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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是探讨当今教育和未来挑战系列的第一本书。该系列书籍旨在为决策者、教育界人士以及

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相关领域领先的分析研究。作为世界教育领域的领导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能够汇集世界各地的先驱者，从而凭借其独特的地位站在了讨论未来教学的前沿。 
大学排名正是该领域的议题之一。自新千年以来，尤其是2003年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和2004

年《时代高等教育》周刊先后公布了世界大学排名之后，主流媒体开始大量关注这一议题。2012
年5月，随着U21国家高等教育体系排行榜在48个国家启动，21所大学联盟（Universitas 21）成
为了当前最新成立的排名机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密切关注大学排名的进展，先后出版了有关排名方法论（2005年）和“世
界级大学”（2007年和2009年）的书籍。教科文组织并非倡导大学追求“世界级”的声誉或是将
高排名作为目标，而是基于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所提出的建议，主要致
力于协助排名与排行榜的理性发展、宣传与使用。 

介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世界银行于2011年5月16
到17日在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共同举办了“高等教育排名与问责机制：应用与误用”全球论坛。
论坛再次确认了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教育界新型制度模式的出现令人欣喜，这些变化前所未

有的拓宽了教育的供应渠道、丰富了教育的供应种类，但同时却也带来了教育产品的合法性与质

量方面的问题。因此，如今很多高等教育利益相关方（包括学生、研究人员、老师、决策者和基

金资助机构）面对种种抉择时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亦或是在其中苦苦挣扎。 
受当年论坛的启发，本书汇集了支持和反对进行大学排名的不同观点以反映高等教育领域这

一极富争议的话题所产生的种种看法。如果学生、教育机构和决策者重视高等教育机构的排名数

据和排行榜，那么排名的制定者应当阐明他们采用了何种评价标准、如何进行评估，以及为什么

选择这些标准。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利益相关方在面对众多高等教育机构时做出明智的抉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十分感激为这本书贡献诸多发人深思的观点的作者们，他们将有望提升高

等教育排名的运用与价值方面的双向责任，并改变曲解和误用排名的现状。此外，感谢诸位编辑

将各方文稿汇集成这本通顺连贯、鼓舞人心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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