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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國際化云何哉？ 

 人的生活方式隨著瞬息萬變的科技社會而急速改變。資訊流通

快捷便利，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溝通不再受限於地域及時差。譬

如，美國的金融危機如今像海嘯般瞬間席捲全球，更體現出世界彼

此的影響正急劇加大。影響所及，國際社會既呈現多元化的特徵，

又具有同質化的傾向。 

 

 

國際化豐富世界文明 

 美國文化對世界影響的原因之一在於美國長短期培養教育的校

友遍佈全球，在各地政治社會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要知道，紐

約固然是當今世界公認最重要的城市，然而一千年前世界最大都市

卻是中國的開封，而五百年前世界最有影響力的城市是義大利的佛

羅倫斯(Florence)。再向前追溯，盛唐年間的長安曾經是一個國際大

都會，周邊各國官員和青年莫不趨之若鶩，前往考察或留學。二千

五百年前孔子帶領學生周遊列國，說明自古已有“教育國際化＂的

概念。 

 

我自小就聽人說，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其實，中國人

能否成大器，其中之一還要看兩岸四地的大學是否能擔當培育眾多

人才的大任。唯有如此，我們才可望重展歷史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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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大膽地預測，五百年後世界上最重要的都市應該不再是

紐約，西元二十五世紀的世界應該又是另一個多彩多姿而且包含豐

富特色的文明。 

 

 

取法先進樹立中國大學品牌 

近代高等教育，多是東方取法於西方。高等教育的現代化也不

例外，基本上是東方向西方取經。兩岸四地的大學直到二、三十年

前各秉師承：中國內地的大學師法蘇聯體制，香港的大學沿襲英國

傳統，台灣的大學則兼具美、日的內容。近年兩岸四地將這些高等

教育體系融會貫通，取法乎上，以美國模式為主導。與此同時，兩

岸四地的大學飛速擴展，其數量之多、規模之大，足以形成一個板

塊，與北美、歐洲成鼎足之勢。 

 

全球各地的高等學府為了應對一體化帶來的衝擊，繪製了各具

特色的發展藍圖。在中國內地、台灣、香港和澳門，高等院校仍處

在國際化的起步階段，而北美和歐洲地區的大學則已經積累了相當

豐富的成功經驗。如何透過國際化，在汲取先進文明的精髓之餘，

了解世界各類多樣性的文化，調整方針迎接挑戰、把握契機和履行

職責，是兩岸四地從事高等教育專業人士共同面對的挑戰。我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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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四地大學在國際上大有可為，經由高等教育傳播中華文化，營

造“中國大學＂之品牌。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理念 

國際化不只是一個形式，由各地大學簽約合作，互派學者、交

換學生；國際化也是一個內容，大家推廣先進的課程與研究，以國

際的教育理念、運用經驗証後的教學與研究方式，培育合乎國際視

野與標準的畢業生。國際化更是一個過程，而且是一種思維的方

式。在今天的國際化過程中，兩岸四地的大學及社會應體會出教研

合一的必然性以及如何以教研評估提升品質，追求卓越。先進的跨

國企業與公益團體等，也應提供教師與學生實習的機會，以便體驗

社會的脈動與成功的經驗。 

 

因此，對香港及中國的大學而言，國際化的精髓應該是重制

度、重研究，崇尚品質，講求高效率、節能與環保，講求邊際效

益，可隨時被檢驗，豐富學習研究的內涵，並強調教育成果與社會

相輔相成。最終可讓兩岸四地的大學達到高品質的世界水準。 

 

國際化更是多元化的推廣與實踐，年齡、語言、國籍、種族與

性別的尊重，宗教與文化的多樣性，以及意見與思想的多元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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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中式哲學“天人合一＂之外，注重永續發展。因此，國際化

的結果是與世界各經濟體制的國家社會相溝通。在技術層面上，與

人為善，促使學生與教授間彼此交流。在內容上，兼容並蓄，務求

精益求精，使學術造福人群。 

 

以上國際化的理念與實踐在包括香港社會在內的中國都有待加

強改進。此外，兩岸四地的大學更肩負推廣中華文化的重任，務求

在高品質的理念外以及文化實質內容中，對世界新文明的發展有所

貢獻。 

 

 

香港做中國高教國際化表率 

 過去二十年來，香港高等教育已得到長足的進展，今天有四所

高校位列世界 200 最佳學府（港大，中大，科大，城大）。衡諸以

上所提國際化教育的理念，香港各界大有改進的空間。國際化的內

涵超越科技的進步，包容萬象，有待汲取他人長處，讓知行合一付

諸實踐。國際化不僅造福香港的青年學子，造福中國人，而且造福

世界各個社會的人群。居於中西文明交滙處的香港，其高等教育可

作為表率，以現代的高標準來帶領推廣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 

 

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