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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湖南省地方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
SWOT 分析

曾怡华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摘要：本文对湖南地方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优

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SWOT 分

析模型，对湖南地方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试图为推动湖南省地方高职院校国际化教育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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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 年）》提出

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

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

这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策略，中国高等教育

国际化迎来了发展高潮。近几年来，湖南也加快了职业教育国际

发展步伐，《2020 年湖南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要点》明确提

出要扩大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招收留学生规模，鼓励湖南

职业院校加强与国外职业院校联合办学，与湘企携手在国外设立

办学点，服务湘企“走出去”。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湖南高职院

校如何把握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抢抓良好发展机遇，迎接挑战，

是摆在广大职教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重要课题。

一、湖南省地方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法，也叫态势分析法，S 是英语“strengths”的简称，

即“优势”；W 是“weaknesses”的简写，即“劣势”；O 是英语

“opportunities”的简写，指“机会，机遇”；T 是英语“threats”

的简写，意思是“威胁、挑战”。SWOT 分析法就是对影响研究

对象的各种主要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会和威胁等因素进行

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机遇分析

1.“一带一路”倡议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为湖南地方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

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2016 年，教育部出台了《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教育行动》，明确提出中国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共同打造教育共同体，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并出

台了相应的一些配套支持政策，这为湖南地方高职院校开展国际

交流与合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为湖南地方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

作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2019 年，“一带一路”经济信息共享

网络在北京成立，这有助于高职院校及时了解“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生活消费习惯和人才需求状况，掌握行业企业技能要求，

并根据需求制定和调整人才培养计划，制定教育教学标准，培养

国际化专业技术人才。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为湖南地方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

作提供了一定的平台支持。

《湖南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行动方案（2015-2017 年）》，

明确重点推进的装备制造、汽车能源、城市轻轨、铁路建设、有

色矿业、生物制药等产业正好与国家“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重

点产业相符。企业的发展需要人才的支撑，湖南优势企业“走出去”

需要大批的高素质高技能本土优秀人才，这为湖南省地方高职院

校“借船出海”提供了较好的平台。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为湖南地方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

作提供了较多的参考经验。“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实施后，

经济发达地区和沿边城市许多高校率先与沿线国家开展教育合作，

取得了较多的实践经验，这为湖南地方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供了参考。

2.“中国制造 2025”战略

目前，中国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为国之重器。但中

国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档次和国际化程度不高。

为破解这一难题，2015 年，国家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明确

提出要“积极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加强产业全球布局和国际交

流合作，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提升制造业开放发展水平”。要提

升制造业档次和国际化程度，人才是根本。因此，加快培养制造

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国际化管理和技术人才是当务之急。而要培

养既懂管理、又懂业务的高素质国际化技能人才，高职院校责无

旁贷。这既对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出了要求，也为高

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3. 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2017 年，《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正式出台实施。

在这一战略的推动下，湖南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大。2019 年，湖

南进出口总额突破 4000 亿元，同 2018 年相比，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 54%，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出口分别增长

71.1%、52.9%。随着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实施，社会各

界对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意识逐渐增强，这为湖南地方高职院校国

际交流与合作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基础，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

境。同时，为顺利实施这一战略，政府在教育、对外投资等方面

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优惠配套政策，这有利于破解国际交

流与合作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为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营造了

良好社会氛围。

（二）挑战分析

1. 无明显地域优势

湖南地处中国中部，长江中游，东临江西，南毗两广，西

接重庆贵州，北与湖北毗邻，既不临边，也不是对外开放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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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阵地，其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与经济发达地

区相比，经济整体水平不高，经济增长速度不快，发展动力不足，

海外投资等外向型发展经济不强。这将直接影响到教育的对外

开放水平。正由于湖南不具有地缘优势，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因此，湖南没有进入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

际合作签约省份，无法享受教育部在双向留学、涉外办学等七

个方面的实质性支持政策，这对湖南省地方高职院校国际交流

与合作将带来较大挑战。

2. 地方政府对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重视不够

目前，天津、广西等地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相关扶持政策，想方设法搭建平台、设立专项政府奖学金，为高

等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保驾护航。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天津、

广西等地在高等教育国际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实践，成为全国

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示范省份。而湖南从省政府到市州等地方

政府对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认识不足，尚未出台促进高等教

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专项政策，也未安排专项经费支持这项工作。

湖南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在 2017、

2018 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报告中，连续 2 年湖南无一所高职

院校入选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 50 强。

3. 国际合作渠道不畅，合作平台不足

目前，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主要通过政府牵线搭桥，行

业引领带动，兄弟院校推荐，海外院校直联和高职院校主动出击

寻求国际合作等 5 种渠道实现。由于湖南省地方高职院校地处经

济不发达的中部地级市，经济总量不大，跨国企业较少，政府部

门缺乏国际交流机会，地方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对

高职院校国际教育重视不够，缺乏顶层设计，因而政府牵线搭桥

和行业企业引领带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不多。相对于省

会城市和其他沿海边境城市，湖南地级市高校较少，与其他兄弟

单位的合作不多，因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渠道极为不畅，合作

平台严重缺乏。据调查，高职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困难在

于合作资源和平台不足，无法真正“走出去”。

（三）优势分析

1. 湖南高职教育质量居全国前列

湖南是教育大省，高等职业教育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教

育总规模和教育质量一直位居全国前列。从高职院校数量来看，

2018 年，湖南共有高职高专院校 70 所，在校生人数 56.04 万人，

位列全国第 5。从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来看，全国共有 100 所，湖

南占五所，名列全国前茅。从全国技能竞赛获奖数量来看，2018 年，

湖南省高职院校共获得全国技能大赛一等奖 34 个、二等奖 66 个、

三等奖 51 个，获奖总数达 151 个，获奖总数居全国第一，一等奖

获奖总数位列全国第三。

2. 建立了与优势产业相适应的职业教育特色专业体系

湖南重视职业教育专业体系统筹布局，建立了根据区域产业

发展趋势，动态调整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机制。各高职院校每年

对所开设专业进行调整，开设产业急需新专业，淘汰不符合产业

发展前景的专业，并根据区域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想

方设法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特色专业体系。2018 年湖南启动了高职

“双一流”建设计划，引导每所高职院校重点建设 2-3 个特色专

业群，打造 3-5 个特色专业，力争在全省打造一批与湘企紧密结

合的具有湘味的品牌特色专业。目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

现代殡葬技术、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铁道工程专业等都

是在全国知名专业。

3. 湖南文化资源较为丰富

湖南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响誉中外，这

里是古代战神蚩尤的故里，也是闻名中外的湘军故里，这里有 20

多家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新化山歌、梅山傩戏等传统文化独

具特色。毛泽东、刘少奇、曾国藩等历史名人辈出，在国际上有

较大声望。湖南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名录的紫鹊界梯田，有武陵源－天门山、南岳衡山旅游区等 20

多个国家级风景旅游区。湖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有利于吸引国外留学生来湘学习。

（四）劣势分析

1. 教育理念与国际化教育发展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教育理念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国际化教育理念是开展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重要前提。当前，大多数湖南省地方高职院校的领导

对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认识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他们将目光更多

地放在如何保运转，求生存；如何加强技能竞赛，提高在省内的

排名上，并未完全认识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而，

绝大多数湖南地方高职院校没有对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顶层设计，

没有出台相应的发展规划，没有设立相关机构、安排人员具体负

责这项工作。因此，大多数湖南地方高职院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教育理念与国际化教育发展需要存在较

大差距。

2. 师资队伍建设与国际化教育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师。因此，如何打造一支既有

国际化视野又具国际教育教学能力的国际化师资队伍，是开展国

际交流与合作的前提条件。师资队伍国际化，包括专任教师教育

教学能力国际化和行政管理队伍国际化两个方面。专任教师教育

教学能力国际化，是指专任教师既要具有国际化的教育理论、国

际化的教育教学方法，国际化的专业技能操作能力和教育教学能

力，也要具有国际文化视野和语言能力，能采用双语进行教学，

尽量避免因文化冲突而影响教育教学效果。专任教师队伍国际化，

是中外合作项目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行政管理队伍国际化，是

指相关行政管理人员要具有较强的国际沟通能力，通晓国际法律

法规和各国风俗习惯和相关文化，掌握外事工作惯例和技巧。行

政管理队伍国际化，是国际合作项目能否成功签约和顺利推进的

前提。目前，虽然湖南不少地方高职院校已经认识到了国际化师

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并分批选派部分骨干教师赴海外研修，但

由于起步较晚，数量有限，且大多是暑期进修，时间较短，其工

作能力与国际化教育存在较大差距，尚不足以满足国际交流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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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需要。

3. 课程建设与国际化教育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课程建设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质量。国际化教育需要

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课程标准与国际接轨，满足国际化人才培

养需要。然而目前湖南地方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大多是为了满足

国内和本地本区域人才需要，其课程标准达不到国际标准，课程

设置以专业课为主，辅以公共课，一般未开设国际文化课程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语言课程。因此，要培养“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建设需要的国际化人才，湖南地方高职院校在课程体系建

设和课程标准建设等方面还需大力提升。

4. 教学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化教育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教学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国际化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

保证。近年来，湖南地方高职院校办学规模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但与此同时，办学经费的增长无法满足办学规模的扩大，大多数

湖南地方高职院校年生均拨款达不到国家规定的 1.2 万元，加上

大部分地方高职院校都是由多所中专院校合并整合而成，负债较

重，办学经费空前紧张。此外，由于高职院校培养的是高素质、

应用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其人才培养质量必须适应产业发展需要，

而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正处于升级转型阶段，产业的转型升级要求

各高职院校及时更新实验实训设备。因而，地方高职院校实验实

训室（基地）建设、学生宿舍、图书馆、体育馆等教学基础设施

难以满足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需要。

5. 职业教育品牌建设还需大力加强

优质教育品牌是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关键，也是增强

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湖南省地方高职院校正处于

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发展阶段，大多数高职院校尚未培育出比

较有影响力、有特色的教育品牌。因而，如何结合地方实际和本

校办学优势，打造国际教育品牌，是地方高职院校目前极需思考

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研究结论

表 1 　基于 SWOT 分析的湖南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决策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优势（S）

教育质量居全国前列；

办学特色明显；

文化教育资源丰富

劣势（W）

教育理念与国际化教育发展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师资队伍建设与国际化教育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课程建设与国际化教育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教学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化教育需要存在较大差

距；

品牌建设还需大力加强

机遇（O）

“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制造 2025 战略；

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SO 战略：利用优势，抢抓机遇。

借助“一带一路”、等战略，携手湘企，

共建海外培训基地，破解经费不足瓶颈，

开启国际化教育新篇章。

WO 战略：突破劣势，抢抓机遇。

加强与优势湘企合作，共同制定和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分级分批开展师资培训，提升教

师国际教育意识和能力。

挑战（T）

无明显地域优势；

地方政府不重视；

国际合作渠道不畅，合作平台不足。

ST 战略：利用优势，回避风险。

加强学校顶层设计，利用企业搭建国际化

教育平台，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

WT 战略：突破劣势，回避风险。

调整战略思维，主动出击，寻求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项

目。

通过 SWOT 分析，不同的高职院校可根据自身实际采用不同

的方法和策略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根据 SO 战略，湖南地方高职

院校可借国家“一带一路”、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等战略的有

利东风，紧紧抓住湘企大踏步向外走的良好契机，携手湘企，共

建海外培训基地，破解学校资金不足、平台欠缺的瓶颈，借船出海，

开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崭新篇章。根据 WO 战略，湖南地方高职

院校要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加强与优势湘企合作，共同制定和调

整人才培养方案，出台符合国际化人才培养需要的课程体系和课

程标准，分级分批进行教师海外培训，提升教师国际化意识和国

际化水平。根据 TS 战略，充分利用湖南高职教育的领先发展水平，

借鉴“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和其他学校国际化教育品牌成功经验，

加强学校顶层设计，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化教育特色品牌。根据 WT

战略，加强国际化教育思想认识，调整战略思维，主动出击，向

国际化教育开展得比较好的兄弟院校学习，让其牵线搭桥，寻求

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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