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終身教職制導致美國高等教育越來越不國際化 

 

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 

 

美國各大學的主管都很關注全球事務，積極招收國際學生，也忙

著與世界各國的學術機構簽合作協議，不斷強調校園國際化的觀點。

但美國高等教育真的越來越國際化，還是反而越來越愈狹隘化？值得

探討。 

根據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發行的 Seeing the World: How U.S. 

Universities Make Knowledge in a Global Era這本書指出，答案恐怕是

後者。美國大學的獎勵結構（Reward structures），讓原本應該具備國

際觀點的教授，尤其社會科學領域方面的學者，只關注本國的可能性

大增。該書作者為史丹福大學教授 Mitchell L. Stevens 及美國大學

（American University）教授 Cynthia Miller-Idriss，還有社會科學研究

委員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理事長 Seteney Shami，

他們的書集結一系列與社會科學學科領域學者們的採訪。 

以下是前 2位作者以電子件回復有關大學國際化的提問： 

Ｑ：大學校長們常談論有關全球化觀點或國際化，然而，你的書

建議高等教育領域具有明確的美國焦點。這是為什麼？ 

Ａ：毫無疑問，美國的大學正在追逐全球的客戶和贊助，但是我

們發現，這些全球野心常常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不相稱，他們往往

對國際研究感到躊躇不前。美國所有與社會科學相關的書、期刊發行

及聘任教授的委員會，都只對主題是以北美或西歐為範圍的研究感興

趣，因為 20 世紀世界舞台的主導重心幾乎都集中在這個區域，擁有

最獨特的世紀遺產，這些地區毫無疑問在世界舞台上佔據統治地位。 

Ｑ：據你的觀察，有某些領域在擁抱國際化視野有較為出色的例

子嗎？ 

Ａ：沒有較好或較差，只有面向不同的差別而已。經濟學家常一

口咬定，經濟以數據解釋的模式可以超越過文化背景，例如不必了解

語言文化，該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模式所顯現的涵意，就可以清楚的

掌握到，但事實上卻非如此。傳統的政治科學是著重於以比較分析的

方式來認識當地國的特殊狀況，但科技化的時代來臨，區域專門知識

已被認為次於方法論的專門知識，政治科學家大量運用定量研究方法

來分析，已不再突顯國際化的需求了。而社會科學算是 3個科學中最



 

 

狹隘的，大學社會科學部門的主任也坦白表示，他們常會直接了當的

勸退那些想從事國際研究的學生，因為研究主題若與美國無關，將來

畢業出來，就業市場或教職都難求得一席之位。 

Ｑ：為什麼終身教職制有鼓勵美國研究者專注於自己國家的作

用？ 

Ａ：終身教職被任用的過程主要由專業來衡量。學者們必須通過

學科刊物、大學出版社和會議上的出版物和演講來獲得可識別的學科

成就。外部評論者主要甚至完全來自同一學科。而且因為這些專業只

看重他們自己的理論抽象描敘，所以語境知識就會失重要性。這不僅

是美國/國家對照全球知識的問題，而且是只看重對專用於特定問題

或背景知識的價值。 

Ｑ：以美國優先的趨勢，會傷害到美國的高等教育？ 

Ａ：沒錯，長期看來的確會如此。因為樹立具世界名聲和威望的

大學學府競爭非常激烈，學者們需要有更多機會，將知識的影響遍及

非美國地區的世界各地。相信那些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們都會有相同的

危機感，意識到若長期專注於民族優越的研究主題，難免會傷害到他

們的學術的地位。但就短期而言，還沒有多大的問題，因為目前世界

各地仍然深信不疑美國是創造世界學術的領先者。 

Ｑ：美國提倡美國優先，英國脫離歐盟，全球各地都有民族主義

抬頭的趨勢，似乎世界有轉回頭的現象，對美國的研究人員有何影

響？ 

Ａ：這個重要但很少被意識到的因素就是冷戰結束。在 1945 年

至 1989 年間，美國聯邦政府和國家科學院的領導人很大程度上相信

共產主義對曾經被稱為西方的國家構成了一種存在的威脅。資本主義

的全球崛起，以及中國、印度、巴西等經濟強國穩步而起，已經顛覆

了古老的善與惡的區分，無論結果是好是壞，20 世紀下半葉學術贊

助已被大量的運用，實現全球化是大家都想要的，但沒有清晰明顯的

脈絡可循，也沒有重心點，但沒有人確定需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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