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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OECD展望:高等教育至2030(第2卷)(全球化)》从学生流动、教师流动和机构流动三个层面探讨了跨
境高等教育问题，并着重分析了学术研究的跨境流动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例如高等
教育规模、财政、治理和质量保证等，也特别讨论了准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中的运用问题。主要内容
包括全球国家和机构的新图景；跨境高等教育：趋势与前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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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是在最近几年，美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方式来招收国际学生。此外，教育机构也开始对外开放
或是提供海外课程，这也就使得本国公民无需离开本土就可到国外教育机构进行注册学习。一些国家
的高等教育机构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以及东道国实行的政策都促进了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OECD
，2004a）。　　近来，一些经合组织出版物（2004a，2004b，2006，2007，2008b）详尽呈现和分析了
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及其政治问题，公布了关于学生国际流动的统计数据，并经常更新
（OECD，2009a）。在突出强调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及四个主要的国际化策略后，本章通过
三种模式来探讨国际高等教育的前景。本文认为，国际高等教育的流动性可能会继续加大。除此之外
，也探讨了不同国际化策略的变迁，尤其详细探讨了其中的共同点。2.2跨境高等教育的趋势　　国际
高等教育的主要趋势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即增长性和多样化。国外教育机构中外国学生人数的增加
或是出国学习人数的增长；新的国际流动方式的出现使得国际教育日益多样化。本书在描述这两个主
要趋势的同时，也强调国际高等教育的最新发展变化。国际学生流动的趋势　　国际间学生流动是跨
境高等教育的一个主要形式。2007年，世界上共有300万留学生，也就是说，2007年，外国学生的数量
几乎是30年前的3倍1。经合组织国家拥有世界上85%的外国学生，即250万。然而，2007年，经合地
区2/3（67%）的外国学生是来自非经合成员国家。这两个数据在上个年代一直都没什么变化。1998年
至2007年，高等教育国际流动学生的百分比是稳定的，约占世界高等教育学生数量的1.8%（Unesco
，2009）。尽管如此，大多数流动学生在一个经合组织国家中学习，但整个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慢。过去几年，经合组织国家教育系统中国际和外国学生的比例增长很快，几乎是
成倍增长，每个国家一般从4.5%增至8.7%（见图2.1和图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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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跨国界知识、人和金融流动的不断发展推进了全球的合作与竞争。这些全球化效应日益影响着高
等教育。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未来高等教育的景象又会如何？全球化会给高等教育带来怎样的挑战
和机遇？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应如何应对未来的变化，并从中获益？　　本书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
方法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上述重要问题。本书从学生流动、教师流动和机构流动三个层面探讨了跨境高
等教育问题，并着重分析了学术研究的跨境流动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例如高等教育
规模、财政、治理和质量保证等，也特别讨论了准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中的运用问题。本书涵盖了大
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以及许多非经合组织国家，让读者有机会更多了解中国、印度的高等教育和欧洲高
等教育合作。　　《高等教育至2030年（第二卷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决策者、高等教育机构管理者
、学者、研究人员以及所有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而言，都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本书是《高
等教育至2030年》系列丛书的第二卷，前瞻地分析了当代各种趋势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第一卷主
要考察人口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第三卷则主要探讨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第四卷，也即最后一卷，
将主要探讨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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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学生翻的
2、太多折痕，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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