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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深刻的社会变革，20世纪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
，与社会经济发展建立了密切联系。
大学的职能也在不断完善，从单一的教学演变为教学、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综合职能，把知识的创
造、传播和应用统一起来。
高等教育逐步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
21世纪是知识资本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世界范围的经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对高
等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谁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中居于领先位置，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
于主动地位。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有了飞速发展，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教育资源需求
总量不断上升。
但高等教育投资增长缓慢，需求与供给、数量发展与质量提高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占世界在校生人数一半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薄弱，教育投入不足，与发达国家在生均资源投
入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怎样建立一个体制、结构更加合理，水平、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高等教育，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教育
界共同关心的话题。
世界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教育的深刻变革和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从战略高度把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高等
教育在规模和形态布局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是世界之最，并进入了“大众化”时期。
然而，我国离高等教育强国还有较大的差距。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大，我国的高等教育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高等教育质量不均衡，博士生创新水平不高，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民办高等教育的产权制度，
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制约因素。
我国高等教育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努力做到在数量增长、质量提高、结构优化和效益提升等
方面的相互协调，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投入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行列中，从而建立一个更具创造性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早日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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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博士教育全球化：动力与模式》是2005年9月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与研究中心召
开的“博士教育变革动力与模式”会议（Forces and Forms of Change in Doctoral Education Worldwide）
的论文集。
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名一流大学的管理者、国际研究委员会和研究院所的高级成员、博士教育
研究者以及改革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书中探究了高等教育全球化给博士教育带来的影响，分述了各国（地区）推动博士教育全球化改革的
动力与革新模式，并向读者描述出未来研究发展的宏伟蓝图。
《博士教育全球化：动力与模式》是在全球化形势下，对世界范围内博士教育发展情况的首度全面探
讨，汇集了各方代表对21世纪博士教育改革研究的成果和观点，对读者全面把握全球化博士教育发展
趋势和多角度了解博士教育现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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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内拉德（Maresi Nerad），副教授，美国人，于1988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
现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副教授。
自2002年起.她担任该校研究生教育改革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lnovationand Research in Graduate
Education RGE）主任，牵头组织了“博士教育变革动力与模式”系列国际会议（2005年，美国西雅图
：2007年澳大利亚墨尔本：2009年德国卡赛尔）。
自2003年起，Maresi Nerad博士担任该校研究生院副主任。
　　作为项目负责人Maresi Nerad副教授已从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
）等多个机构中获得了超过320多万美元的资助，并在其中一些基金会担任项目评审专家。
同时还受聘于多个机构的专家顾问委员会和大学的国际评审及顾问，指导教育和科研质量评估以及博
士教育与培养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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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欧洲的博士教育第一章 德国第二章 英国第三章 北欧国家第四章 欧洲大学学院第五章 博洛尼亚
进程第二篇 非洲、南美洲和墨西哥的博士教育第六章 南非第七章 巴西第八章 墨西哥第三篇 澳大拉西
亚的博士教育第九章 澳大利亚第十章 日本第十一章 印度第四篇 北美的博士教育第十二章 加拿大第十
三章 美国结语附录A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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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加拿大博士毕业生数量呈双倍增长，但数量仍然很少⑦。
大多数加拿大博士生都是在美国或者英国接受博士教育，而且接近一半的加拿大博士毕业生在国外谋
职⑧。
大部分为研究及研究训练提供的公共支持，间接来源于小省份给少数非教派大学的项目资助。
但是，一战期间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前沿研究及博士生培养的参与已成为先例。
1916年，作为战争时期的努力的一部分，联邦政府成立了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NRC）以资助国家
的工业研究。
国家研究委员会提供了首批受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及博士生助学金，并建立起对前沿研究的联邦
司法权，作为其促进经济发展责任的一部分⑦。
因此，到1950年，各所大学已经建立起对引导和管理高等教育、前沿研究及博士生培养的责任。
由于高度自治、显著独立、院校公共资金有限，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当地区域形成并影响了这些院校
对智力思潮的反应。
各省明确了批准大学成立以及在特定的限度内资助高等教育的责任，同时联邦政府在资助前沿科学研
究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因此造成高等教育资助、管理、引导工作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以及院校之间缺乏博士生的研究。
战后时期：1951～198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与人口的急剧增长，由于鼓励联邦政
府和各省对高等教育与前沿研究的更大投入，显著改变了博士生训练的规模和范围。
大学研究人员与联邦政府在战争年代的紧密合作，证明了科学研究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
战后，前沿研究对工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也为不断增加公共投资提供了论据支撑。
战时经验也增强了为退伍军人、婴儿潮一代以及所有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创造机会的责任的意义。
这个有关公众利益的新立意，激发了新资金、新资助机制的建立，并最终成为新的管理结构，这种结
构被视作为大学与两级政府之间建立的公认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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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今世界，没有什么比知识更为宝贵的了。
学得越多，收获也就越多。
就是这么简单。
教育对经济而言，绝对必要。
”　　——托尼·布莱尔，1987　　研究生教育通过满足研究与就业的需求，对国家经济做出了直接
贡献，国家和大学对此早有认识。
随着二十、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博士教育所产生的经济成果超越了国家边界。
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诸多博士培养计划正努力寻求机会，使学生能在跨国背景下工作，所培养出的科学
家和研究人员分散在全球各地。
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对于支持研究生教育有着不同但不一定能相互兼容的动机。
《博士教育全球化：动力与模式》中，研究生教育专家对国家之间博士教育领域的合作方面的压力与
潜力进行了探究。
《博士教育全球化：动力与模式》撰稿者对全世界不同体系的研究生教育进行评估，包括有澳大利亚
、巴西、加拿大、德国、印度、日本、墨西哥、北欧国家、南非、英国以及美国。
诸多因素促使人们意识到博士教育全球化的必要性，比如劳动力市场和全球竞争的国际化，在较小或
发展中国家博士教育机会的增加，以及国际学生逐渐丧失在美国追求研究生教育的兴趣等。
“关于各国不同博士教育体系的详尽信息及分析，其他地方无法获取。
强烈建议对全球扩张话题感兴趣的研究生院院长、学术副校长以及大学校长，还有企业总裁仔细阅读
《博士教育全球化：动力与模式》。
”　　——罗伯特·塔赫，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博士教育全球化：动力与模式
》是首次从国际视角对博士教育做出整体概述的书籍之一，对丰富此方面的文献也做出了实质性的贡
献。
它将呼吁决策者关注高等教育，同时也会吸引博士教育方面的专家。
”　　——菲利普·阿特巴赫，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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