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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到来、高考
临近之际，中国高校圈
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
事情：知名学府中国人
民大学，从今年开始不
再参与世界大学排名，
也不会向国际大学排名
机构提供相关数据。

中 国 官 媒 央 广 网
从多个权威信源处证实
上述消息。消息人士中
包括一名人民大学的领
导。知情人士说：“中
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退出
所 谓 的 ‘ 国 际 大 学 排
名 ’ ， 反 映 了 中 国 大
学、中国教育、中国文
化的自主性和勇气”。

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人民大学并非第一家
主动退出世界大学排名
的高等学府。此前，在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4月15日发布的《中
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
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
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中 ， 南 京 大 学 校 方 明
确，在《南京大学“十
四五”规划》和《南京
大学“双一流”建设高
校整体建设方案》编制
中，学校发展和学科建
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
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另外，兰州大学一
名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则表示，该校未参加过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
学排名，“之前泰晤士
曾专门联系学校，最终
决定不参加。QS之前联
系学校时，报过一年数
据，后来应该没有再跟
进。”

中国的顶尖，世界

的第600
中国人民大学是为

中国民众熟知的顶尖学
府，在中国高校中属于
第一梯队，每年高考录
取 分 数 线 均 在 6 6 0 分 以
上，只录取极其顶尖的
学子。然而这么一所大
学，却屡屡在国际排名
中遭遇滑铁卢。

国际有影响力的高
教领域排行榜包括，英
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行
榜、英国QS世界大学排
行榜、《美国新闻与世
界报道》世界大学排行
榜。作为中国家喻户晓
的知名高校，中国人民
大学2021至2022年度在
这三个排行榜上的平均
排名仅为600名，甚至低
于中国一些“双非”（
非985、非211）学校。

 
苏 州 大 学 教 育 科

学研究院院长周川评论
说，国际排行榜大都偏
重理工科，对于中国两
类高校并不友好，一是
以文科为主打的高校，
二是行业院校。

人 民 大 学 评 估 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
说，高校看不到文科专
业国际排名的希望，成
为近年来高校对人文社
会科学专业大量裁撤的
原因之一。不少媒体引
述专家的观点评论说，
中国大学固有的排名思
维，对教育生态非常不
利。排名从某种程度上
讲，决定着大学的“江
湖地位”，直接影响学
生 的 报 考 、 教 师 的 招
聘、资源分配、社会影
响力，导致一些高校围
绕排名开展工作，丧失
了办学的初心。国际大
学的排名有失公允，也
不契合中国的国情。

在一众指责国际排

名有失偏颇的文章中，
央广网评论说：“淡化
国 际 排 名 已 成 大 势 所
趋、民心所向。”

文章写道：“建设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
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
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
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
走 出 一 条 建 设 中 国 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
路。”

 
习近平在“五四青

年节”前考察人民大学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央广网的这段评论引述
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的话。在人民大学宣
布退出世界排名前不久
的 4 月 2 5 日 ， 习 近 平 到
人民大学考察。他当时
强调：“为谁培养人、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
问题。

习 近 平 说 ， 人 民
大学从陕北公学成立之
初 ， 就 鲜 明 提 出 要 培
养“革命的先锋队”，
到现在始终不变的是“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希望人民大学传承红
色基因，让听党话、跟
党走的信念成为师生的
自觉追求。

在陪同习近平考察
的队伍中，有人民大学
的党委书记张东刚、校
长刘伟。打开中国人民
大学的官方网站，首先
看到的是习近平考察时
的照片。这些照片占据
整个网页，不断切换。
首页开辟出名为“热烈
反响”的栏目，专门刊
登大学师生对习近平考
察的评论。 

虽然中国领导人在
以往的考察中也强调“

中国特色”，但是同样
强 调 和 世 界 教 育 的 融
入。习近平在2014年考
察北京大学时就说：“
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
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
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
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从“吸收世界上先进的
办学治学经验”到“不
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
葫芦”，可以看出中国
最高领导人对于国外办
学经验的态度转变。有
分析认为，这种转变或
许是促使人民大学拒绝
国际排名的动力之一。

回归自我还是与世
界脱钩？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双一流）
是中国自2015年开始实
施的高等教育政策，目
标是在21世纪中叶建成
高等教育强国。

《人民日报》当年
刊文说，中国现代意义
上的大学仅有100多年的
历史。西方国家的一些
思想意识、西方大学的
一些办学模式乃至教育
观、人才观和价值观，
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大学
产生影响和冲击。在这
样的背景下，“要办什
么样的大学”和“如何
办 这 样 的 大 学 ” ， 是
必须回答好的问题。时
至今日，这个问题似乎
依旧困扰着中国高等教
育。

中国媒体不约而同
地将高校的浮躁和“唯

排名”挂钩，批评国际
排名的不公平，支持不
参加，“一流大学不是
排名排出来的，而是建
设出来的”。

对 于 中 国 人 民 大
学、南京大学、兰州大
学这几所大学的决定，
虽然有中国网民为之叫
好，但与此同时，也有
不少网民流露出对中国
高校会“关起门来自己
玩 ” 的 担 忧 。 有 网 民
留言说：“你看看这学
术环境，自己搞只会更
糟。”“嘴上说要建设
双一流大学，现实中默
默退出世界大学排名？
我看不懂。”“玩不过
别人就不玩了，也是个
办法。”更有人直言，
退出国际排名是闭门造
车和倒退。这其实更多
是反映了，在近年外部
环境渐渐严峻之下，中
国社会上部分人对于国
家与世界脱钩趋势的关
注。

世 界 大 学 排 名 的
本质，本就是某一家机
构，根据自己确定的指
标，对大学进行打分排
名的结果。大学可以用
来作为评估、反思自身
的参照，从中分析办学
的进展，存在的不足与
问题，同时也是可以提
升学校声誉、获取办学
资源的有利手段。中国
高校要成为一流学府，
要避免的是被追名逐利
自我绑架，而是在世界
高等教育的坐标系中寻
找自己的定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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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察：
对世界排名说不的中国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