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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的原因 

一世紀以前主要的國際化原因是歐洲大學的學者互相交換知識

激發智慧的殿堂，不斷的擴大、增長。當時主要的擴張動機是網羅

世界各地的資源，而今原因變得更為複雜。 

學者在 1998 年的研究發現西方大學在中世紀以後有以下的演

進：「教育扮演著一個國家的行政經濟利益角色，成為一國的發展重

心以及國際角色認同，教育學者從一個外來者變成公民…然而，二

十世紀的後 50 年，我們發現這種趨勢傾向成為另一種跨國間的合作

與交流。」 

中古世紀（約西元 1600 年間）高等教育為一種國家稱霸世界的

手段，二十世紀後則變成國際間資源交流與整合的角色，而今，兩

者的重要性既無衝突，更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相輔相成的途

徑。 

雙重挑戰 

高等教育面臨著雙重挑戰：全球化與在地化同時並進。然而有

些學者則擔心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是否意味著將高等教育分級？施行

全球化的學術機構自比金字塔的頂端，而其他著重在地化的學術機

構則被貶為二級教育？我們認為這項雙重挑戰不應得到一個非黑即

白的答案，而應試圖在兩者間找到平衡。 

許多人很自然的會將全球化與在地化視為一種全有全無的遊

戲。舉例來說，一個當地的學校，其教室的座位如果分配給一個國

際學生則表示其學校裡少了一個給當地學生的座位。這是一種非常

自然的想法。然而，若運用國際化的資源整合及交流的概念，則可

以彌補這個損失，包括人力資源以及智慧財產方面。相對於全有或

全無，兩者相輔相成才是解決之道。 

許多例子證實高等教育必須成為知識與新發明的最前線，才得

以影響及推動在地的發展。環境與疾病的傳染；全球化經濟體系、

市場、及其重新分配…國際化高等教育需要降低其門檻讓學生及教

職員工更容易跨入其領域，並且需敞開其大門對全世界網羅人才。 

無可避免的，敞開大門、降低門檻會帶來一些優勢並且造成某

種程度上的資源重組，因此其所造成的衝突也考驗著領導者的胸



 

懷。馬吉森(2010)指出，這項利益固然很好，但對於教育機構來說

好處為何呢？我們為何要替公眾利益買單？種種現象指出高等教育

國際化的過程容易引起高等教育本身被降低層次的感受。因此，誰

願意付錢，以及付多少錢成為這個議題中的焦點，尤其中國大陸和

印度正面臨國家經濟發展的崛起階段，有更多人願意付更多的錢來

投資自己。許多社會的菁英、智慧及才華也將匯集於頂尖的學術機

構。 

四項動機與原因 

珍․耐特(Jane Knight)與漢斯․得威特(Hans de Wit)將當代高

等教育國際化的動機與原因歸納出四項要點： 

 學術方面—跨越國籍疆界尋找真理及知識 

 社會文化方面—跨越種族文化疆界尋找相互的諒解 

 政治方面—維持與擴張國際影響力 

 經濟方面—增進國際競爭力以及擴張國際經濟貿易市場 

每一個要點都可以協助另一個要點承先啟後。雖然漢斯․得威

特本人並沒有下此結論，但我們可以從一些例子中找到蛛絲馬跡：

例如，知識本身除了可以獲得對其他社會文化更深的瞭解之外，也

可以應用在其他社會文化脈絡中，像是找到某種疾病的治療方法

等。漢斯․得威特提到，全面國際化的動機非常的複雜，而其結果

也非常不容易預測，但高度的國際化不僅可以挑戰、或更加確認一

個人對一地的認同度，而參與國際化不僅可以提供在地以及國際的

競爭力，也能更強化高等教育學術機構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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