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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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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双一流”高校建设理念推行以来，如何直面新时代高校建设挑战，助推高校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增强高校教
育领域竞争力，推动高校科学发展，成为高校需解决发展难题之一。其中，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作为培育国际人才，借鉴
国际教育经验，缩小我国高校与国际高校差距重要团队，亦需基于“双一流”发展背景谋求建设良策，以期助推高校提高综合
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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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一流”建设中贯彻落实，高校需制定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

伍建设战略，为综合发展资源的优化配置给予支持。然而，有些高

校却存在战略高度不够问题，仅关注眼前利益，未能看到高校发展

走势，对高校“双一流”建设需求不够了解，使有关队伍建设较为

盲目，甚至应付了事，无法发挥该队伍建设优势。

2.2 合作交流效率较低
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需多部门联动，当前多数高

校存在各部门互动效率较低问题，主要源于未能建立健全合作交互

体系，在国际交流与合作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无法及时解决，降低高

校跨境互动质量，未能将交流合作成果转化为高校“双一流”建设

与发展动能 [3]。

2.3 人才素养有待增强
在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中高校教师不仅要具备职业素养，还需

兼具管理能力、跨文化交互意识、合作精神、学习能力等综合素养，

继而胜任国际交流合作工作。部分高校未能推行人才培养机制，使

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缺乏人才支撑，不利于发挥国际

交流合作优势，同时阻滞该团队发展。

3. 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路径

 3.1 抬升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战略高度
首先，解读“双一流”高校建设政策内涵，站在教育全球化发

展高度，以培育世界顶尖人才为导向，组建一流国际交流合作团队，

通过调整战略意识有计划、有目的、有方法获取教育资源，加强教

育改革，创建多元文化育人环境；其次，将队伍建设纳入高校战略

决策，使高校能将国际局势、自身发展实况关联在一起，制定具有

可行性、高效性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方案，将该方案视

为向国际高校靠拢的阶梯，助力高校通过国际合作交流永攀高峰，

对自身办学理念、科研方向、育人手段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从行

动、意识上融入国际、胸怀世界，为高校跻身世界一流之列给予支

持；最后，高校需积极反思，剖析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成果，以此

为由找准队伍建设着力点，纠正该队伍建设发展轨迹，使之不仅具

有国际性，还具有时效性，不断引入国际资源助力高校完成阶段性

建设任务。

3.2 赋予队伍建设体系性，提高国际交流合作效率
高校是有机整体，任何发展活动均需上下联动、高效配合、共

同努力，这就需要高校教务部、科研部、后勤部、财务部、宣传部

等部门积极参与到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活动中，在此进程中肩负责

任，解构基于“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

宏观目标，以目标执行体系为依托加强协作。为保障目标明确、责

任清晰、合作关系稳定，高校需推行配套制度、标准、流程、原则，

使国际交流合作各项事务有据可依，营建稳定、持久、和谐协作氛围，

为高校消除国际交流合作矛盾提供有力保障，同时高校需组建专职

高校是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技术孵化重要机构，同时肩负提

升国民科学文化素养责任，这就需要高校扩展发展视野，在“双一流”

高校建设政策指引下践行教育“走出去”、“引进来”理念，将提

升本国教育水准视为核心，将优质人才输送到社会建设及国家发展

各个领域。然而，有些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却存在战

略高度不够、合作交流效率较低、人才素养有待增强问题，影响高

校建设与发展成效。基于此，为使高校得以落实“双一流”院校建

设目标，探索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1. 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必要性

1.1 落实培育一流人才教育目标
高校将人的发展视为核心，重视培育专业领域拔尖人才，通过

组建一流教师队伍、学科队伍满足人才成长需求。其中，“引智计

划”是高校建设一流团队并培育优质人才重要途径，在聘请海外名

师、高端专家、外专人才基础上增强本国师资力量，探索管理、科

研、教改新体制，把学术信息、科研成果带入国内高校，使本国高

校与国际高校差距不断缩小，同时为本国教师“走出去”提供机会，

在教师访问、交流、进修过程中学习成长，获取前沿资讯，并作为

一流高校建设资源，丰富思维模式，引入多元文化，疏通跨文化互

动渠道，助推本国高校稳健发展，继而达到培育一流人才教育目标。

1.2 有效提升高校科研水平
高校是科技成果孵化、转化重要机构，这就需要高校不断提高

科研质量，其中参与国际学术研讨类会议是有效举措，这就需要高

校组建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确保教师了解国际局势，能围绕

前沿课题并立足特色领域加强研讨，将国际学术信息带回高校，作

为高校科研纽带，加大跨境科研项目合作力度，建设国际化学科，

共建科研院所，转变本国高校在国际社会上专项研讨从属地位，在

参与科研同时能保护知识产权，能利用国际资源完成高校科研任务，

在国际科研活动中增强国家影响力，同时为科研成果变成国家建设

发展动力给予支持，凸显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价值 [1]。

1.3 营建国际化教育管理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是高校综合管理“软实力”，是高校育人理念、战略

目标、思维模式的缩影，这就需要高校建设国际合作与交流团队，

将国际院校文化引入本校，为不同文化交流碰撞搭建平台，将国际

优秀文化与本校教育、管理、科研等领域建设发展关联在一起，同

时在国内高校外国学生不断增多前提下赋予校园文化归属感，使高

校环境更为融洽，为吸引更多留学生并提高高校“柔性”管理质量

提供有力条件，继而推动高校稳健发展 [2]。

2. 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难点

2.1 战略高度不够
为避免高校“走出去”、“引进来”发展规划昙花一现，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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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负责统筹国际交流与合作内容，有效制定协作计划，及时向

下传达国家政策理念、反馈国际局势、调整管理细则，向上反馈合

作需求，旨在建设上下联动型管理体系，助推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高国际合作效率，继而为高校“双一流”建设与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 [4]。

3.3 加强人才培养，为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夯实
人才基石

在我国持续对外开放背景下，教育亦需遵循“引进来”、“走

出去”理念，国际交流与合作团队就是向外宣传推广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思想，吸引更多国际人才来华求学，增强本国教育国际

影响力，向内引入先进科研成果及前沿教育理念的重要载体。这就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使该队伍建设质量不

断提高：第一，熟悉国际文化，具备跨文化交互能力，加大政治决策、

本校专业特色、高校建设实况、市场经济环境研究力度，带着问题

交流互动，为解决高校发展难题给予支持；第二，保障人才编制充足，

从校内、社会及外籍人员中选拔符合条件的团队成员，使人才队伍

知识、能力、年龄等结构合理，继而提高该队伍建设有效性；第三，

为高校团队成员提供国际交流合作机会，在考察与学习进程中撰写

报告，分享心得体悟，增强团队成员敏锐性，为引入适合本国教育

与发展的资源提供有力条件，在交流合作中不断提升个人综合素养，

使教师能在“双一流”高校建设中做出贡献；第四，根据本国教育

事业发展规律、经济建设规律、学生成长等规律在人才培养进程中

引入“中国特色”内涵，从特色学科、特色院校、特色专业发展角

度出发展开国际交流合作活动，避免生搬硬套国际高校教育研究成

果，尊重本国教育发展客观事实，从本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

避免高校教育、管理、科研全盘西化，使合作与交流更加实事求是，

继而达到建设服务于国家的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目的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具有落实培育一

流人才教育目标，有效提升高校科研水平，营建国际化教育管理文

化氛围必要性。这就需要高校抬升国际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战

略高度，端正建设态度，赋予队伍建设体系性，有效利用跨境交互

资源，提高国际交流合作效率，同时要加强人才培养，为国际合作

与交流管理队伍建设夯实人才基石，在人才支持下解决高校国际交

流合作进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继而发挥该队伍优势，助推高校落

实“双一流”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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