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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份由 Sir Gareth Roberts提出的高等教育資金新案建議，三分之一的英

國大學(主要是科技大學)，應該抽離於研究資金的評估過程，而那些以研究為主

的大學如牛津、劍橋、倫大帝國學院則應該嚴格審查。很多高等教育機構擔心這

項計畫將會產生雙軌制度，造成非菁英機構最後會只強調教學。這種將研究資金

侷限於少數機構，將會崩解原有的單軌制度。大學教師協會主秘書杭特(Sally 

Hunt)說：「此計畫可能將發展成一種厚顏無恥的雙軌結構，使得名校聯盟得以累

積雄厚研究資金，以發展他們自己的機構。這個資金補助新途徑是政府對高等教

育做出最具摧毀性的一件事」。英國高等教育四個資金團體委任這項研究，但尚

未批准其資金。 

在舊有系統之下，最好的系所可以得到五顆星等，最差的系所為一顆星等。

大學能否獲得十億英鎊補助，視其系所得到的分數而定，因此有些大學擔心變成

教學為主的機構。在新制度下，則未來每位研究者都會被評鑑，最高被頒予三顆

星等級，此等級代表國際級學者，每個星等補助若干金額，但隨著學科而有所不

同。例如獲得三顆星的學者，屬臨床醫學方面將比英國文學或歷史系同樣等級的

學者獲得更多的金額補助。如果大學在某個領域無法達到所要求的標準，仍可以

進入預算談判，但是在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表現之前，是無法獲得任何資金。關

於這項方案，很多非研究為主的高等教育學院表示，他們不希望被評鑑系統排除

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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