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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世界大學排名，印度憂喜參半，自 2012 年來首度沒有在前

300名，但進入排名的學校從去年 49所增加到 56所。 

印度表現最亮眼的是成立不久的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羅波爾(Ropar)分校，首次進入前 350名，表現與位於

班加羅爾的印度科學院(IISc)一樣頂尖。這次英國時報世界大學 2020

年排名，印度共有 6所印度大學進入世界 500強，比去年的 5所進步

一點。牛津大學則連續第 4年保持領先地位。 

參與排名的 92個國家 1,300所大學中，印度大學數量占第 5名，

首次參加的 10所印度大學也進入排行。印度科學院(IISc)今年因學術

引用分數、研究環境和技轉收入下降，從 251-300 名下降到 301-500

名，然而，仍是印度所有大學研究機構中排名最好的。 

英國時報資深編輯艾莉博思韋爾(Ellie Bothwell)說：「印度在全

球高等教育領域有巨大的潛力，因為印度的青年人口和經濟迅速增

長，並且使用英語教學，可惜今年沒有學校在排名前 300名中。印度

政府雄心勃勃希望提高頂尖大學的全球地位，以吸引外國學生、學者

和研究人員。現在，印度需要以更大的投資來達成這個目標，以增加

全球競爭力，特別是來自亞洲其他地區的競爭。」 

依據英國時報，印度表現好的大學通常是在教學環境和產業收入

方面得分較高，相對的，表現差的學校，則在國際化方面表現較差。

除了印度科學院(IISc)，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印度理工學院卡拉

普爾分校和國立伊斯蘭大學都有進步。目前在亞洲，則以中國包辦前

兩名，清華大學排名第 23名，北京大學排名第 2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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