拿学位。这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可以拿到学分，因此也不会浪费任何的时间。这确实是一个革命性的

转变。欧盟所做的改革对欧洲来说意义重大，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并且这也正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将以讨论我所谓的“多国化”来结束我的演讲。其中包括分校区、

复制项目、加盟学校等等概念。让我先给大家一个例子来帮助你们理解我

所谓的加盟。一个加盟性质的学术机构和麦当劳的机制很相似，我们以英

国为例，因为英国有很多这样的机构。一个在英国的大学可能和在马来西

亚，或者中国的大学甚至是一个商业公司合作。以马来西亚为例吧，因为

有他们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学校。英国的这所学校会说：“在你们本国的校

园，让你们的教授用英语来教学，只要你们符合了我们所有的要求，你们

可以授予我们学校的学位。也就是说，学生要学习同样的课程，不是由我

们教授的，而是其他人来给他们讲授。”比如在吉隆坡学习的课程和他们在

利物浦学习的课程应该一样。在这个项目的最后，利物浦大学会给学生颁

发学位，虽然这些学生从来没有去过利物浦，也没有听过利物浦大学教授

讲授的课程，但是他们的课程设臵是一样的。这正是麦当劳的体制。麦当

劳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对这条街上的那个小店说：“你们可以卖麦当劳的

食品，用麦当劳的黄色表示，卖麦当劳汉堡。只要你们必须保证在北京的

汉堡的味道和芝加哥的汉堡一样，并且你们必须遵照我们的商业规范，店

铺的服务足够快捷、保持清洁的环境等等。”当然根据当地的情况也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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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小的调整，我理解为什么这里当地的麦当劳会提供米饭，当然在美国的

麦当劳是不提供米饭的。在罗马尼亚的麦当劳有一种叫做肉饼的三明治，

因为罗马尼亚人非常喜欢圆形的猪肉三明治，但是你们在美国的麦当劳也

找不到这种东西，因此根据当地文化小的调整是会有的。但是总体上，在

麦当劳的体验，在中国和美国的纽约与波士顿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个人觉

得非常差劲，这就是加盟经营权。各国的麦当劳店都将给麦当劳总部付费，

同样的，在马来西亚的学校也会给利物浦大学付费。这是一件好事吗？在

我看来，对高等教育中并不是一件好事。我认为，如果你想从一所英国的

大学拿到学位，你应该接受英国教授的指导，不仅仅是课程设臵，还有其

他很多重要的因素也应该是本土性质的；同时应该对教学质量有非常严格

的控制。在英国的舆论界对于缺乏质量监督和不如人意的水平有很多讨论，

因此加盟学校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中国政府关于分校区及联合办学政策是非常好的。中国政府很多年来

都坚持如果国外大学要在中国办学，他们必须寻找到一个中国的合作伙伴，

并且对项目的控制权必须平衡分配。在中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可能也有

很多失败的例子，比如在某些省份的小地方。但是有一些有名的合作比如

利物浦大学、宁波的诺丁汉大学、南京的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这些都是

成功合作的典范。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政策。 对中国的挑战是，中国要

保证那些办学质量较次的国外大学在中国能够表现出色，并且对他们有所

控制。但是这一点中国做得不是很好，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并不理解、

不在乎、或者因为腐败等原因，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时候这个体制

运作并不良好，但是思路是好的。在我看来，有的时候国外大学不应该被

允许拥有独立的创建分校区的权力，印度的大学现在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印度很多年来都坚持不要外国人、外国的机构在印度办学，不授予外国学

位。现在他们正在打算开放国门，此时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没有人会担

心斯坦福或者牛津大学的表现，但是那些办学质量较次、以商业为目的的

学校令人担忧，然而正是这些学校是最想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在教育

界引入资本主义会带来一定的问题，我们应该用多国化的概念来分析这个

问题。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在中国应该没有，就是世界上很多的所谓“美

国大学”，比如哈萨克斯坦的美国大学、保加利亚的美国大学等等，一共有

五十多所这样的学校，他们其中的四、五所可能真的有与美国大学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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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一所在秘鲁，一所在开罗，这是两个比较好的机构。他们使用美国

的课程设臵和管理体系。 但其他的大多数都不是美国的，他们只是使用“美

国”这一名字。没有人注册过“美国”这个名字的使用权，你们也可以开

一所北京美国大学，我鼓励你开办一所，因为这样你自己可以赚到很多钱

【编制按：讲座者的反语】。事实上，这些大学与美国的唯一联系就是他们

的名字中使用了“美国”一词，以及他们使用英语。有时候会有一两个美

国人在管理这些大学，通常这类学校都会提供一些实用性的商业学位，比

如商业管理和信息工程等可以很快赚钱的专业。同样，这些都是多国化的

一种形式。 

因此在同一时期有这么多不同的事情在发生，在这个跨国界教育的时

代，有些现象会难以理解，有些不是很好，有些不利于本地的大学，但是

有时候是非常棒的。一些分校区和跨国界项目中能为这些项目所运作的国

家提供十分有用的课程，因为中国人可以在南京了解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

具体是如何运行的，而不用去到巴尔的摩。总之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谨慎

和批判的想法，并对这些因素的广泛影响有所了解。 

总之，我尝试着通过这次讨论，告诉大家应该如何理解这三个重要问

题，并给大家描绘出它们如何运用的整体框架。我希望当你们听完讲座出

门去的时候，你们会变成在教育全球化的环境中聪明的消费者和思考者，

谢谢大家！ 

 

（向乔玉同学翻译，马莉萍、朱红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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