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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普遍感到自己正处于一个不确定

性加剧且变化加速的时代。战争、经济不

稳定、人工智能、移民与难民问题，尤其

是气候变化与可持续性挑战，正推动大学、

欧洲乃至全球的深刻变革。 

在这样的时期，尤其需要从日常繁忙

中抽身出来，从战略角度思考未来，利用

能够激发想象力的工具，帮助我们设想未

来的可能性，为不同情景做好准备并增强

韧性。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传统范式可能

受到挑战，我们可能需要寻找新的方式去

应对和适应变化中的环境。通过这样的思

考，我们能够想象并定义在当前多重危机

之上的未来新叙事。 

近年来，欧洲大学协会开展了一项研

究，分析欧洲大学长期趋势的影响，并基

于这些趋势预测未来的可能性。《如果这

样会怎样？探索欧洲大学跨国合作的可能

未来》（What If? Exploring Possible Futures 

of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urope’s 

Universities）报告呈现了该研究的成果。

该报告探讨了未来十年可能影响欧洲大学

合作的因素，并分析了六个维度的变化驱

动因素：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法律

和环境。报告概述了四种可能的跨国大学

合作的未来情景。 

研究的重点是跨国合作。这种合作长

期以来是欧洲大学格局的关键特征，包括

双边学生交流、小型项目、研究合作，以

及近年来通过“欧洲大学计划”（European 

Universities Initiative）推动的深层战略合

作。跨境合作是这一领域的优势所在，并

推动了卓越和创新。然而，各种危机和趋

势正在影响大学合作，使其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大学需要关注跨国合作的未来，并

为不同的可能情景做好准备。 

大学合作的四种可能未来 

报告探讨了具体情境：例如，假如国

际事务办公室因民族主义政治而关闭，其

职能变得无关紧要，会发生什么？或者，

相反，在国内学生人数因人口急剧下降而

减少的情况下，大学校长如何应对国际学

生不断增加的挑战？ 

报告概述了欧洲大学跨国合作的四种

可能未来：增长、受限、崩塌和转型。这

些分析借鉴了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未来

研究所”的方法论。 

增长：国际合作作为大学活动的关键

领域持续增长。在这一情景中，欧洲人口

的长期下降趋势，以及通过移民维持地方

社区活力的政治策略，成为推动增长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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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驱动力。国际学生的大量涌入促进了大

学的蓬勃发展，但如何向更广泛的社区有

效传递信息却是一项敏感的任务，因为并

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外国人的大量到来。 

受限：地缘政治促使欧洲政策制定者

限制了大学的国际联系。欧盟向东扩展，

成为全球大国，利用学术合作作为“胡萝

卜”或“大棒”推进其国际利益。在这种

情景中，大学试图追随不断变化的政治议

程，抓住机会并规避风险。 

崩塌：在这种情景中，一些政府严格

限制国际合作。此外，一场环境灾难使航

空旅行的成本高昂，难以承受。在这种环

境下，跨国合作不再作为一项战略活动存

在。 

转型：欧盟成员国通过整合能力和资

源应对地缘政治、经济和人口压力。大学

联盟发展成“超级大学”，在一个扩大化

的欧盟高等教育单一市场中运作。这种情

景中，小型的本国大学服务于当地社区，

但无法获得欧盟研究资金，从而形成一种

双层体系。 

预测作为反思工具 

这些预测既不是精确的预言，也不是

规范性的建议。它们是从变化驱动因素中

推导出的反思和创造性思考的工具，旨在

激发讨论。所有欧洲大学都将受益于将未

来思维和战略前瞻方法融入其规划过程。 

这意味着首先要审视数据和证据。存

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重大趋势可能颠覆大学

的活动。然而，需要准确区分事实和解读，

例如，人口下降是客观事实，而“民粹主

义”等术语带有规范性含义，需要更精确

地定义才能在预测中有建设性地应用。预

测需要以新兴趋势的证据为基础，同时勇

于以之激发讨论和提供新见解。 

倒推：从愿景到策略 

第二步，预测和情景可以用来分析其

对大学的潜在影响。从这里开始，可以构

建一个理想未来的图景，即愿景。然后进

行倒推分析，确定需要在当下采取哪些行

动以积极塑造未来。构建未来预测的过程

应加深这些分析，并想象新的结果和行动。

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将参与者从舒适区中

带出，帮助他们发展新的愿景和行动计划。 

政策发展：从前瞻到行动 

为了取得持久影响，前瞻思维必须与

大学和政策层面的战略决策相结合。因此，

欧洲大学协会在发布前瞻报告的同时，还

提出了政策建议，呼吁为欧洲及其大学建

立新的社会契约。 

在这些建议中，欧洲大学协会阐明了

大学和政策制定者如何携手合作，共同塑

造一个强大、开放且面向未来的欧洲：强

调欧洲层面研究和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

性，同时突出大学应以自己的声音和价值

观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不是被外部政策议

程工具化。 

“新社会契约”中备受关注的一点是

呼吁建立“大学检查机制”，以确保欧盟

法规（例如数字领域的法规）不会对大学

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对这一具体问

题的关注可能表明高等教育机构比以往更

加融入社会，这导致大学墙外的法规立即

产生影响：隐私法规影响学生数据实践，

在线平台监管影响开放科学与开放教育的

存储库。这些都是大学未来发展的新前沿

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