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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主頁之主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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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當代大學建立起基於市場和競爭的管理新秩序，塑造

和經營自身形象成為大學的重點工作。身處多元社會和複雜教育情境之下，粵港澳 

大灣區內高等教育合作進入空前緊密時期，其高等院校形象建構不僅是行政議題，更

彰顯區域高等教育資源競賽和新的聯動發展旨向，乃至於在全球高等教育發展中的 

定位。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thematic analysis），檢視粵港澳大灣區內位處特別行政

區的 M大學之主頁新聞內容，以探析當代大學形象建構的特徵，尤其針對粵港澳大灣

區高等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風向標」與國家政策走向「指揮棒」的雙重影響背景下

的高等院校形象建構、其身分認同乃至未來發展趨向。研究發現，M 大學形象的建構

突顯一種「全球–國家–區域」維度的多元化身分認同，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動能 

深度急遽地影響着M大學，在彰顯出全球性高等院校標桿和因應國家驅動的區域發展

特徵及優勢的同時，亦可能帶來對大學資源分配、身分認同等諸多不同層面的挑戰。 

關鍵詞： 粵港澳大灣區；形象建構；高等院校身分認同；全球化高教論述；新自由 

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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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隨着全球高等教育（下稱高教）的急遽發展和教育格局的變化，東亞地區的冒升

正廣泛受到學術界重視（Kim, 2016; Mok, 2007; Neubauer & Edwards, 2019），當中的

粵港澳大灣區（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下稱大灣區）的

形成，成為東亞地區高教的研究新熱點，諸如大灣區大學在推動區域高教國際化中 

的角色（Oleksiyenko & Liu, 2022），以及大灣區高等院校（下稱高校）建設的使命、

問題和實踐路徑（魏明海，2024）等，揭示了大灣區在高教國際化和創新發展方面 

的積極探索與貢獻。本文的 M 大學屬大灣區內的大學，且是其中一特別行政區的公立

大學，多重的身分屬性展示了 M 大學在不同「引擎」推動下的發展，並且擁有一國 

兩制中資本主義制度下大灣區大學發展的獨特性，使它成為研究大灣區高教多樣性和

複雜性的案例。有別於依循市場規律的私立大學，M 大學作為一所公立大學，肩負 

建設當地社會的責任，還深刻體現國家意志的引領，教育亦擔負起服務於國家機器的

角色，服從於主導階級的利益（Udas & Stagg, 2019）。本文以 M 大學為研究窗口，通

過對其大學新聞主頁的審視，以探討該大學在全球化和大灣區地域化（regionalization）

互動下所構建的形象，借以了解大灣區高校發展的特徵，乃至未來可能發展的趨勢和

策略，並進一步揭示在全球化、國家政策和本地特色交織的複合影響下，公立大學 

如何平衡和協調這些不同層面的需求，為大灣區內乃至全球化下的高教發展提供了 

地域性的經驗。 

2017 年 7 月 1 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中新社香港，

2017）在香港簽署，標誌着大灣區建設正式啟動。2019 年 2 月 18 日正式公布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在以推動經濟發展為核心的同時，還明確要推動

「教育合作發展。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鼓勵聯合共建優勢學科、實驗室和研究

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9，第八章第一節），將高校視為創新要

素，支撐灣區建設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9，

第一章第一節）。這種以經濟聯盟和整合區域化方式所帶動的發展模式，起到了相互

補充、配合協作的作用（李妮，2021），同時加大了大灣區內各市在經濟資源上的 

競賽和經濟產業的升級及轉型，高教機構亦期望利用自身優勢獲得更多地方政府資源

（Fu et al., 2023, Liu & Pan, 2024; Qiu, 2021）。誠然，大灣區內的語言、文化、歷史 

具有較大的兼容性，在區域整合上有一定優勢，但因為三地存在兩種政治經濟制度，

這一集群式發展給賦予了更多特殊性、複雜性和可能性。 

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以高校外顯的形象建構為研究進路（Steiner et al., 2013），

探討大灣區內一高校在「全球–國家–區域」語境下多層次、多維度、多樣化的脈動和

競爭（Marginson, 2004），以及高教全球化的趨向和區域性發展的封閉兩者間博弈下

的發展狀態。大學網頁（university websites）常被視為外界認識、了解高校重要且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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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視窗，大學組織的身分建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大學主頁和官方社交媒體進行

推廣和營銷（Blanco & Metcalfe, 2020; Carnevale, 2005; Saichaie & Morphew, 2014）。

本研究採用大學網頁為研究切入點，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1. M 大學新聞網頁呈現出的大學形象為何？ 

2. 根據大學新聞網頁所呈現的內容和傾向，M 大學的未來發展趨勢為何？ 

本文共分五部分：（1）前言，概述本研究的緣起、背景、研究目的和範圍；（2）

大灣區概念與高教的碰撞，梳理大灣區發展的脈絡及其與高教發展的關係；（3）以 

M 大學為例的分析和研究，介紹研究方法和數據範圍；（4）研究結果和討論，從 

M 大學案例討論高校形象建構與未來發展趨向；和（5）總結與反思。 

大灣區概念與高教的碰撞 

身處知識經濟時代，高校在社會和創新發展中的地位日益突顯（Wang, 2015）。

大灣區建設深植於世界灣區集群式經濟發展的脈絡，同時亦面臨着區域內不同體制下

的特殊性背景，對區域內高教的合作和發展提出更為複雜的挑戰和機遇。 

大灣區發展的脈絡 

「灣區」最早起源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舊金山區，是以高科技和創新發展為 

核心的地理片區。灣區成功的經驗除了因為地理位置優越外，往往是由於擁有世界 

一流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因而匯聚科技、創業和人力資本，形成全球化集聚的港灣 

（Hui et al., 2020），而高水平人才資源帶來的知識技術創新對灣區產業結構升級尤其

重要（黃炳超等，2023）。大灣區的推進與一些成功的灣區發展類似，在國家戰略部

署層面着力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中新社香港，2017；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2019），並通過集群式發展，推動構建區域高質量人才培養體系， 

推動經濟協同發展（蔡敬民、藺跟榮，2024）。但諸多研究者認為，將其直接應用於

融合了不同制度和體制的大灣區並非完全可取（趙曉斌等，2018）。不過，新的發展

對於高教帶來的新要求和新挑戰卻是相似的，即更為緊密的教育合作和更為開放的 

教育格局（楊璦伊，2023；Chen, 2004）。 

高教與大灣區發展的互動 

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於 2017 年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後，國務院於 2018 年

發布《關於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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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強調「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段一（三）），「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段二（六）），突

顯了中國在大灣區發展過程中對高教發展支撐性功能的重視（Mok, 2022），亦為高教 

發展開闢了新的空間。 

現代城市群是經濟、產業、人才、教育等要素高度聚集、開放的區域（黃炳超等，

2023），而高教集群通過人才效應、創新效應和產業效應等途徑對經濟韌性的影響 

作為強大引擎，推動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姜啟波、丁國勇，2024；Clark, 1987; Peng 

& Xu, 2024）。綜觀紐約、舊金山和東京三大世界級灣區發展不難發現，灣區城市群

經常是教育資源豐富、科研院所發達和創新機構集聚的地區，具備面向世界的區域 

創新體系（Mok, 2022）。因此，高教質量亦成為提升灣區經濟硬實力、文化軟實力、

國際影響力的關鍵因素和持久動力源泉（許長青、盧曉中，2019；Mok, 2022）， 

而灣區的發展對區域內高校科研發展、知識轉移和產業化創造等方面起到催化作用 

（魏明海，2024），因而為灣區高教發展賦予了獨特發展的機遇。 

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義市場化規則下的大學行政舉措─大學形象建構的實踐

─和相關研究隨之興起。諸多學者的研究表明，大學在新自由主義市場化下面對 

自身價值與市場壓力的挑戰（Hil et al., 2022），特別是當大學在進行形象管理時，會

着重表明其卓越的品質和獨特性，而隱藏一些對自己不利的資訊（閻鳳橋，2009；

Maguire et al., 2011）。因此，許多大學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將形象管理視為一種 

關鍵的競爭策略和工具，這不僅是對外在環境的適應，更是對內在價值觀的傳達。 

M 大學處身於資本主義制度和大灣區的獨特語境下，加上其區域高教的屬性，其形象

管理的策略又為何？是以，本研究通過對 M 大學所塑造形象的分析，剖析其意圖向 

外界展現的核心品質和價值觀。這種分析將揭示這些品質如何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 

被塑造和強化，幫助我們深入理解大灣區政策和大學的互動，尤其 M 大學及其同類 

大學如何在「全球–國家–地方」等維度下，於保持教育初心、深化科研探索和強化 

社會服務等多重角色間找到平衡。 

以M大學為例的分析和研究 

與此前的獨自競爭和聯動性的競爭不同，大灣區內基於不同地區優勢而制定了 

區別化發展路徑，地區融合發展的新目標對高校所承擔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訴求和挑 

戰。基於此，本文以大灣區內 M 大學新聞主頁為研究對象，其資料如下。 

M的背景 

M 大學是大灣區內特別行政區的一所公立大學，特別行政區擁有國家賦予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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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地位和高度自治權，這使得 M 大學成為大灣區與世界接觸的前沿窗口，而面向 

世界的發展目標和公立大學的性質使它不得不長期處於政治話語和市場動力雙方的 

推拉之中。同時，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其運作遵循資本主義制度，這一背景與遵循

另一制度運作的大學相比，固然存在顯著差異。然而，隨着大灣區戰略的深入實施，

這些差異在區域合作的浪潮中逐漸融合交疊，為探索多元制度下的高教發展提供了 

獨一無二的實驗場。 

與此同時，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賦予了包括 M 大學在內的諸多大灣區高教機構 

東西方文化交匯的獨特包容屬性，亦使得文化與社會、自由市場與社會公平等多方 

力量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互動和角力，從而構建出獨特的形象，並折射出大灣區高校

可能的共性發展。因此，基於對 M 大學新聞網頁的分析，探究多股力量互動下該校的

形象構建，有助於對不同制度下大灣區高教發展提供實質的參考。 

數 據 

M 大學官方主頁是校內外各平台、機構和組織發布即時消息和整合內容的「集散

地」，意即「收集」和「散發」資訊；具體而言，先由不同單位和學院提供的文本 

經過收集、篩選和加工，而後呈現在頁面之上。本文主要選取 2018–2019 學年（2018

年 8 月 20 日開學典禮日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M 大學新聞主頁的報導和訊息進行全 

樣本分析。之所以未選擇此後學年為研究樣本，主要是因為在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之

下，大學主頁新聞的內容大量聚焦於疫情下的教學安排和應對，不利於對大學常態 

運作的理解。而 2018–2019 學年是《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公布

剛一年的時間，較有利觀察此協議與大學實踐之間的聯繫。 

在 2018–2019 學年週期的新聞主頁所呈現的內容中，共取得樣本 510 篇。整體而

言，下半年（2018–2019 學年上學期）的月平均稿件數量較上半年（下學期）更多，

在開學初期稿件數量比較集中（見表一）。 

表一：M大學新聞主頁各月樣本數量統計 

學期 2018–2019 學年上學期 2018–2019 學年下學期 

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稿件數量 28 43 45 59 45 44 22 41 39 39 48 36 21 

註：上學期 8 月由 8 月 20 日至 8 月 31 日；下學期 8 月由 8 月 1 日至 8 月 19 日。 

數據處理和分析框架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的主題分析，對 510 個樣本進行識別、分析並報告主題

（Braun & Clarke , 2006），並作如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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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階段，熟悉數據。逐一收集新聞樣本，依時間順序將 510 個事件樣本編號為

1 至 510，確保數據有序。認為在校園新聞報導中，主人公角色、報導內容是較能

反映事件主題的維度。 

2. 第二階段，建立初階編碼。基於新聞報導中的主人公角色，將樣本初步分為四大

類：「學生」、「教師」、「其他非本校人員」和「不包含明顯主體人物的活動」。 

3. 第三階段，尋找主題與檢驗。在此分類基礎上，進一步深入分析每篇報導的具體

內容，再對四大類進行細化劃分，如通過文本標題或文本內的高頻詞，例如「訪

問」、「慈善」、「科研突破」等，反映各類事件的主要性質和特點。通過反覆

閱讀並比較各類細化的樣本，開始識別並提煉出初步的主題概念，此過程強調 

數據沉浸與主題的自然浮現。在第二階段的編碼基礎上，識別和整合主題，如以

學生為主人公的文本中，學生獲獎、成果、嘉獎等主題詞可整合為「人才培養」

主題，學生活動、賽事、派對等可整合為「學生活動」主題；透過反覆比較和 

提煉，確保主題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並不會再產生新的主題。此時，主題間的 

邊界逐漸清晰。將整合後的主題與原始數據進行對比驗證，確保主題準確反映 

數據的內在聯繫和意義。經此過程，本研究最終提煉出九類高層次主題（詳見 

表二的第三階段），包括校園文化、科研成果、人才培養、教師發展、學生活動、

招生資訊、與外交流、社會服務、資訊服務。 

在後續數據分析中，本研究結合文本具體內容，綜合定性和定量數據的分析方法，

對 M 大學新聞主頁內容進行全面分析，旨在對教育時空中的話語建構與傳播機制進行

結構化探討。 

研究結果和討論 

基於對新聞主頁內容的主題分析，M 大學展現了多方力量交織下豐富但複雜的 

形象特徵，以及多元且矛盾的地區身分認同傾向。這一節將對照和回答兩個研究問題，

即在主題分析視角下的 M 大學形象和 M 大學在大灣區發展背景下的發展及趨勢。 

M大學的形象分析 

新聞報導是內容生產者對社會事實進行「選擇」和「重組」的過程（陳陽，2007；

Gamson & Modigliani, 1989）。大學選擇哪些訊息放入新聞主頁當中，其所佔比例和 

建構方式如何，體現了大學對於自身形象的認知和態度。這一部分主要針對主題形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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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主題類目的確定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判定依據： 

新聞主人公 

判定依據： 

事件關鍵詞 

 

學生 「優秀學生」 

「學生獲獎╱成果╱嘉獎」 

人才培養 A3：展現大學人才培養現狀或成果，並針對

在校學生開設的理論與實踐課程 

「訪問」 

「對外講座╱論壇╱研習營」 

與外交流 A7：世界各地政治和學術團體到校參訪， 

學校領導層及師生赴校外參訪，校內各學術機構舉辦的

開放性討論會議等 

「學生活動╱賽事╱派對」 

「開學活動」「學生座談會」 

學生活動 A5：由學生主辦或以學生為主體舉辦的大學

活動 

「慈善」「服務」「扶貧」 

「義務」「科普」 

社會服務 A8：大學主辦或參與的服務地方和國家政策、

加強社區聯絡、滿足 M 大學及其他地區學生群體、 

普通居民需求的相關活動（如 M 大學成立「中小學生

科技實踐基地」並舉辦的相關活動等） 

教師 「獲得（科研類）獎」 

「科研突破」 

科研成果 A2：展現校內師生或研究團隊取得的科研 

項目或課題的成果、學術成就等 

「教學方法╱技能提升」 

「教授理念╱生活╱興趣」 

教師發展 A4：展現教師作為個體或團隊、教育者、 

研究者等個性化、專業化的面貌。為避免錯雜，僅體現

教師學術成就（如教師的研究成果獲得某個獎項等）的

訊息內容屬於科研成果類，不納入此類 

「訪問」「接待」 與外交流 A7 

「慈善」「服務」「扶貧」 

「義務」「科普」 

社會服務 A8 

「澳大校長」 校園文化 A1：學校領導的履歷、個性、活動展示納入

校園文化的建構中 

非本校人員 「訪問」「接待」 

「校際合作」「校企合作」 

與外交流 A7 

不包含明顯

主體人物的

活動 

「大學目標╱發展」 

「大學生活」 

「大學文化╱多元化」 

「環保校園」「榮譽博士」 

校園文化 A1：所有大學人員共同創造並在長期辦學 

實踐中積累的各種校園文化的組合，在本研究中，包括

展示大學多樣性和特色的展覽和活動訊息等 

「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課程接受申請」 

「招生情況╱展會」 

招生資訊 A6：主要針對潛在學生及其家長所發布的 

招生時間、要求等相關資訊和推廣訊息。 

「獲得（科研類）獎」 

「科研突破」 

「學術╱研究╱科研成果╱

發展╱動向」 

科研成果 A2 

「颱風天氣的安排」 

「項目招標」 

資訊服務 A9：主要指針對校內師生和工作人員發布的

生活、學習服務類訊息，以及學術領域前沿資訊分享，

如新學期的生活學習指南、工作及假日安排訊息、天氣

訊息、校內設備設施運營訊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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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M大學新聞主頁樣本主題統計 

新聞主題 樣本數量 佔比 

人才培養 144 28.24% 

與外交流 132 25.88% 

科研成果 71 13.92% 

校園文化 48 9.41% 

學生活動 38 7.45% 

教師發展 32 6.27% 

招生資訊 24 4.71% 

資訊服務 11 2.16% 

社會服務 10 1.96% 

 

並結合文本具體內容進行分析討論。依據上一節中所指出的主题分析结果，報道主題

分析框架中各類目內容的數量及佔比情況如表三。 

分析表三的數據可知，M 大學新聞主頁中的內容主體較為集中，樣本中呈現出的

議題佔比前三位的分別為：人才培養 28.24%、與外交流 25.88%、科研成果 13.92%，

其中前兩項數量總和佔比已經超過所有稿件的一半。接下來將針對以上發現進行具體

分析。 

本地與國家對人才培養的多重關注 

在對 M 大學的研究中發現，它集中體現了一種多維度、多幅度發展的形象，顯示

出 M 大學採用不同的方式積極回應國家、大灣區以及本地政策和需要的目標。 

從表三統計顯示，有關人才培養主題的報導共有 144 篇，在眾多主題中佔最大 

部分。身為一所本地教育機構，M 大學在其網頁上突出「人才培養」的努力與成果，

並突顯出 M 大學「融入國家發展」的意圖，如樣本中提到的「透過高端人才引進計劃、

跨校學習計劃和滿足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需求的優質教育，……把握三地協同創新的 

機會。……暢通無阻地參與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大灣區」一詞在 

樣本中提到 515 次之多，而觀察 2021、2022 年 M 大學新聞主頁內容可見，即便是在

疫情影響下，M 大學仍通過線上、線下、遠端等方式多次參與和舉辦以大灣區為主題

的交流培訓、學術座談、戰略合作，生產新聞內容 30 餘篇，以上數據無不彰顯大灣區

大學的發展方向緊密貼合國家和地方政策走向。 

基於本地需要，M 大學所在地推行「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明確加強旅遊、

健康、金融、科技、商貿等領域的人才培養力度，培養具備專業素質和國際視野的 

複合型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大灣區本身是一個超越傳統地理界限的概念，所以當 

論及培養本地人才時，「本地」不僅指涉特定地區，而且意味着融入整個大灣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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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具有更為廣泛的地域意義。這一點與研究數據所反映的大學和國家在人才培養

方向上的期望是一致的。然而，在這「一致」的背後，隱藏着一個不容忽視的議題：

當本地的需求和願景被大灣區的宏大目標所吸納，或許意味着本地的聲音被湮沒， 

特別是在人才培養這一關鍵領域，若一味追求與大灣區整體需求的無縫對接，而忽視

了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獨特需求（岳曉東等，2021），那麼培養出的複合型人才可能

難以精準對接本地實際，造成人才與需求的錯位。 

提升國際化形象作為大灣區學術紐帶和學術競賽的資本 

國際化是現今高教發展的特徵，可體現於國際化教師招聘、來自多元文化背景的

學生群，乃至在國際期刊刊出的科研成果等（Mok, 2007）。M 大學身處中西文化 

交匯地上，以及歷史原因所造就與葡語國家的緊密聯繫，在「與外交流」（25.88%）

主題相關訊息展示出全球化和國際化的特質。此外，它對國際化形象的重視亦折射在

「科研成果」（13.92%）和「教師發展」（6.27%）等類目中，即通過追求成果在國際

指標中佔有的席位、展示教員和學生的國際化特質，M 大學力圖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

的形象。實際上，重視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國際化大學形象的確有助於吸納和培養優秀

人才，提升地方軟實力並持續發展競爭力（林惟良，2013）。 

國際化是大學發展的重要方向。研究表明，全球高教需求仍在擴大（Altbach &  

de Wit, 2020），地區發展綱領文件（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等教育局，2020）亦在 

多處指出，「不斷拓展對外交流與合作，……為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礎」（頁 8），「院校招生的國際化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頁 12），「推動高等

教育國際化」（頁 16），這佐證了 M 大學在接下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仍將重視「與外

交流」、「科研成果」、「教師發展」等主題下內容的對外傳播和國際化形象塑造。 

在許多權威世界大學排名中，國際化水準都作為一項重要的指標列出（Marginson, 

2004），這亦是諸多高校着力推動國際化水準的原因之一。M 大學與全球的高校一樣，

重視提升在各世界大學排名中的位次，顯示出 M 大學為提升國際競爭力以在各項排名

中更進一步所付出的努力，如「科研成果」新聞主題之下，師生撰寫的學術論文、 

科技成果轉化的相關訊息得到重點關注（表四），而這些直觀可測的指標亦是世界 

主要大學機構排名的重要參考指標（Lane, 2024;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4）。研究

期間，M 大學作為一所公立大學，積極參與全球的大學排名，反映地區政府對大學的

重視，且體現出 M 大學是履行地區政策和國家任務的執行者。不過，推進國際化的 

形象建設和學校發展的實際效用未必能夠相適應，如港澳等地常常面向國際化需要 

進行知識生產，本地議題則常受忽視（Vong & Yu, 2018），這顯示出符合本地發展需

要的大學目標常常需要讓位於面向國際的發展目標，國際化的取向與本土化的適應性

等矛盾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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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M大學新聞主頁「與外交流」、「科研成果」和「教師發展」主題代表性內容 

主題內容 案例 

教員和學生的全球化背景  ［校長］在 1991 年赴英國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 

 在 M 大學頂尖的教研隊伍中，有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美國電機 

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士…… 

 ……招收更多的國際學生 

 ……相關措施有助全面提高 M 大研究生的教育質量和國際競爭

力…… 

對各大世界大學排名的重視  於《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得到了認可 

 ……五大學科領域亦榮登 ESI 國際排名前 1% 

 推動校園國際化方面獲得世界認同 

跨國別的校際科研活動  由 M 大學與愛丁堡大學合辦的「生物醫學及腦科學研究論壇」舉行 

 ……來自世界各地的數據工程專家學者、業界人士將分享相關領域

的最新研究和技術。 

構建可視化（visualized）和表現性（performativity）的大學形象 

大學新聞網頁的構建本身就是通過可視化的手段去展現大學的形象。表三的統計

便極致地反映出大學的多面向發展。隨着高教走向市場化和產業化，大學內部文化 

形成了按照傳統運作的學術單位和將大學視為企業的領導層之間的博弈（Marginson, 

2004），大學更趨向更多的規範，例如審計、問責、量化產出等（Olssen, 2016），與

此同時大學教員和科研人員的成果／成就亦成為了大學「表現性」的內涵。這符合 

世界主要大學機構排名中科研能力屬重要的考量指標（Lane, 2024;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4）的規律，反映在 M 大學新聞主題的選擇中，將科研成果的「表現性」

以「可視化」的新聞訊息呈現出來，如表五所示。 

可視化和表現性的特徵亦出現在「教師發展」的主題下，M 大學新聞主頁內容 

框架中呈現出來的教師群體注重面向全球塑造自己的學術形象，突出教師在海外和 

全球廣泛認可的評價體系中所獲得的成績；但另一方面，他們亦並非只是醉心科研的

教授，樣本中的他們還是熱愛生活、擁有個人魅力的學生導師，這顯示 M 大學意圖 

展現自身多元化的教師隊伍形象。國際化的學術形象、多面性的人格形象，是 M 大學

新聞主頁中呈現出來的教師群像，亦是大學意圖向外界傳遞的教師隊伍形象。這種 

變化是教育本身市場化和教師形象商品化的一種投射，即在新自由主義下，學校、 

社會對教師的自由選擇權迫使教師為迎合市場需要而作出的妥協和退讓（劉爭先，

2013）；生活在這樣的擬態環境中，教師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努力向學校、社會對

教師所期待的形象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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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M大學新聞主頁「科研成果」、「教師發展」主題代表性內容 

主題內容 案例 

教員在全球認可的評價 

體系中取得的成績 

 教授獲選歐洲科學院院士 

 學者史學專著獲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出版 

 教授獲委任中國科學院海外評審專家 

教師的多元化形象  在球場上鬥智鬥力 

 精通多國語言、遊歷世界各地 

具國際顯示度的教師隊伍

培養目標 

 打造出一支具有國際學術影響力的教師隊伍 

 以優質高效、言傳身教的教師隊伍培育創新型、國際化的高端人才 

學科均衡發展  研究具先進性的關鍵技術……把政策、科學、技術、教育、應用和 

產業相互貫通 

貼近地方及大學特色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 M 大學研究的支援 

發展地區屬性的大學品牌化形象 

M 大學在新聞主頁內容的選擇中體現了學校在塑造自身形象時的側重和關注點，

即強烈的地區屬性。它所在地區所定位的「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決定

了當地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方向，亦成為了 M 大學建構自身形象時十分重要的一環；從

樣本分析中可以發現，M 大學在各方面着力承擔起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和搭建中葡學術

科研交流平台的任務（見表六）。 

表六：M大學新聞突顯地區屬性代表性內容 

主題內容 案例 

中葡雙語人才培養  M 大多元化環境恰好適合我，還提供去葡國學習的機會 

 ［建設］中葡雙語教學暨培訓中心 

 ［舉辦］葡萄牙文學工作坊 

 ［舉辦］中葡口譯工作坊 

 ［開設］葡文天地 

 ［與本地基金會合作創立］中葡文學翻譯獎 

中葡交流活動  M 大辦中葡翻譯論壇暨首屆中葡文學翻譯頒獎禮 

中葡教育機構合作  M 大與葡大學團隊合作研發全合一空氣質量管制系統 

 

以上內容全方位地彰顯出了 M 大學以葡語人才培養為特色，同時積極搭建中葡 

交流平台的大學形象。而這一形象，既是歷史賦予的，亦是基於公辦大學這一身分、

投身服務地方發展而建構出來的。無可否認，知識生產與傳播對於社會經濟和社會 

福祉的重要性日益突顯（Walshok, 1995）。然而亦有觀點認為，高教的準公共性特徵

使得它區別於一般產業，因為如果一味重視服務性導向，可能導致大學過度關注以 

增長為導向的成果與產出（Addie, 2017），由知識生產而轉為知識販賣的場所，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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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所附帶的各種結果和目的取代知識本身成為價值判斷的要件，忽視了原本大學的

人文和文化理念（金耀基，2001；張學文、劉益東，2023；Zipin et al., 2012）。因此，

在將大學的發展目標與地方發展需要結合的過程中，應抱有審慎態度，使它符合大學

的長期發展內核與方向。 

M大學的發展傾向 

身為大灣區內高教機構的 M 大學，資源分配抉擇、建立身分認同和國際化發展等

問題在其目前和未來的發展道路中得到集中體現，以下是綜合數據研究結果對 M 大學

發展傾向的討論。 

面對資源分配的抉擇 

大學發展仰賴資源，而資源是有限的。大學要回應本地、大灣區的發展目標， 

投入全球的高教激烈競爭，加之它身為特別行政區大學的身分，勢必要面臨一場資源

分配的重大考驗。 

資源分配的第一重挑戰源於市場分配。無論是數據樣本中 515 次提到「大灣區」

一詞，67 次提到海內外大學「排名」，無不彰顯了 M 大學對其形象塑造既滿足了國家

層面政策的需求，亦回應到市場需求、可行性及其效益的傾向。然而，並非所有領域

的學科都能夠直接對接市場的需要；同時，各個學科能創造的即時和遠期效益、產生

效益的可測量性均存在較大差異，如果僅僅根據市場需求來判斷，就可能導致學科的

發展不均和資源分配不公。數據顯示，樣本中各學院所發布的訊息數量呈現出較大的

差距。其中，人文學院（25.00%）和科技學院（21.53%）在該類別中佔比較高，而 

教育學院（2.08%）、榮譽學院（1.39%）、應用物理及材料工程研究院（0.69%）則

佔比較低。這「出鏡率」可能反映了學科與市場對接的關係，亦可能折射學校內部 

資源分配傾向的體現。 

此外，本地需要和外地／內地對本地需要的不同亦可能為學校發展帶來兩難。 

M 大學在建構自身形象時，找到切合本地歷史條件和優勢以發展其品牌─「中葡 

雙語人才培養和搭建學術科研交流平台」，樣本中 109 次「葡萄牙」、185 次「中葡」、

100 次「葡文」，突出學校在中葡交流人才培養上的獨特性，算是起到了成功的品牌

化效應。然而，這樣的發展傾向可能直接導致符合國家戰略要求和市場需求的葡語 

相關學科比其他學科受到更多關注。 

如今，大學功能的拓展亦意味着大學會面臨多方挑戰和影響（程水源，2020）。

如前文所述，M 大學所呈現的形象中，大灣區目標和國際趨向對本地需求產生了擠 

壓，學校可能更注重國際、大灣區熱點問題和前沿領域，而忽視了與本地經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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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相關的研究，削弱學校與本地社會的聯繫和互動。因之，大灣區內高教的全球化、

灣區化趨勢與地區發展的封閉性之間存在着微妙的博弈關係。 

面對多元和複雜的大學身分認同問題 

M 大學在其形象建構中突顯出了「灣區大學」、「世界大學」等多元的身分認同

傾向，呈現出不同發展趨向之間及其與大學獨立性發展的矛盾與碰撞。 

大灣區的概念甫一提出，就注定了大灣區內各地更為廣泛而深入的互動，區域化

的力量與大學發展相互影響的結果已經顯現，這促使它們在擁抱全球競爭的同時融入

到國家和區域發展之中（Vong & Lo, 2023）。如上所述，主題分析結果已表明 M 大學

在塑造自身形象時，已經開始希望更多地參與到國際、國家和大灣區發展的話語中。 

不同身分可能帶來的是大學的發展重點隨着政治口徑和社會變化發生即時變化。

M 大學在其官方網站的願景中指出，希望「立足澳門，共建灣區，融入國家……矢志

成為一所國際公認的卓越大學」。在報道學校師生取得的各類科研成果時，大部分僅

停留在該科研成果本身的特性和國際社會中所取得的成績，內容專業度較高，回應着

「灣區大學」、「世界大學」兩個身分需要的目的性較強。以新聞主頁中的科研成果

相關新聞為例，M 大學在導言部分直接指出「科技學院機電工程系的最新研發力傳感

自動化微操作系統，能夠自動在微納米尺度上操縱『微注射器』和『微夾鉗』……」，

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導言則是「從酵母菌到人類，所有具有核的細胞

都有像城市一樣的組織結構，有各種各樣的小隔間（細胞器）充當完成各種工作的 

工廠」。對比兩者不難看出，後者的內容更生動和具備吸引力，其呈現出來的出發點

並非只是為了宣傳大學取得了某項科研成果，而是用通俗的語言和比喻向普羅大眾 

科普該項科研成果的原理和作用。此外，新聞內容中社會服務相對不受重視，而社會

服務中的如「慈善」、「扶貧」、「科普」等內容體現了大學公共性的內容，其內容

輻射本地和大陸地區的佔比内容較小（1.96%）。 

綜觀世界，不同水準大學的集群發展已成為世界一流灣區的重要標誌（許長青、

郭孔生，2019），M 大學在形象建構中突出與大灣區內機構、組織日益密切的協作與

深入交流的傾向，如多所大灣區內學校設置聯合培養和長期合作計劃等，可見大灣區

與世界一流灣區高教發展路徑趨同，即區域化的發展動能作用於高教，並呈現出一定

的發展優勢。 

總之，在 M 大學多元身分之下，展現了積極融入國際、國家和區域發展的雄心，

卻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本地社會的直接服務和影響。如何有效平衡國際化與本土化

的關係，將是 M 大學未來發展中需要持續關注並不斷優化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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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灣區高教發展提供新可能性 

展望未來，由於大學身分與定位的複雜性、多面性，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和變革的

背景，大學發展中必然出現力量的衝突（張燁，2001；蔡慧峰，2009）。在各方力量

影響下，大灣區高校形象建構既要符合大學本身的發展邏輯，亦必須協調內外複雜 

環境下的多重矛盾與衝突。目前方案是通過結合地域特徵，為大灣區內不同地域、 

不同學校繪製差異化的頂層設計發展藍圖，如 M 大學的「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和搭建 

中葡學術科研交流平台」，又如正在籌建的「大灣區大學」，希望構建立足灣區、 

面向世界、着眼未來開展辦學……的高等學府（大灣區大學，2023）。 

從全球教育競爭態勢看，提升高教國際競爭力是區域高教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黃炳超等，2023）。面向未來的世界競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宏觀

上作出了如下論述：「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 

……為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競爭力、更高水平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拓展了新空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9，第一章第二節）。可見，扎根本土、放眼 

全球將成為大灣區高教發展的主旋律，大灣區內大學將結合地域特徵進行差異化發展，

同時加強大灣區內不同高校間的合作，共同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獲得更大的綜合 

影響力。 

總結與反思 

本文以 M 大學形象研究為例，探討了大灣區高校發展過程中對外形象建設的傾向

及其背後隱含可能的衝突，為透視教育現象與背後邏輯的關係，探索大學自身定位、

發展的機遇和策略，研判和調整教育未來發展走向的內涵提供了一條研究進路和實際

操作框架。 

M 大學身為大灣區內資本主義制度下高校的例子，無疑亦受到了大灣區發展品牌

與形象建構的影響，其鮮明的國際化、可視化、強調表現性和地區屬性的大學形象，

為它帶來了資源分配、身分認同、發展趨向等方面的矛盾。與諸多擁有悠久歷史、 

注重樹立自身高教高品質品牌的大學不同，大灣區高校在高市場化的環境中展現出 

獨特的集聚、合作、多元和創新特質，為高教跨區域合作開闢了新的視野。 

這種橫跨全球和區域發展維度，為高教跨區域合作提供了新的討論和實踐空間。

從形象塑造的角度來看，高教國際化無疑為地區大學提供了一個展示自身實力、吸引

國際資源、促進學術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在這一過程中，基於資源的考量和全球化的

高教論述，部分大學可能傾向於構建一種以「去本土化」而「國際化」為中心的形象，

旨在強化其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但地區大學若過度強調國際元素，忽視或犧牲了 

自身獨特的歷史傳承、文化積澱和地域特色，可能會導致其身分認同的危機，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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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獨特定位和競爭力。Marginson（2004）等學者的諸多論述已 

警示我們，高教國際化不應是單一維度的擴張，而應是本土化與國際化的和諧共生，

是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礎上實現與國際社會的對話。 

本文揭示了大灣區高校形象建設趨勢及其背後顯現的潛在挑戰，為其他區域高校

提供了可借鑑的範例─即為拋卻單打獨鬥、一家獨大的發展模式，而是通過百花 

齊放、各美其美的方式，共同拓展高教新的發展空間。但需警惕大學在滿足本校、 

本地發展需要和回應大灣區、國家發展要求間的兩難猶豫局面，因為如果將學校的 

發展和宣傳重點過於聚焦於國家和地方、社會與政治賦予的責任與使命，可能會使得

學校隨外部變化而調整發展方向，這容易使大學形象漂移不定，從而無法定位大學的

發展內核。因此，大學應通過定義核心身分、制定長期戰略，以避免過度受外部因素

的影響。 

當然，無論是國際化或是地方化的發展道路，通過營造出大學與外部環境間更為

平衡和緊密的關係，建構大學與外部環境間的良性互動，將有利於地區間的文化共融，

實現大學綜合與特色發展相適應，發展使大灣區高校在交流共進的大潮中建造起更具

世界競爭力的形象，為知識生產和社會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範圍局限於 M 大學，雖然在討論時有考量其他大灣區內大學發展的 

實況，但仍是缺乏代表性；而且本研究僅涵蓋了一個學年度內的新聞主頁研究樣本，

但形象則是個在塑造中不斷流變的概念，當研究完成時，研究結論或無法完全反映 

當下的大學形象，或只提供了一種發展趨向的可能性。 

此外，認知和建構大學形象的渠道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媒介渠道，但並非都來源於

媒介，受眾對大學形象的認知還來源與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等方式。且 M 大學在構建

自身形象時亦非僅有對外的新聞訊息傳達這一渠道，因此可能造成研究結果與真實 

情況存在偏差。本文在撰寫時，基於 M 大學對外宣傳內容的官方權威性考量，同時 

聚焦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故僅將分析重點放在了大學新聞主頁這一平台的新聞文本

上。 

基於以上研究限制，在研究過程中，本文加強與實際和教育前瞻性發展的聯繫，

力圖盡量做到全面認識和把握問題，以增強研究結論和討論的適用性。同時，亦可在

未來的研究中進一步將研究視角延伸和擴展到其他地區的高教機構，並繼續加強縱向

數據研究，使研究發現得到進一步驗證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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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Thematic Analysis on the News Homepage of M University 

Fang-Ting CHEN & Sou-Kuan VONG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oliberalism, contemporary universities have established a new 

management order based on market competition. Consequently, image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vital task for universities.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reached unprecedented closeness amid a diverse society and 

complex educational contex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versity image in this region is not merely 

an administrative concern, but also reflects the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 competition, linkage, and its positioning in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dopted thematic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news content of homepage of 

University M, located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ertaining to 

one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iming to explor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image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exa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image construction,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al opportunities for 

universities with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national policy direction. Findings reveal that M University’s image 

construction showcased a multifaceted identity in the “Global–National–Local (Glonacal)” 

dimension, with its development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a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While highlighting the global benchmark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driven by the country, it may also bring many challenges 

at different levels, such a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in local social needs.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mage construction; identity 

recogn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discourse; 

neo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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