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研究學者樂意前往德國柏林與慕尼黑就職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國城市哥廷根、不來梅、波昂或康斯坦茲等極受客座研究國外學

者青睞，但若以科系來看，其名單又會再度加長德國德新社（Deutsche 

Presse Agentur）根據德國宏博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的最新資訊表示，外國研究學者對於任職德國大學城市

的排名持續以柏林和慕尼黑為首選。如同已在 2014 年與 2017 年的宏

博基金會研究報告中指出，德國首都柏林與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的排

名並駕齊驅為最受學者們喜愛的研究地點，其中以柏林自由大學獨佔

鰲頭，其次為柏林洪堡大學，然後慕尼黑大學（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位居第三；柏林工業大學暨慕尼黑工業大學則

隨後各為第四與第五順位。 

第六至第十名的德國大學各為哥廷根、不來梅、波昂、波茲坦和

康斯坦茲等大學，總共有 83 所德國高等院校被列入學者們的上榜名

單。其中康斯坦茲與其 2017 年的學者評比結果相較有了長足的超越，

該校由第 16 名大步躍昇為第 10 名，而德國最古老的獸醫專業大學 - 

漢諾威獸醫大學業已從 38 名而進入第 12 名，還有符茲堡大學由 22

名晉級為 14，雷根斯堡則自 24 名進至第 15 名。 

宏博基金會主席 Hans-Christian Pape 對此表示：「在都會型的大

學之外也有許多小型高等教育機構受到國際的矚目並且很吸引人…

此類分散式的卓越品質確實是德國學術界的強處。」 

科隆在工程科學領域遙遙領先 

根據宏博基金會的資料，每一年有超過 2000 位來自全世界的研

究學者在德國進行學術研究，應徵者可以自行選擇他們的研究計畫與

客座的德國大學，而宏博基金會則以獎學金的方式提供學者們的住宿

費用。 

在針對德國大學評比時，將會統計有多少接受宏博基金會挹注的

客座學者們在過去五年中在哪些大學進行研究。為了能夠讓大小不一

的大學間仍能作出相對性比較，因此較小部分的外國學者將與德國當

地教授形成比例值。 



 

 

Pape 主席表示冠狀病毒疫情也影響了國際性的學術交流，目前

已能觀察到造成國際合作與學術結構長期改變的移動性變化。「由此

產生挑戰，然而也帶來機會、新構想與國際性合作、交流與會晤。如

果我們荒廢了德國這塊研究與科學之地，以及忘了超越國界去思考，

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在總體排名以外也針對學術領域進行排名。科隆大學堪稱工程科

學中之翹楚，而自然科學界中的贏家屬於雷根斯堡，而柏林則是人文

科學第一把交椅。除此之外，對於大學外的研究機構也予以評鑑，根

據宏博基金會資料指出，此處勝出的馬克思‧普朗克研究院（Max-

Planck-Gesellschaft）已曾於 2017 年奪得頭籌， 其相關所屬機構有：

柏林弗里茨‧哈伯研究所、位於美因茲的普朗克研究院聚合物研究所，

以及位於杜塞道夫的普朗克鋼鐵研究所。 

根據自 2015 至 2019 年止的統計數字，一共曾有 4602 位受邀學

者透過宏博基金會而獲得一次在德國高等院校中的客座研究機會。由

於學者們能夠自行決定進行研究的單位，因此宏博基金會將這些受邀

學者們對於大學的排名評比，視為國際化交流的象徵以及受評機構的

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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