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帶一路」推動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地位 
 

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  

 

「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於 2013 年啟動並主導的國際投資計畫，

迄今已滿 5年。原意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

計畫，投資範圍包括古絲路和海上絲路行經的東亞、中亞、西亞、印

度洋沿岸及地中海沿岸，共 65 個國家。中國以投資這些地區的基礎建

設為手段，藉由更便利快捷的陸海空交通網絡，增加國際經貿往來，

也為未來籌劃自由貿易區打下基礎。 

「一帶一路」的投資項目不單限於經濟，也包括學術研究、高等

教育及科技創新，中國希望藉此提升大陸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至世界

頂尖水準。對中國大陸學術界和高等教育而言，這是加深國際化、提

高研究品質、並促進改革的好機會。具體而言，「一帶一路」是國際

性的投資計畫，需要許多外語和商業管理人才。這個需求帶動了大學

設立更多外語和 MBA學程，以充實大陸的人才庫。在吸引外國人才方

面，中國大陸去年提供了一萬份獎學金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到

中國留學的風潮正方興未艾。有些大學甚至在海外開設分校(如廈門大

學馬來西亞分校)、成立大學聯盟(如絲綢之路大學聯盟)、或是成立合

作研究單位，這些機構將成為「一帶一路」在海外的執行中心。總體

而言，「一帶一路」有效推動了大陸學術界與高等教育的對外流動，

同時也將他國優秀人才帶進中國。 

如果大陸學術界和高等教育能因「一帶一路」的推動而改頭換

面，未來是否能在全球佔有更重要的地位？甚至取代歐美成為全球龍

頭?  

3 月 19 日在荷蘭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舉辦的「一帶一

路」與高等教育研討會中，哈佛大學教授 William Kirby 指出，中國大

陸既然有能力帶領這麼多國家的基礎建設，自然也有機會成為全球學

術界和高等教育的領導者。北京當局計畫透過『一帶一路』促成國際

科技、學術、與教育交流，以激發國內進行更多創新性研究、培養更

多國際性人才。荷蘭科學研究協會 (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執行委員會成員 Wim van den Doel認為，「一帶一



 

路」範圍內，有許多國家並不常參與全球學術研究，這個策略可以增

加中國大陸學術與高教人員和他們的接觸，形成比北美、歐洲更寬廣

的網絡，進一步成為推動進步的基石。烏特勒支大學法律經濟與管理

學系教授Marijk van der Wende指出，在英國退出歐盟、美國對國際貿

易也採取保護主義的當下，北京得到了機會取代歐美成為全球領導

者；「一帶一路」如果能成功，就有改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潛力。

事實上，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全球化也是中國大陸提升國際地位的方

法之一，當中國將學術界與高等教育透過「一帶一路」和更多國家連

結時，中國在此二領域的質量與水準將會更快速地向國際靠攏，甚至

成為世界頂尖。倫敦大學學院教育研究院的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Simon Marginson 也說，「一帶一路」將為中國大陸與合作國家帶來多

方面的變化，很難想像學術界和高等教育會自外於這個趨勢而不受影

響。比如說，中國的大學可能會在更多國家設立分校，或是這些國家

仿照中國大學的模式設立新的學校。 

亞洲國家多半歡迎中國大陸與其合作，相較之下，「一帶一路」

另一端的歐洲，態度就趨於保守。歐盟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主管研究與創新的執委 Philippe Vialatte表示，歐盟一直有

意願與中國大陸合作進行大型研究，在 2014 年啟動的歐盟科研架構

Horizon 2020計畫中，有些資金就來自中國科學技術部。隨著中方「一

帶一路」的推行，預期未來歐盟與中方的合作會更緊密，歐盟已在討

論如何建立適當的合作機制，以消弭雙方合作時可能遇到的阻礙。然

而，中國大陸與歐盟目前推動的計畫多半為單純的學術研究，其它合

作案則仍在「只聞樓梯響」的階段。 

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和高等教育一向有著濃厚的政治色彩，在重視

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的歐洲，此等「中國特色」是否能被接受仍是未

知數。雖然「一帶一路」提供了很好的合作平臺，而且歐洲與中國大

陸合作的空間也相當大，可是歐美國家對北京政府常以政治干擾學術

和教育的作風均深感不安。Dr. William Kirby認為，毛澤東推動的文化

大革命讓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遭到重大打擊，所有學校停課，大學入

學考試取消，此狀況維持了將近十年。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執政後，

不斷地加強毛澤東主義，並將共產黨思想帶入校園，也嚴重干擾了人

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研究風氣。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亞洲



 

中心主任 Frank Pieke 表示，中方對「一帶一路」的定義很模糊，甚至

連 2013 年前啟動的計畫也包括進來。由此觀之，這並不是個單純的投

資計畫；更確切地說，是個政治口號，代表著中國領導世界的時代即

將到來。 

這樣的中國，真的能夠領導全世界的學術發展和高等教育嗎? 或許

可以，但是不能用現在這種方式，畢竟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仍是人類

文明進步的基礎。歐洲和北美的學術界與高等教育機構已意識到「一

帶一路」帶給中國大陸的機會，也認同她在這二方面的潛力。但中國

大陸若想真正領導全世界的學術界和高等教育，其作風還是得先符合

普世價值觀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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