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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大学也推入类似企业500强排名 富豪榜以及流行歌曲排行榜之类的洪流，对大学可能是一个、 “ ”

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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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复一年的高考时节，“大学排行榜”再度受到人们的关注。据说，这样的大学排名信

息能够为考生与家长在决定报考志愿中提供指南与参考。于是，相关的网站与书籍生意兴隆，

各种机构竞相推出不同版本的排行榜，伴随而来的是不绝于耳的批评与反批评。争论的焦点

仍然是大学排名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利弊判断等问题。 
 
  在中国搞“大学排行榜”有没有必要？一名从事大学排名研究与推广的资深人士给出了

四个理由：首先，对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大学时，能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其次，大学排名是

一种竞争机制，能有效地促进大学的竞争；再次，排名还可以反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反

映学校存在的诸多问题；最后，可以吸引国人关注高等教育，拉近大学和公众的距离。 
 
  笔者认为，这四条必要性理由都非常牵强附会。考生在选择大学时最需要做出的判断是

两个。首先是凭借自己的考分实力可能进入什么学校，对此，各个高校历年的录取分数线是

最好的参考，完全不需要什么排行榜的指南。其次，考生要选择适合自己特色的学校，而排

行榜的做法是将所有大学的品质统一在某些量化指标之下，再进行加权与综合，“提炼”为

一套简单的“名次指标”。这种名次指标完全牺牲了各个大学丰富多样的个性特色，对考生

的适合性判断无所帮助。何况，面对目前多达十几个版本的排行榜，考生更加无所适从。按

照排行榜热衷者的逻辑，我们是否要对“中国大学排行榜”做一个排行榜？ 
 
  谈到竞争问题，当下的中国已经与三十年前的状况大不相同。从“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的蛊惑，到“敢拼才会赢”的喧嚣，我们的社会正在被强势的甚至恶性的竞争文化所

主导。对竞争的判断是要追问在什么方向上的竞争？如果遵循“大学排行榜”所统计的指标，

大学校长就会纷纷向教育部竞争要经费，而不顾教育资源总体分配的正当性；各个大学之间

争抢著名教授，而不考虑这种争夺究竟会给教育带来什么益处；大学教师更多和更快地在指

定刊物上发表论文，而不顾学术垃圾的泛滥和对教学质量的负面影响……大学排行榜所导向

的竞争是单向度的。这种方向上的白热化竞争正是目前大学教育的弊端与学术成果泡沫化的

症结之一。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竞争将本来各有特色和优势的大学都引向千篇一律的所谓



 

 

“综合性大学”的歧途。 
 
  说大学排名能“反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更是似是而非的理由。排行榜的出笼与盛行

恰恰反映出一种与（健康的具有人文与科学精神的）大学理念背道而驰的病症。早在 1996
年，时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卡斯帕（GerhardCasper）教授就发表了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主编的公开信，批评这份刊物评出的美国年度大学排行榜。卡斯帕以有力的证据质疑“大

学的质量可以用统计数字来测量”。认为“即使有这可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远未找

到这种方法”。他奉劝该刊的主编“放弃这种橄榄球队排名”的心态，因为这种排行榜不是

帮助而是在误导人们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和认识。 
 
  就中国目前的教育状况而言，这种误导性或许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排行榜”以及

“名次”观念已经成为时下最强势的一种文化模式。而将大学也推入类似企业 500 强排名、

富豪榜以及流行歌曲排行榜之类的“洪流”，对大学可能是一个灾难。大学是具有传统与个

性的“生命体”，虽然其功能都在于向社会提供教育和研究服务以及培养科学与人文精神，

但其服务的方式却是复杂多样的，很难以简单的数据统计予以衡量。正如水果都是提供某种

维生素等营养，但一份将苹果、橘子、香蕉、桃子……等等放在一张榜单上的名次排列对我

们认识水果有什么意义呢？至于其能够推动的竞争，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促成将所有

的水果都变成苹果，在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大部分水果品种的灭绝。大学排行榜的生意

也许仍然兴隆，但我们最好的态度大概应该像对待电视里的商业广告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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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king university rank like company, the rich and pop music, it is a great disaster impossi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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