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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全球化似乎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现象。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一种流动的现代性
——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资金、知识、技术、价值观、思想以及信息跨国界和跨时间的流
动，这种流动反映了各国之间与日俱增的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特征。通过“时空压缩”、“远距离操纵
”、“即时互动”等途径，全球化不断地整合与分化着全球的各种力量和利益关系。它给我们带来各
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相互联系的同时，也凸显了霸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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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全球化理论与政策》以英国高等教育为轴心，探讨了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高等院校的组织
和政策发展状况。作者强调英联邦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贡献，以及欧盟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日益重要
的作用，并从超国家的视角，展望了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全球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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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皮特·斯科特（Peter Scott），金斯敦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教育学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负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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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时间和空间的当代转换　　在世界上，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玛格丽特·撒切尔
　　当前，许多研究文献都讨论了人类主体性（human subject）消亡的问题。众多理论和学科对人类
作为世界主体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同时对人类创造并维持其独特生活方式的能力提出了质疑。这方面
的论述包括：后结构主义者对主体之死的分析；人类学家对“人机合体”文化（cyborg culture）的质
疑；对医学修复术（prosthetic technologies）意义的解析；对物质客体发展状况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
；将社会学中“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社会科学对日益严
重的废弃物威胁环境及人类的关注；由时间和空间引发的局部影响的分析；社会学对肉体与精神双重
概念的攻击；后现代学派对人。类救赎元叙述（meta—narratives）的批判；还有对近来人类社会混乱
状况及社会复杂性理论意义的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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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皮特·斯科特的《高等教育全球化：理论与政策》为我们揭示出：　　全球化的多样性、模糊性
和易变性意味着无论是肇兴于旧殖民时代由帝国主义推动的大学国际化，还是缘起于由“客观性”科
学的普遍主义所张扬的大学国际化，都恐怕将在全球化激进的世界秩序重组过程中，被瓦解、被湮没
，而新的全球性知识机构——全球性大学会是什么，是少数世界性大学？是现有的大学组成网络？还
是看不到实体的“虚拟”大学？抑或是上述几种形式的共存？我们现在尚无法把握，但我们恐怕不得
不去考虑应对。　　值得深思的是，金融危机无疑印证了本书关于人类世界越发具有不确定性的观点
，但同时，又让我们警醒：对于高等教育全球化，也许我们要更多一份忧思，而不是一味的热捧！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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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2、富有思想性和理论性，不少名家深入思考后之作，有启发。
3、内容杂乱，不想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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