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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哥院士 

北京大学校长 

 

 

尊敬的首尔国立大学校长吴然天教授， 

尊敬的东京大学校长滨田纯一教授， 

尊敬的河内国立大学校长冯春雅教授， 

各位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届东亚四国大学校长论坛。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向此

次会议主办方——首尔国立大学所付出的辛劳工作表示感谢！并感谢东京大学、越南河内国家大学

一直以来的参与和贡献。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21 世纪大学的文化社会责任”。我想从文化的角度尝试性地探讨

大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阐释大学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文明和文化发展等方面所应该

肩负的历史责任。我的演讲主要将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东方文化与亚洲大学，第二，在全

球化背景下 21 世纪大学所应该肩负使命和责任，第三，与各位一起分享北大的经验和做法。 

 

一、东方文化与亚洲的大学 

 

东亚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然而，在过去的 150 年里，由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共同创造

的古代东方学术传统和教育体系同时受到了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大部分东亚和东南亚国

家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纷纷引进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教育制度，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新型大学，

如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河内国立大学等。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大学不断传播、研

习西方知识，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促进了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了国家现代化。但当亚洲

各国根据西方理念和模式建立新型大学的时候，传统的东方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发生了一些矛



盾，甚至出现了冲突。中国现代大学是西方文化模式的“舶来品”与本国民族文化结合的产物。其

他亚洲各国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亚洲大学植根于东方文化土壤之中，不可避免地刻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的烙印。儒家文化博大精

深，在历史上曾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全球知识经济的

时代，我们仍然需要反复叩问：东方文化和儒家传统是否还有价值？是否值得尊重和被挖掘，它对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否仍然可以作出贡献？如果答案是可能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21 世纪的亚

洲大学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文化和学术影响力，肩负怎样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二、全球化与 21 世纪大学使命和文化责任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人类社会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其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化。正是基

于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压力和挑战，大学的使命变得更加多样化，大学职能继续不断扩展。1996

年 UNESCO 出版的《学习：财富蕴藏其中》（learning :treasury in it）就明确指出：除了传统

的大学职能之外，“国际交流与合作将作为现代大学新的职能不断拓展”。因此，面对 21 世纪国

际形势和环境的新变化，我们认为，大学还应该被赋予另外一项新职能，即促进国际理解与文化繁

荣。这应该被视为是 21 世纪大学新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种种迹象表明，在当今全球经济融合和多元文化相互碰撞时代，文化交流和文化之间的理解成

为一个摆在世界各国面前重要的课题。各国在寻求化解不同文明之间冲突之路时，都将目光锁定在

作为文化机构存在的大学。在这种情况下，“促进国际理解与文化繁荣”已经成为摆在大学面前的

一项紧迫的任务，是一项新的大学职能，也是 21 世纪大学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亚洲大学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

教育所表现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区域化。由于便利的交通和文化上天然的内在联系,使区域间学术

人员和知识流动变得更加现实和可能。但是也必须看到，尽管亚洲各国之间经济和贸易上具有较高

的依赖性，文化上有天然的互补性和联系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不存在纠

纷，对立，甚至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的大学更应该明确自己的文化社会责任，通过文化、教

育交流，增强民间互信，理解和尊重。这也是时代赋予亚洲大学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三、北京大学促进文化和学术交流发展的实践 

 

最后，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谈一谈北京大学的国际化，以及促进学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

旨在与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经验，并希望得到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第一，努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的大学，不断扩大北京大学的全球影响力。1998 年，

中国政府适时启动“世界一流大学”（World Class University）建设工程——985 项目。北京大

学是最早被列入国家项目资助的高等院校。过去 10 多年以来，北京大学一直致力于推进教学、科

研与大学管理等全方位的国际化，积极争取与全球知名大学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缩短与世界著名

大学之间的差距。目前，北大已经与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起良

好的合作关系；并参加了包括“东亚四国大学校长论坛”（BESETOHA）、“研究型大学组织”（IARU）

在内的许多国际性大学组织。我们还将争取继续吸引世界一流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实施高水平的

国际高端教育项目，如“顶尖伙伴”计划、“世界名校科技园”项目，力争与世界名校及著名科研

机构建立起更多实质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努力发挥比较优势，将北京大学打造成促进世界文明和文化交流的对话平台。由于历史

和人文传统等因素，北京大学被赋予了较多的社会责任和国家使命，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为国家服

务的大学”。北大每年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国家政府首脑、商界精英和宗教领袖，帮助政府搭

建人文交流平台，如中美、中英、中欧等人文交流机制。自 2004 年起，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

下，北京大学主办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盛会“北京论坛”。本论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 10 年，

取得了诸多重要的学术交流成果，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誉为“大学教育促进世界和平和文化

交流的典范。” 

 

第三，重视促进人员之间的国际流动，力争将北大建设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教育中心。近年来，

北大一直大力推进招收和培养高水平留学生工作，启动了“留学北大”计划，计划到 2020 年将攻

读学位的国际学生的在校生比例增加到 20%，不断吸引更多优秀青年学子到北大留学，为本地区乃

至全球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高水平人才。 

 

各位同仁，全球化对各国大学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全球化需要拥有更加开放的国际视野和

全球观念，我们彼此之间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舞台上不仅需要竞争关系，更需要合作，这将是一种

“双赢”的国际合作关系。北京大学愿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加强与包括首尔国立大学、东京大



学、河内国立大学在内的世界各国研究型大学，开展广泛，实质性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世界文化理

解与繁荣，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我相信，在我们四校的共同努力下，东亚四国大学校长论坛会更加稳健地发展，会为我们东亚

地区大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创造更多的机遇、产出更多的成果！ 

最后，祝愿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