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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版发布五年后，国际大学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于

2023年进行了第六版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调

查（以下简称为第六版 IAU全球调查）。五

年的周期是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以期进行有意

义的时间对比，因为五年时间既能让国际化

进程有所发展并进行分析，又不会过长以至

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 

然而，过去五年中，世界发生了重大变

化，这些变化影响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仅需想到新冠疫情的爆发，或地缘政治的变

化，例如国家间新出现的紧张关系和新爆发

的战争，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因此，第六版 IAU全球调查恰逢其时，

调查能够全面描绘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

状，捕捉上述变化，并为国际化的未来发展

提供一些指引。 

第六版 IAU全球调查通过在线机构问卷

于 2023年 1月至 6月间进行，提供了三种语

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版本。调查揭

示了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趋势与发展

变化，并提供了有趣的比较，既比较了私立

与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也比较了来自不同地

区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异。此外，通过

与以往版本的结果进行比较（在可能的情况

下），该调查还提供了一些趋势随时间演变

的信息。 

调查结果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全球学术领导层普

遍高度重视国际化，并且这种重视程度在那

些将国际化视为次要任务的高等教育机构中

也有所增加。这一结果显示，第五版调查中

提到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不断加剧的不平等

趋势正得以扭转，并为未来带来了希望。 

调查的另一个积极结果是，全球高等教

育机构普遍认为，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是国

际化的主要利益。这一趋势在第五版全球调

查中已有体现，并在本次调查中得到了确认。

尽管在国际化活动的优先级上，学生流动性

依然是重点，但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是过去

五年中增长最快的活动，表明高等教育机构

正在朝着预期利益与实现这些利益的活动之

间的趋同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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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全球多样性的特

点，在国际化的某些方面，全球范围内并不

存在统一的标准。例如，风险、挑战与障碍

的种类繁多，有些差异可以通过区域分析加

以解释，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人才

流失”视为最重要的风险。然而，这种多样

性不仅体现在地区之间，即使在同一地区内

部也存在差异，表明除了地理位置外，还有

其他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趋势的形成。 

调查结果还强调了国际化作为一个战略

过程的普遍认知特点。同时，它也揭示了一

些局限性，尤其是在资金方面。此外，结果

显示，国际化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主要由学术领导层和专门的国际化办公室主

导。这提醒我们需要反思这种方式可能导致

其他学术群体参与不足的潜在风险。 

全球范围内仍然存在地理不平衡现象，

全球北方地区（欧洲和北美）仍然受到最多

的关注，而南南合作（除区域内合作外）依

然未被视为优先事项。这一结果证实了某些

地区正在出现区域化趋势，但这一趋势并非

普遍适用于所有地区。同时，也验证了北美

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的独特情况，北美往往在

调查中展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结果。 

这种多样性提醒我们，国际化的机遇与

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均等分配，同时也存

在持续的不平等风险。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新冠疫情在推动

国际化变化方面的作用远未达到预期的显著

程度。尽管疫情确实推动了一些变化，特别

是在虚拟国际化的发展方面，但它并不是过

去五年国际化变化的唯一或最关键因素。 

最后，第六届 IAU全球调查提供了关于

国际化一些具体方面演变的深刻洞察，涵盖

了教学与学习、研究和社区参与的变化，并

揭示了国际化与其他重要优先事项（如可持

续发展、多样性、公平与包容性）之间的联

系。此外，国际化还在抗击种族主义和排外

情绪、促进跨文化理解及推动可持续发展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结语 

总而言之，第六届 IAU全球调查描绘了

全球国际化现状的全面图景，展示了近年来

国际化的发展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调查中体现了国际化的积极进展，这值

得庆祝，但并非所有调查结果都是积极的。

一些改善和变化仍然是边际性的和零散的，

更多地体现在话语中而非实际操作中，排斥

和不平等依然存在。 

此外，调查并非详尽无遗，最终结果可

能引发更多问题，甚至超过它所回答的问题。

在许多方面，调查结果只是进一步研究的起

点。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和改进的需求，第

六届 IAU全球调查仍是全球范围内关于国际

化的唯一全面机构调查，提供了其他地方无

法获得的宝贵信息。基于全球大学国际化领

域领导者的意见和看法，调查结果揭示了雄

心勃勃的目标、积极的举措与面临的重大挑

战之间的紧张关系。 

凭借国际大学协会与全球合作伙伴的共

同努力，IAU 全球调查的结果应被视作提升

质量、促进包容性、保障公平性以及履行社

会责任的工具，这些将成为未来五年国际化

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在此期间，当前的挑战

和期望不会减退。 
 

注：该调查由国际大学协会（IAU）与全球

16个主要组织合作开展。所有合作伙伴的名

单可以在 IAU网站上找到。美国波士顿学院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

略省教育研究学院（OISE）合作开展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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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项目（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该

项目由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

会（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资助。完整报告可在 IAU

网站上免费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