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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建立的必要性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合作办学

一直以来都是留学生教育本土化的主要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更是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机构与合作办学项目相

比，影响力更大，主要遍布沿海省份现已形成完整的办学体

系，例如著名的“九大中外合作高校联盟”。创办至今，纵

观发展其主要有以下助益，也是进一步证实建立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十分必要：

1.1进一步深化了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从教育体制上完全打破了政府包揽办学的

格局，广泛利用国际资源，逐步建立政府办学与社会各界参与

办学的新格局。同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积极迎合了改革开放

的新浪潮，在宽松的市场环境下逐步形成了分级办学、分级管

理的新型教育体制，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做出了重

大贡献，为大力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打下基础。

1.2利用现有比较优势促进了教育出口

目前我国的教育竞争力相比于英美两国来说，一定程度上

相对较弱，但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我国在教育服务上所能

够提供的成本和文化等具有强烈优势，而中外合作机构的建立

也是极大程度的利用了此优势，与合作国进行合作办学来充分

利用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为促进我国的教育服务输出

做出了极大贡献。

1.3 加强了教育服务营销，将我国的教育推向了国际市场

中外合作机构的建立暗含着一种教育服务的营销模式。因

为其建立使得中国地区的教育体系多了更多的境外教育资源，

同时中外教育双方的合作也进一步提升了双方在各自国家的一个

知名度，尤其对于我国而言，与国外知名大学的合作使得我国

的教育资源更加国际化，并推进我国的国际化教育营销，为参

与国际教育市场竞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2  “选址”成都的基本条件及不足

2 . 1“选址”成都的基本条件

成都地区的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市场潜力巨大。

其中以高等阶段为例，其在校总人数为 97.2 万人次，居全国

第 8。不仅如此，成都经济优势也十分明显，2019 年成都以

17012亿元的GDP总值位居全国第7，为其更大的提供了相应的

资金和市场支持。同时，成都作为四川省省会城市，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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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都地区的政策扶持源源不断，基于2010年教育部所下发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所提及到的

“2010~2020年提出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并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奠定了在成都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可能性。

2 . 2“选址”成都的不足

中国成都深处内陆，并且相比于北京、上海等地在国际的

整体知名度不高，其经济发展程度的代表性不强，整体影响力

仍需进一步努力扩大。同时，许多外方办学机构更多愿意与靠

近沿海地区，更具有地理优势地位的高等院校合作。

在世界高校排名中成都地区高校排名不高，其中以四川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为代表的重点高校分别位于世界第531、540

名和世界701、750 名，成都地区的高校世界整体知名度不高

且影响力较弱，这为吸收外来资源进入该地区形成障碍。

3  成都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发展模式及路径探究

在成都地区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目前正处于初期探索

阶段。若在成都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结合当地的实际环

境，将建校地址及其模式更加创新，选择一些靠近对外的金融

聚集核心区域和交通发达的航空港或国际铁路线聚集区作为选校

地址，或是依托高校自身资源创新办学，这样一定程度上使得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建立效果更加显著，一定程度上避免成都

作为内陆城市的弊端，也契合外国高校的自身办学特点，能够

极大程度吸引外方教育进入成都地区。

3.1成都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发展模式的研究

成都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发展模式，结合成都自身的环

境特征，可以分为初期阶段和发展中后期两个阶段，也可以按

照发展模式分为借助型模式和自助型模式阶段。

（1 ）在初期发展阶段，可以参照上海纽约大学的发展经

验。通过借用其他高校的校区，或依托本身中方高校的校区资

源入驻办学，进驻市场，抢占地理位置，拥有一个初期的合

作办学模式打好基础，为中后期的创新型和更大程度的发展提

供支撑，使得成都地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逐步走向成熟化。

（2 ）在发展的中后期阶段，招生资源能有序推进，可以

开始对外扩张，选择靠近对外的金融聚集核心区域或交通发达

的国际航空港和铁路线路聚集区域为学校地址。尤为强调，关

于选址能够一定程度扩大招生群体，例如吸纳更多的外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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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入和拓宽的更多国际性资源。使得成都地区的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向更加成熟的方向迈进，甚至与“九大中外合作高校联

盟 ” 相 比 。

3.2成都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建设路径探析

3.2.1 依托现有办学项目，扩大发展

目前四川（成都）地区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有很多，其

中已有不少来自该地区的高校与国外著名高校初步开展了合作办

学项目，其中以川大和电子科技还有西南交通大学等成都地区

的高校居多。由此，若能在现有项目的基础上，让中方学校

和外方进行商谈后，使项目进一步扩展为机构，并依托双方资

源，在初期建设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更加效率且可行。

3.2.2 依托现有高校资源，稳固机构

承接第一步，当初步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雏形建立后，

可依托高校资源，主要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校区的选址帮助，

高校校区可以借用自身的校区土地或和自身合作学校的校区土地

进行支持；其次为教师资源的输入，高校可以利用现有的一些

优秀教师资源，通过和他们协商谈判让其可以做到两方兼顾，

或返聘一些已经退休的高校教师，为办学机构的初期建设打下

夯实基础；最后为办学资金的输入，高校可以与政府部门进行

协商，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资金支持，进一步稳固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的开展。

3.2.3 依托现有办学机构，拓展深化

目前国内已经有近百家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率先在上海、

深圳等许多城市得以建立，且有成熟的资源和、办学体系。在

成都地区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后，若能与这些成熟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共同探索发展形成资源共通共享体系，例如“九

大中外合作高校联盟”的建立，并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成都地

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发展。

4  结论

综上分析，在成都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可行且极具发展

前景。尽管成都地理位置深居内陆，且自身著名高校的世界影

响力较低，但这一切可以通过良好且可行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和

成都自身强有力的实力得以解决。在成都地区建立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势在必行，将进一步为推进成都的国际化教育营销，进

一步促进成都地区整体的社会发展和其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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