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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战略
——— “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的进展、案例和启示

薛博文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日本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出现显著下滑受到了日本社会各界对于高等
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广泛关注，由此日本开始着手推行以 “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为主的一系

列国际化战略，旨在推动日本高校与世界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间学生和学者的流动，

最终提升日本高校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通过分析该战略产生的背景、内容和实效，并深入结合

日本高校的实践案例，总结其可行之处，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和全球化人才培养提供比

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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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日本经济的稳步发展和一系列社会改革
措施的推行，以及全球化的延伸和科学技术的提

升，日本社会开始更着眼于培养具有国际意识，

能够主持和协调国际项目的能力，参与国际竞争

的国际性复合人才。自从２１世纪初期以来，日本
高等教育发展更注重推动大学教育国际化改革，

加大政府教育经费补助以提升国际研究的层次和

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并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旨

在激励日本学生出国留学深造，派遣各类各科学

生赴国外高水平大学学习研究以提升自身高等教

育国际化层次。同时，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

和少子化社会带来的危机，日本政府也早在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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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提出 “留学生３０万人计划”，体系性地推动
留学生招生，吸引更多外国学生赴日留学并落户

日本，培养国际性人才以加强高等教育进一步向

国际接轨［１］。此外，为解决日本国内大学在世界

各类大学排名榜单中均出现持续下滑的趋向，日

本政府于２０１４年出台 “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

（ＴｏｐＧｌｏｂ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该项目由文部科学
省牵头，日本国内唯一的独立科研经费支援机构

“日本学术振兴会”负责具体执行［２］。该项目旨在

创设国际型顶尖大学，并以未来十年内将国内１０
所大学提升到世界大学排名前１００位为主要目标，
同时加强国内大学留学生和外籍教师研究员的比

例，并将日本大学与世界各地顶尖大学联系起来

共同构建合作网络，推动教师间国际合作等。

　　一、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

名下滑带来的危机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是由英国权威

期刊 《泰晤士高等教育》所发布的世界三大权威

大学排名之一，每年秋季对全球１４００余所大学进
行专业评估与排名。然而自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

来，之前常年位居亚洲前列的日本高等院校名次

出现令人震惊的下滑，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对自

身高等教育国际性竞争力的重视和思考。由表１可
以看出，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３年日本高校在全球范围内
的排名呈现显著的下滑趋势，位居前列的日本高

校数量明显减少，且各所大学的名次均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针对国内高校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下滑，

日本学术界认为根源在于日本高校在国际化发展

层面的重视程度不够，留学生、外籍教师以及跨

国学术活动和交流都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明显差

距，导致国际流动性偏低并成为国际化的障碍。

此外，日本高校在传统上更具有独立的学术自主

权，特别是在国立大学内部，很少有整体性综合

化的国际化战略。基于此，“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

划”也应运而生，成为日本政府尝试提升本国高

校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表１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３年日本高校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数量及位次

年份
日本排名前２００的
高校数量 （所）

日本排名前２００的高校及其名次

２００９ １１
东京大学 （２２）、京都大学 （２５）、大阪大学 （４３）、东京工业大学 （５５）、名古屋大学
（９２）、东北大学 （９７）、庆应义塾大学 （１４２）、早稻田大学 （１４８）、九州大学 （１５５）、
北海道大学 （１７１）、筑波大学 （１７４）

２０１０ ９
东京大学 （２４）、京都大学 （２５）、大阪大学 （４９）、东京工业大学 （６０）、名古屋大学
（９１）、东北大学 （１０２）、九州大学 （１５３）、筑波大学 （１７２）、北海道大学 （１７５）

２０１１ ５
东京大学 （２６）、京都大学 （５７）、东京工业大学 （１１２）、大阪大学 （１３０）、东北大学
（１３２）

２０１２ ５
东京大学 （３０）、京都大学 （５２）、东京工业大学 （１０８）、大阪大学 （１１９）、东北大学
（１２０）

２０１３ ５
东京大学 （２７）、京都大学 （５４）、东京工业大学 （１２８）、东北大学 （１３７）、大阪大学
（１４７）

　　从日本公布 “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同年

发布的榜单来看，该排名的评估指标主要分为教学

（３０％）、研究 （３０％）、论文引用率 （３２５％）、研
究经费 （２５％）和国际化程度 （５％）五个大项
和１３类具体指标［３］。通过对亚洲区域大学排名的

分析可以看出 （图１），在国际化程度方面，香港

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位居前茅，

而原先在亚洲地区居于领先地位的日本高等院校

仅存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且两所大学的国际化

程度也仍处于末尾位置，并与领先的院校之间的

差距明显。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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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世界大学排名亚洲区域前十位 （２０１４）

　　结合表１和图１的数据也可发现，自２０１０年
之后，日本进入世界前百名的高校只有东京大学

和京都大学两所，且除东京大学勉力保持稳定外，

包括京都大学在内多数高校仍处于不断下滑的趋

势，其在国际化程度方面的指标得分明显偏低，

说明日本大学普遍存在国际学生比例较低、外籍

教师数量少和国际交流合作不足等问题。这也正

是导致日本政府下定决心推行 “全球顶级大学创

建计划”，加强国内大学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那么，在实施 “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之

后日本高校是否在国际化程度和名次上产生显而

易见的变化呢？对表２的数据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后
发现，在实施计划后尽管日本高校国际学生比例

仍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且除两所医科大学之

外其余高校论文引用率也只是刚好到达合格线上，

但是大多数高校的国际排名和国际化程度都稳中

有升，尤其是国际化程度得分平均增长了约２５％
左右。可以说，该项计划的实施的确促使日本各

高校落实和加速了国际化的发展，推动日本高等

教育逐渐向国际化、全球化迅猛发展。

表２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之日本大学排名

２０２０年排名 大学 论文引用率 国际学生比例 ２０１８年排名 ２０１６年排名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国际化程度

得分变化

３６ 东京大学 ６０７ １２％ ４６ ４３ ３０３→３８２

６５ 京都大学 ５９９ ９％ ７４ ８８ ２６１→３３７

２５１－３００ 东北大学 ３９８ １２％ ２０１－２５０ ２０１－２５０ ２９３→３８１

２５１－３００ 东京工业大学 ３７４ １３％ ２５１－３００ ２５０－３００ ３１９→４０５

３０１－３５０ 名古屋大学 ４３４ １１％ ３０１－３５０ ３０１－３５０ ２７４→３２８

３０１－３５０ 大阪大学 ３４６ １１％ ２０１－２５０ ２５１－３００ ２６６→３６０

３５１－４００ 产业医科大学 ９９８ １％ － － →１８１

４０１－５００ 藤田医科大学 ９１１ ０％ ５０１－６００ － →１８６

４０１－５００ 北海道大学 ３００ １１％ ４０１－５００ ４０１－５００ ２７９→３９２

４０１－５００ 九州大学 ３４３ １３％ ３５１－４００ ４０１－５００ ２６４→３８８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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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现状

实际上，日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并不是一个

最近才提出的议题，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

大学就已经开始了国际化的探索，甚至在当时成

为一项国家战略。由明治政府派往国外学习西方

文化的教师和学生虽然只是一种被动的国际化行

为，但其对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是日本高等教育开始融入国际社会的开端，

东京大学即是以德国的大学体系为模板逐渐建立

和形成的［４］。由于日本高等教育体系高度借鉴西

方模式，各所大学及其内部具有极高的学术自主

性，在推动国际化方面，难以形成合力推进整体

发展。因此，自上世纪末以来，日本的大学在国

际上的影响力日益衰退，导致的结果便是留学生

的减少，外籍教师数量的降低和教育合作项目的

不足。为应对大学国际化发展薄弱的问题，日本

政府逐渐开始尝试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来扭转

不利局面，扩展国际合作，增加补贴以吸引留学

生和外籍教师，同时努力建构各种思想和谐共生

的多元文化社会，并借助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来

进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以促进相互理解

和认同。

随着日本国家的繁荣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日

本政府努力推动国际交流计划的实施。早在１９５４
年，日本政府出台奖学金政策鼓励国际间的学术

交流与合作，并在１９８３年到２００３年的２０年间开
展１０万留学生发展计划吸引外国学生赴日留学，
使得日本在当时成为亚洲最受留学生欢迎的国

家［５］。然而进入２１世纪，随着中国、韩国等国家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赴日留学呈现逐年

下滑的迹象，日本不再是留学亚洲的最佳选择。

对此，日本政府从２００８年起着手制定扩大招收留
学生政策，提出 “３０万留学生计划”以及 “日本

再兴———ＪＡＰＡＮｉｓＢＡＣＫ”等战略，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前系统性、全面性地实现国际留学生３０万人的
目标［６］。另外为解决国内少子化和老龄化带来的

劳动力短缺现状，日本政府同时出台短期技术培

训留学等计划，以期吸引留学生选择在日本工作

以降低劳动力不足带来的风险。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 （图 ２），

日本的留学生数量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尤其在

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２０１４年以后，留学生数量
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在留学生来源国方面，长期

以来中国以近半数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韩国和

中国台湾地区则分居二三名的位置。但近年统计

数据显示，越南和尼泊尔异军突起，分别取代韩

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成为第二和第三位留学生来源

国，可见日本政府同时在不断拓展越南、尼泊尔

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周边后发国家的招生规模，

以助于完成国际留学生３０万人的计划目标［７］。

除此之外，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统计的调查报

告显示，日本国内招收国际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前

十名大学当中，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各占据半壁

江山，尤其是前五名当中，早稻田大学 （第 １
位）、东京福祉大学 （第 ２位）、日本经济大学
（第４位）和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第５位）四
所私立大学占据明显优势，早稻田大学的外国留

学人数 （５４１２人）甚至是东京大学 （３８５３人）的
１４倍，由此可见私立大学在留学生招收方面的策
略相对国立大学更加灵活多样，成效也更为显

著［８］。另外分析研究报告中留学生分布状况可以

发现，以东京、京都等大都市圈为所在地的大学

就读留学生人数位居前列，而前往偏远地区就读

的留学生明显较少，从而导致偏远地区大学招生

愈加困难，国际化发展举步维艰，而大都市圈内

大学资源集中，国际化发展迅猛，使日本高等教

育国际化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在留学生赴日攻读的学术门类方面，出乎意

料的是，日本作为传统的科技强国，但大部分留

学生选择的却是人文科学领域，其比例接近半数

（４６９％），其次是社会科学 （２４８％）和工学
（１１９％），攻 读 比 例 最 少 的 领 域 则 为 农 学
（１３％）和教育学 （１２％），由此可见，前往日
本攻读的留学生更重视人文社科专业的学习而非

理工专业，这说明日本的社会文化的吸引力对于

留学生来说影响深远［９］。同时从留学生攻读学位

层次来看，就读大学部 （本科阶段）的人数要远

高于就读大学院或研究所 （硕士阶段及以上）的

人数，揭示出日本大学在更高层次的人才吸引力

方面尚显不足。因此，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

展不应只追求留学生人数上量的增长，还需要考

虑和关注留学生学术层次上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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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留学生人数走势图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８年）［１０］

图３　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外籍教师人数走势图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１１］

　　日本再进一步提升自身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措
施就是加大力度聘用外籍教师。从日本文部科学

省２０１６年公布的计划来看，日本希望通过政策扶
持和优惠等手段在２０２０年底实现外籍教师数量翻
番的目标。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统计数据 （图

３）显示，日本大学外籍教师的人数在近十年来呈
现稳定上升的趋势，由 ２００６年的 ５６５２人增加到
２０１９年的８８５０人，提升约１５倍，但仍未到达原
先预期水平，翻番的目标难以实现，国际化程度

仍亟待提高［１２］。此外，日本许多大学的外籍教师

多为兼任，２０１９年度兼任外籍教师人数达到１３８４３
人，远高于全职教师，且女性外籍教师比例也明

显低于男性外籍教师［１３］。由此可见，对于希冀在

日本获得稳定教职工作的外籍教师来说，正式的全

职岗位较少且要求较高。如果无法获得稳定的教职，

不仅会损害其个人利益，同时也会降低日本对外籍

教师的吸引力，影响日本大学国际化发展。

除加强留学生赴日和外籍教师的引进等措施

之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各项国际合作计划以推进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通过在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以及二十
国集团 （Ｇ２０）等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日本政府
借助经济援助手段，在马来西亚、越南等发展中

国家开展合作办学项目，并派遣相关专家提供科

学技术援助，建构双边或多边的学术合作体系。

此外，日本还推出 “大学的世界展开力强化事业”

等一系列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协作型高等教

育网络，将日本高校与世界高校联结起来共同实

施跨国大学间的双向教育［１４］。

最后，就国际化而言，日本的大学也逐渐开

始增加英语教学课程的数量和质量，并且使用英语

进行教育和研究的能力是决定能否参与国际性学术

交流的关键。提供高质量的英语教学课程不仅能够

提升日本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同时还可以使本国学

生掌握与世界各国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和参与联合学

位培养等项目的必备技能。

　　三、 “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

概述

　　 “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由文部科学省

２０１４年出台，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升日本各大学的
国际竞争力并培养全球型人才，通过提供财政支

持，加速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交流与合作来促进国

际化，最终实现建设国际顶级大学的愿景，具体

目标和计划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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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向国际化水平不断

发展的大学提供每年数十亿日元左右的经费支持，

计划在十年内即２０２３年建成排名世界前列的一流
大学，主要用于提升各校国际教育和研究能力，

以及外籍教师的聘请和留学生的招收。该计划共

计３７所大学参与，并按照预期目标分为 ＡＢ两类。
Ａ类项目在包括东京大学在内的１３所大学实施，
每所学校平均每年获得１亿４千万日元经费支持，
定位于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研究，主要通过吸

引国外一流大学建设跨学科的合作课程与联合学

位，增加外籍教师和留学生比例，加大英语授课

数量，并在越南、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建立合作

办学项目，最终创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大学。

Ｂ类项目则在包括立命馆大学等以私立高校为主的
２４所大学实施，每年获得６０００万日元经费支持，

其定位稍低于Ａ类大学，目的在于综合原有实力，
进一步挑战前沿科技并引领日本社会全球化发展。

注重与国外一流大学展开教育科研合作，结合日

本教育发展现状，构建大学教育的全球化模式，

最终作为试点高校形成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等教育

体系。除经费支持力度和计划目的不同之外，ＡＢ
两类项目共享相同的资源和研究平台，并实施共

同的评价指标。在与国际化程度相关的内容当中，

具体要求各大学在２０２４年项目结束前满足以下指
标：增加外籍或拥有国外大学学位的专职教师；

增加留学生人数；扩大日本学生出国留学比例；合

作办学及学生交换项目的增加；外语授课数量的提

升；增加符合外语能力标准的学生人数；提升外语

水平在毕业考试当中的地位；推动教学大纲的英语

化；增加入住混居型宿舍的日本学生数量［１５］。

图４　日本 “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目标及愿景［１６］

　　除此之外，为确保项目成效的公正审核和评
价，“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的成果均采用第三

方评价制度，由日本学术振兴协会牵头，组织来

自教育界、经济界和政界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制定

相应的绩效指标，并对项目成果进行考核和评审，

计划在获得经费支持后的第４年和第７年进行中期
审核，并最终于项目结束的２０２４年进行终审，评
价方式采取提交报告的 “书面审查”、质疑答辩的

“面试审查”、听取师生反馈和视察教育设施的

“现场调查”，以及信息汇总后的 “综合评价”等

四种审核模式，全面掌握项目执行的进展程度和

实际情况。同时根据中期审核和每年的追踪调查结

果决定次年度经费支持的分配额度，若专家组对于

某校的具体计划产生质疑，则存在终止计划进行的

可能［１７］。第一次中期考核在２０１９年完成，具体各
高校的项目及评审结果见表３［１８］。

表３　 “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Ａ类高校
具体项目及评审结果［１９］

大学名称 具体项目 评审结果

北海道大学
北海道环球校园计划：向世界

开放，与世界合作
Ａ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全球倡议改革构想 Ａ

筑波大学
开放型高等教育与世界的未来

计划
Ｓ

东京大学 东京大学全球校园模型的构建 Ａ

东京医科大学
全球健康水平的提高与医学人

才培养
Ａ

东京工业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国际化治理结构

改革的深化项目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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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大学名称 具体项目 评审结果

名古屋大学
２１世纪的亚洲枢纽大学，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Ｓ

京都大学 京都大学日本国际化道路构想 Ａ

大阪大学 打造全球化世界兰学适塾项目 Ａ

广岛大学
以世界为校园的广岛大学改革

构想
Ａ

九州大学
构建未来化发展的全球顶尖教

育研究中心
Ｂ

庆应义塾大学
通过 “科学”改善全球社会的

可持续性
Ａ

早稻田大学
开放性、多样性，流动性教育

研究网络建设
Ａ

中期考核和最终考核的结果由高到低分为 Ｓ、
Ａ、Ｂ、Ｃ、Ｄ共五个等级，其中 “Ｓ”评价表示优
秀完成计划，成效明显；“Ａ”评价表示完成比较
顺利，预期可完成计划目标； “Ｂ”评价表示与初
始目标相比较仍需进一步改进和提升；“Ｃ”评价
表示目前的成效不够显著且具有较大的困难，难

以达成预期结果，下年度经费会被减少；“Ｄ”评
价表示计划目标未完成，取消剩余的财政资助。

评审委员会将会向文部科学省报告审核结果，通

过认定后向社会公布，并以此结果作为下一年度

财政资助额度和比例的依据。

　　四、“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措

施与成效———以东京大学为例

　　作为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 “全球顶级大

学创建计划”的方案必然成为社会所关注的重中

之重。２０１４年东京大学向文部科学省提交名为
“全球校园模型构建”的项目方案，并在２０１９年
的中期考核中获得 “Ａ”评价，可见该项目进展顺
利且取得一定的成效。该方案以流动性、卓越性

和多样性为核心，计划将东京大学建设为具有全

球化特色的国际顶尖研究型大学，其具体内容包

括：在各学术领域建设世界领先的尖端研究机构；

形成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教育系统；扩大外籍

及国外学位获得者在教师当中的比例；开展英语

及其他外语语种的课程数量；学校系统内学生及

教职工在年龄、性别、母语等方面的多样化发

展［２０］。东京大学 “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项目

提出了许多国际化发展新举措，并为后期发展设

定了共同指标，从实际运作和产生的成效来看，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大项目支持，扩大留学生比例

东京大学计划从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２４年的十年内，
增加一系列经费补贴和优惠减免并提出更具吸引

力的奖学金政策以推动留学生赴日就学，从而使

留学生人数由先前的３０９３人增加到７３００人，留学
生在全体学生中的比例由１１％提升到２４７％，具
体增长趋势见图５。实际上，东京大学公开的数据
显示，２０１８年留学生人数增至４２４８人，五年间比
例迅速上升约４％，远超过去十年间２％的增长率，
可见项目实施已初见成效。此外，就读研究生院或

研究所的硕士及以上学位的留学生人数比例已超过

本科留学生比例，其比例已经接近国际化预期水平，

但本科留学生比例仍过低。为此，东京大学推出以

下政策，以进一步增加留学生人数，加速国际化发

展速度［２１］。

图５　东京大学国际留学生人数预期趋势

（２０１３年—２０２３年）［２２］

１扩充英语授课课程
为提升对国外留学生的吸引力并减轻语言问

题带来的忧虑，东京大学增设了更多的英语授课

课程，同时开设了以英语获得学位的东京大学驹

场校区项目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ｔＫｏｍａｂａ），主
要包括日本国际研究课程和国际环境课程两大类，

提供全球化多元化的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领域科

目［２３］。同时为降低留学生的经济压力，还提供每

年数十万的奖学金资助和生活补贴，以期吸引更

多留学生就读。

２增加长短期国外大学交流项目
为促进日本学生的国际性发展，东京大学创

设交换留学制度，为期一学年或一学期的交换留

学计划，通过申请、书面考试和面试等审查进行

选拔。东京大学设定交流协定目标，计划派遣日

本学生去国外大学进修和接受国外留学生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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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分别从２０１３年的０８％和０９％提升至２０２３
年的４９％。截至 ２０１９年，该计划的国外合作院
校扩展到６４所，参与交流的学生人数也从２０１４年
的３７人增长至４２２人，且多为本科阶段项目，旨
在帮助学生从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起就形成国际视

野［２４］。除上述交换留学项目以外，还通过国际研

究型联合会 （ＩＡＲＵ）在暑假或寒假实施国际短期
访学项目。

３加大面向国外留学生的宣传
为增加留学生人数，提升国际化水平，东京

大学不但参与世界各国举办的留学博览会，同时

还在北京、新德里等世界各地举办东京大学招生

论坛进行留学宣传，并将招生条件与各国学业选

拔考试成绩接轨，以中国为例，学生可用高考分

数作为留学申请的依据之一，东京大学留学生数

量显著增长，留学生来源地也日益多样化。

（二）增加外籍教师数量和国际学术交流

东京大学计划在十年内大幅度增加外籍教师

及拥有国外学位的日籍教师比例，预期将由此前

的１８４％提升至２０２３年的４０％，同时采用弹性薪
资待遇和优惠政策，提供合适的晋升空间与足够

的员工公寓，并鼓励邀请国外的知名学者担任客

座教授或审查委员。从东京大学公布的数据来看，

２０１５年全校全职教职工共 ７８３２人，兼职教职工
２６９４人，另外全职外籍教师为 １３０人，且多以亚
洲国家国籍为主，兼职外籍教师４２１人，全职外籍
教师人数仅占全体教职工数的１６５％，即使包含
兼职外籍教师，也仅占全校教职工的 ５２３％，与
东京大学国际化发展的预期规划相距较远。实施

“全球顶级大学创建计划”国际化战略以来，２０１９
年全职外籍教师人数增加到１６５人，兼职外籍教师
增加到４８２人，但外籍教师占全体教职员工的比例

相对于五年前仅仅提升约１％，因此东京大学在外
籍教师引进方面仍未有较大起色，影响其国际化

发展的进程［２５］。

其次，大幅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数量和层次，

东京大学对欲赴国外大学进修的教师和来校进修

的外籍研究者提供奖学金和研究经费方面的补助。

东京大学学术研究访学数据 （图 ６）显示，２０１４
年共向国外派遣访问学者１１４６９人，接受国外访问
学者３７３１人，共计１５２００人，而到计划实施五年
后的２０１８年，共派出访问学者１１２７０人，接受国
外访问学者５０６９人，共计１６３３９人，可见东京大
学在吸引国外学者提升国际化方面有了较大进展，

但派出交流学者方面增长缓慢，仍需提升［２６］。

最后，从对国外交流项目的学生指导相关统

计数据来看，２０１８年东京大学共接收国外大学交
换生１３２人，其中硕士阶段 ７８人，博士阶段 ５４
人，另外向国外派出的日本学生共计６０人，其中
硕士阶段２人，博士阶段５８人。可见在派出交换
生方面，东京大学的学生前往国外大学交流多以

博士生为主，硕士生人数极少。此外，前往国外大

学进行交流的院系以理学工学类为主，而接收国外

大学交流的院系也多为信息科学类专业，因此应当

尽量平衡各院系国际化水平，对接收和派出交流生

较少的院系提供相应的优惠措施和政策倾斜［２７］。

（三）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构建全球性研究

平台

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东京大学加强与国外

大学的交流协作，合作举办国际会议，学术合作

高校增加至近百所。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危机，东

京大学参加了研究型大学国际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与北京大学、剑
桥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图６　东京大学研究者访学交流状况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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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每年举办国际会议之外，还加强全方位的共同

研究、学生交流课程和人才流动。同时，加强与

联合国相关机构、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的合

作，在学术领域建立起全球性联合研究平台，与

世界多国高校共同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性视野的

精英人才。另外，东京大学同时也参与多项地区

性大学合作项目，包括环太平洋大学联盟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ｉ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和东亚研究
型大学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等组织，针对亚太地区的重要议题进
行教育研究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尤其是学术和文

化传统相似的东亚地区的大学交流。总而言之，

东京大学的国际合作主要通过地区合作和全球合

作，与世界多国的大学建立合作交流模式，通过

每年的会议和论坛开展交流活动，借以提升彼此

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２９］。

（四）创设国际卓越研究生院项目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动态和局势下，为解决全

球化带来的危机与挑战，世界各地具有不同价值

观念的人必须尊重相互差异，合作进行创造性的

研究工作。因此，东京大学为推进各领域及不同

文化的积极对话和协作，培养能够应对全球性社

会问题的高级人才，创设了国际卓越研究生院项

目 （Ｗｏｒｌｄ－ｌｅａｄ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ｙ：
ＷＩＮＧＳ），旨在追求文理科所有领域的教育研究均
达到世界顶级水平，通过各学术领域的合作，形

成独创性的研究领域，从而形成 “卓越性和多样

性的连环”，并以此作为东京大学教育研究的基本

驱动力。截至２０１９年，东京大学创设了１６个相关
项目，并预计在２０２０年开展２０个左右的国际卓越
研究生院教育项目，不仅从日本国内，而且从世

界各国聘请优秀人才，将各领域各学科知名学者

和活跃教师集中起来，超越自身隶属的学院或研

究所，聚集在一个项目上开展教育活动［３０］。

五、结语

自从日本实施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战

略——— “顶级全球大学创建计划”以来，其重要

意义和价值不断显现。在全球化趋势不断推进的

当下，各国高等教育机构加强合作与交流是实现

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学生

交流加深了日本青年学生与世界各国学生的相互

了解，借助研究合作促进了跨国性问题的解决和

学术繁荣。此外也有部分日本学者指出，该计划

一方面要求提高日本高校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地

位，另一方面则要求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国际教育

的质量，这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直接关系，应当

更加注重教学与研究质量的提升，从而以此实现

排名中位次的提升，计划不应该将提升排名作为

其首要目标。尽管日本国内对于 “顶级全球大学

创建计划”仍存在着争端和批判，但迄今为止该

计划仍取得可观的成效和进展，因此在 “顶级全

球大学创建计划”之后，还有 “大学的世界展开

力强化事业”等计划接续实施和开展，日本高等

教育国际化的战略仍将继续推进，其前景看起来

仍是良好向上发展的态势［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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