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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北京论坛8月24日教育分论坛综述：国际视野中的教育与人类发展

[ 作者 ] 蓝燕玲 

[ 单位 ] 北京大学新闻中心 

[ 摘要 ] 2004年8月24日上午，中心议题为“国际视野中的教育与人类发展”的首届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美

国、加拿大、德国、以色列、蒙古、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主题发言。教育分

论坛为期两天，共安排了19个专题发言，分6场进行。 

[ 关键词 ] 教育分论坛;国际视野;教育;人类发展

       “教育私营化”、“留学生教育政策”、“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就业的影响”、“亚太地区的教育合作”、“对世界一流大学的

思考与建设”、“高等教育‘依附理论’的反思”， 一系列国际高等教育界的热点、前沿问题在首届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上被热烈地讨

论着。  2004年8月24日上午，中心议题为“国际视野中的教育与人类发展”的首届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美

国、加拿大、德国、以色列、蒙古、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主题发言。教育分

论坛为期两天，共安排了19个专题发言，分6场进行。  24日上午的第一场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陈学飞教授主持。哥伦比亚大

学教育学院的Henry. M. Levin教授首先发言，题为《教育私营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中国教育具有近二十年研究兴趣和经验Levin教授

针对现今中国教育需求增加以及公共教育资源不足的现实国情，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更多私立中学的可行性。他从选择、效率、平等、和社

会整合四个标准对中国中学教育私营化进行了利与弊的评估，并建议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来调整国家的教育政策去逐渐适应中国私营教育发

展的需要。  第二位发言的是陈学飞教授，他论述了中国大陆公派留学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成效。随后发言的德国Kassel 大学高等教育与

就业研究中心Barbara. M.Kehm教授也发表了主题为“国家学生流动对人类发展和全球化的贡献”的报告。两个发言的结合清楚地展示了

在中国和欧洲国家，留学与其他形式学生流动对学生自身发展与教育合作的贡献。  上午的第二场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善迈教授主

持。从以色列来的Adrian Ziderman教授首先采用亚洲五国的实证个案分析论述了自己对学生贷款计划的评价。接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

丁小浩教授做了题为“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工作找寻的影响”的报告。本报告建立在对中国7个省市16000的应届高校所作

“高校毕业生择业行为和意愿调查问卷”的分析上，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维度考察了就业影响因素究竟是怎样。在中国高等教育迅

猛扩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今天，这个问题的提出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

本”的概念界定，对于高校学生的就业指导，学者们又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4日下午的论坛也有两场。第一场主要的议题是亚太地

区的教育合作和现状。首先，由北京大学的马万华教授和来自夏威夷大学的杨济华教授分别做了《亚太地区大学联盟国际化问题研究》和

《关于成立地区教育委员会的提议》的报告。马教授阐明了亚太地区教育合作的国际化实践与问题，而杨教授更是为亚太教育合作确实提

出了建立委员会的提议和实施手段。此外，来自柬埔寨和越南的两位教育学者分别介绍了“东亚教育”和“越南高等教育的创新”，让与

会者对东亚国家的教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下午第二场的讨论可谓高潮迭起。首先是清华大学的王孙禹教授做了《从“西学东渐”到一

流大学建设》的主题发言，以清华大学为例展示了中国在一流大学建设中的思考和实践。接着，来自多伦多大学的Daniel. W. Lang 教授却

对“一流大学”的提法有了新观点。他指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其实是多样化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人能作为大学等级的仲

裁者。并且关于大学的排名，不同群体也是此阿用有不同的衡量尺度，所以现在的大学排名存在着许多不科学的地方。作为多伦多大学资

深的教育管理学者，Lang教授指出了现今在追逐“世界一流大学“，讲求“高校排名”浪潮中的一些错误倾向。  中国高等教育届元老潘

懋元先生作为本场的最后一个发言者，提出了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学科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避免在“西方中心主

义”，避免主体性意识的丧失。指出在把握当前中国高等实际的同时，必须要对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时代环境有深切的认识。高等教育研

究要走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自主创新之路，避免在全球化中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教育分论坛的研讨会还有两场，将分别围绕中国教

育事业单位改革、教师课程设计能力、人类能力培养与高等教育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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