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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迄今为止,博洛尼亚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其标志分别为 1998 年欧洲四国签订索邦宣言、1999 年

29 国签订博洛尼亚宣言以及此后召开的布拉格会议和柏林会议。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加入该进程,共同致力

于实现到 2010 年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的目标,从而大大推进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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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博洛尼亚进程始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

四国教育部长共同签署的索邦宣言,部长们就促

进四国间高等教育体系的相互协调一致达成协

议。 这一协议的实施对欧洲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

一、博洛尼亚进程的背景

有着几百年悠久历史的欧洲高等教育面临着

多重挑战。 一方面,在不断变化、不断全球化背景

下运行的欧洲大学,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缺乏竞

争力。 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大学在适应变化的社

会和环境下面临着共同的困难和共同的需要。
首先,与非欧盟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相比,欧洲

的高等教育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 目前,在美国

大学学习的外国留学生达到 58 万人,超过英、德、
法三国留学生数目的总和[1],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教育服务贸易进口国。 相比之下,作为近现代大

学发源地的欧洲,曾经作为美国大学样板的欧洲

大学,却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吸引人,眼睁睁地看着

具有先进教育理念、强大师资力量和雄厚科技实

力的美国大学引领潮流。
其次,从欧洲范围来看,各国的教育计划和教

育机构复杂多样,质量参差不齐,评估手段和过程

各不相同,极大影响了学位的透明度和流动性,而
且随着苏格拉底计划的实施,欧洲国家间的学生、
教师等人员流动逐渐增多,但不同的学位制度、教
育体系妨碍了这种流动。 此外,统一的欧洲劳动

力大市场也要求各国协调高等教育体制,建立共

同的质量保证标准,对学位、学历进行衡量,促进

学生就业。
基于以上全球化的压力和欧洲自身发展的需

要,欧洲当然不甘落后,欧洲要寻求重新崛起之

路。 因此,采取一致行动,加强交流与合作,充分

利用各国教育资源,提高质量和竞争力,成为欧洲

各国政府的政策选择。

二、博洛尼亚进程的四个阶段

迄今为止,博洛尼亚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索
邦宣言、博洛尼亚宣言、布拉格会议和柏林会议。

(一)1998 年索邦宣言[2]

1998 年 5 月,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的高

等教育部长在巴黎索邦大学就“协调欧洲高等教

育系统的结构冶签署了索邦宣言。 宣言强调,大学

在发展欧洲文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建立欧洲高

等教育区是促进公民流动、增强公民就业能力及

实现欧洲大陆整体发展的重要手段。
索邦宣言集中于以下 3 个主题:
1. 在开放的欧洲高等教育区,循序渐进地实

现学位和学习阶段等整体框架的趋同。 在尊重多

样性的同时,消除障碍,制订能够促进流动和加强

密切合作的框架。
2. 本科生(学士学位)和研究生(硕士和博士

学位)阶段实行相同的学位制度。 欧洲的学位制

度能否获得国际认可、是否具有吸引力,与该制度

是否清晰、透明直接相关,两级制的学位制度,因
便于国际比较应该得到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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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强和促进学生、教师的流动;提高学位和

学历认可:鼓励学生在他国大学至少学习一个学

期,教师和研究人员也应该拥有欧洲其他国家的

工作经历。 通过采用学分(如欧洲学分转移计划)
和学期制,实现学位制度的创造性和灵活性,承认

以往在欧洲不同大学获得的学分,允许学生在任

何时间、以不同背景入校。
宣言号召欧盟其他成员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加

入到实现开放的欧洲高等教育区这一目标的进

程,号召欧洲大学通过不断提高和改善教育质量,
巩固和加强欧洲的世界地位。 这一宣言对欧洲各

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博洛尼亚进程的基

础。
(二)1999 年博洛尼亚宣言[3]

1999 年 6 月,来自欧洲 29 个国家的高等教育

部长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明确提出了到 2010 年

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的目标。
部长们在宣言中阐述到,必须认真看待提高

欧洲高等教育系统国际竞争力这一目标,因为任

何一种文明的活力是通过其自身的吸引力来衡量

的,欧洲高等教育系统只有具备相当的吸引力,才
能与欧洲文化、科技传统在全世界的地位相称。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一致同意采取下列 6 项

行动策略:
1. 实行清晰、透明的和可比较的学位制度:促

进欧洲公民的就业能力和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的国

际竞争力。
2. 实行两级制的学位制度(本科生 /研究生):

进入第二阶段学习首先必须成功完成至少 3 年的

第一阶段学习,完成第一阶段教育以后颁发的学

位应当使学生能够顺利进入欧洲劳动力市场。
3. 实行学分制:建立欧洲学分转移制度,作为

促进学生广泛流动的手段。 学分也可以在高等教

育机构以外的场所获得,比如终身学习,只要相关

的接收学校认可即可。
4. 通过消除障碍促进流动:对学生而言,获得

学习、培训和相关服务的机会;对教师、研究人员

和行政人员而言,认可其在欧洲范围进行的研究、
教学和培训经历,不损害他们的法定权利。

5. 加强在质量保证领域的欧洲合作:制订可

比较的标准和方法。
6. 促进欧洲维度的高等教育:包括课程开发、

校际合作、流动计划、整合学习计划、培训和研究

等方面。
博洛尼亚宣言提出的目标和行动方案继承和

发展了索邦宣言的主题,建立欧洲各国之间可比

较的高等教育体制、实行学士和硕士两级制学位

制度、实行学分制、鼓励人员流动、加强在质量保

证领域的合作、促进欧洲维度的高等教育等具体

的行动策略成为博洛尼亚进程乃至欧洲高等教育

一体化进程的行动纲领。 此后,每两年举行一次

的部长级会议也都是以此为讨论框架,评估各项

目标所取得的进展,制订下一步的行动措施。
(三)2001 年布拉格会议[4]

博洛尼亚宣言签署 2 年之后,2001 年 5 月,33
个缔约国的欧洲高等教育部长们汇聚于布拉格。
他们共同回顾了两年来取得的进展,确定了未来

进程的方向和重点。
两年来,在缔约国的积极推动下,同时也得益

于欧洲委员会的建设性协作及欧洲大学协会和欧

洲国家学生联盟的积极参与,博洛尼亚宣言中制

订的目标已经成为共识,并且成为多数缔约国、大
学及高等教育机构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
多数国家正积极地着手解决博洛尼亚宣言中倡议

的学位机构问题,质量保证工作更是不断取得进

展。
进一步行动继续遵循博洛尼亚宣言中提出的

6 个目标:
1. 实行清晰、透明的和可比较的学位制度:大

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充分利用国家现行立法和

欧洲现行的促进课程单元、学位认可的各种手段,
便于公民在整个欧洲高等教育区有效地利用其资

格和技能。
2. 实行两级制的学位制度:为适应个体、学术

和劳动力市场的多样化需求,通往同一学位的学

习计划可以而且应该具有不同的方向和形式。
3. 实行学分制:采用便于转换和累积的学分

制,如欧洲学分转移制度或兼容制度,增强学习和

资格认定的弹性。 学分制与相互认可的质量保证

制度将促使学生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强欧洲

高等教育的兼容性、吸引力和竞争力。
4. 促进流动:消除所有障碍,促使学生、教师

等人员能够自由流动。 欧共体的一些计划以及这

些计划取得的进展,为人员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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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5. 加强在质量保证领域的欧洲合作:质量保

证制度对于确保高质量标准和促进资格可比性至

关重要,因此应该加强这一领域的欧洲合作及各

国之间的互信。 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要推广

最佳做法的案例,设计出共同接受的评价和认证

机制的模式。
6. 促进欧洲维度的高等教育:加快开发具有

欧洲内容、取向和组织的教学单元和课程,特别是

与其他国家院校共同提供的、颁发联合学位的教

学单元和课程。
布拉格会议基于博洛尼亚宣言提出的基本框

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对话,
促进了大学、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组织和共

同体项目之间的交流,更加明确了实现欧洲高等

教育区的目标,进一步扩展了行动纲领,将终身学

习、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的参与、增强欧洲高等教

育区的吸引力等纳入高等教育区目标。
(四)2003 年柏林会议[5]

2003 年 9 月,部长们在柏林再次会晤,共同回

顾了布拉格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确立了今后的

工作重点,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
布拉格会议以来,缔约国采取了各种行动,这

些行动推动了各国高等教育的相似性和兼容性,
促使高等教育体系更加清晰明了,提高了欧洲高

等教育的质量。
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部长们为今后两

年制订了三项优先行动计划:建立有效的质量保

证体系,推动两级教育体制的有效执行,改善学位

和学习年限的认可制度。
1. 质量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建立欧洲高

等教育区的核心。 部长们决定支持在院校、国家

和欧洲层面进一步采取质量保证措施,他们强调,
需要制定互相共享的质量保证标准和方法。 到

2005 年,国家质量保证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界
定参与机构和组织的责任;进行项目或者院校评

估,包括内部评估、外部评审、学生参与、评估结果

发布;建立认证和证书制度或者可比较的方法;进
行国际合作等等。

2. 两级学位制度:部长们要求制定出一个贯

穿整个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资格框架。 在这一框架

之下,学位应该具有不同的定义结果,第一和第二

阶段的学位应该具有不同的定位和各种形式,以
便适应个体、学术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多样性。

3. 学位和学习年限认可:部长们强调了里斯

本认可大会(Lisbon Recognition Convention)的重

要性,认为所有参与博洛尼亚进程的国家都应予

以批准。 从 2005 年起,每个毕业生应该自动收到

免费的补偿学历。 此外,部长们认为有必要超越

高等教育两级制的主要做法,在博洛尼亚进程中

纳入博士阶段作为第三级,并且加强欧洲高等教

育区和欧洲研究区之间的密切联系。 至此,博洛

尼亚进程又增加了一个行动纲领,即研究生教育

及欧洲高等教育区和欧洲研究区之间的协同作

用。
如同布拉格会议一样,柏林会议在整个博洛

尼亚进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会议总结了以

往两年取得的成绩,确立了优先行动计划,同时也

对欧洲高等教育区的目标进行了补充,博士教育

及高等教育区和研究区的协作成为实现欧洲高等

教育区的行动纲领之一。

三、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及意义

博洛尼亚进程不断加快,得到了越来越多欧

洲国家的认可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注。 单就缔约

国数量来看,从 29 个国家发展到 33 个国家再到

40 个国家,其他尚未加入的欧洲国家也反应积极。
同时,博洛尼亚进程也激起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兴

趣,特别是拉美地区[6]。 欧洲高等教育区思想从

一开始就受到拉美地区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密

切关注,双方正在合作建设“欧洲-拉美高等教育

合作区冶。 另外,与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加拿大、
以色列等国的学术合作也受到博洛尼亚进程的影

响。
博洛尼亚进程是自 1968 年以来欧洲最重要、

涉及范围最广的一场高等教育改革[7],对欧洲高

等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应该说,在以往,高度

的异质性是欧洲高等教育的特点,这反映在组织、
管理等方方面面,而博洛尼亚进程的宗旨是实现

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体制的相互协调一致或者趋

同,通过建立共同的高等教育体制,实行统一的学

分制度,实现学分、学历和学位的相互承认,实现

学生、教师的自由流动,充分利用各国的教育资

源,最终增强欧洲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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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洛尼亚宣言并非要求绝对统一或者“标准化冶的
教育体制,大学自治和多样化的基本原则仍然得

到充分尊重。
博洛尼亚进程是签约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是

由政府发起并推动的,但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组

织立刻给予了回应并积极参与了该进程,在促进

欧洲学分转移制度使用、组织进程研讨会、开发联

合学位计划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成为进程

的积极推动者。 此外,以欧洲委员会为代表的组

织机构,也正在为推进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做出

贡献。 例如,委员会重新调整并扩展了支持项目,
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伊
拉斯谟 2004 ~ 2008 年计划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从博洛尼亚宣言到柏林会议,博洛尼亚进程

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明确的行动纲领[8],即:实行清

晰、透明和可比较的学位制度;实行两级制的学位

制度;实行学分制度;促进流动;加强在质量保证

领域的欧洲合作;促进欧洲维度的高等教育;终身

学习;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的参与;增强欧洲高等

教育区的吸引力;博士阶段的学习以及欧洲高等

教育区和欧洲研究区的协同作用。 此外,高等教

育的社会维度贯穿于所有行动纲领之中,即在提

高高等教育竞争力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增进欧洲

高等教育区的社会特征:在各国和整个欧洲,增强

社会凝聚力,减少社会和性别不平等[5]。
总之,博洛尼亚进程已经赢得了欧洲多数国

家的广泛认同,它所提出的目标成为欧洲各国改

革高等教育的参照标准,而且高等教育组织也积

极参与其中,使之成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

呼应配合的一致行动。 同等重要的是,进程具有

了明确的方向,制定了明确的行动纲领,随着这些

纲领和具体目标的实现,欧洲高等教育结构将趋

向一致,欧洲高等教育体系将趋向统一,从而最终

实现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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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后 记

摇 摇 《应用型高教探索》第 10 期以“区域高校合作与国际高校合作冶为主题组稿,这也是 2012
年最后一期,欢迎大家对发展规划处和应用型高教所明年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或建议。

联系人:陶龙泽摇 摇 联系电话:62159213
邮摇 箱:fzghc@ hfuu. edu. cn.

发展规划处摇 应用型高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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