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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湖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
肖耀文 屈广玉

（江汉大学商学院）

【摘 要】“十四五”规划下，国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做出了规划与要求，通过引进海外优质教育资源、支持师生出国研

学以及加大留学生教育等措施进一步提高高校的国际影响力并开拓出多元化合作渠道以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湖北省

作为全国高校数量排名第七的省份，拥有 133 所高校，研究高校实现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有助于全省高等教育单位提高国际影

响力、推动教育发展多元化、以及加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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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大力繁

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现阶

段我国已从教育大国转型成为教育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也

进一步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

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

比较优势。”教育国际化作为高校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

要路径选择，对于实现教育强国与现代化强国建设有着重大

意义。同时，习近平主席也在 2023 年 5 月时的中央政治局

建设教育强国学习时明确提出，要把握好国际教育资源，统

筹好“引进来”与“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是我国成为具有

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教育中心。因此，本文旨在探讨高等

教育国际化对于湖北省加速实现加深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

与方法。

二、“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与省域发展内涵与

价值

1.高等教育国际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高校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

面与国际标准接轨，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教育质量与

办学水平。在我国“十四五”规划中，高等教育国际化被明

确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其内涵与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

首先，高等教育国际化有助于提升教育质量。通过与国

际知名高校的合作，国内高校可以借鉴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管

理经验，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培养适应全球化需求的

高素质人才。此外，国际合作也推动了科研的深化与拓展，

促进了学科交叉与融合，增强了高校的创新能力，推动国家

科技自立自强。

其次，国际化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机会。通过

留学、交换生项目和短期国际研学，学生不仅能接受高水平

的教育，还能体验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从而增强跨文化沟

通能力与全球竞争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推动与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

的人才，契合国家发展战略与需求。

再者，高等教育国际化能够促进教育公平。通过国际合

作与交流，优质教育资源得以更为广泛地传播，特别是对中

西部及偏远地区的高校，能够通过共享资源与合作办学，提

高整体教育水平，减少区域差异，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

此外，国际化也有助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高等教育作

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不仅能

够增强国家在国际教育领域的话语权，还能吸引更多国际学

生来华学习，展示中国的文化与发展成就，促进文化交流与

理解。

最后，国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视体现在政策支持

上，政府通过资金投入、政策引导和体制创新，鼓励高校积

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形成更加开放的教育生态。这一系

列政策措施不仅为高校提供了发展动力，也为未来的人才培

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十四五”规划中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其内涵与价值不仅体现在提升教育质量与国

际竞争力，还在于促进教育公平、增强国家软实力等多个方

面。面对全球化发展的新机遇与挑战，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

将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培养更具国际视野

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以服务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

2.省域发展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经过长时间

的理论酝酿与时间孕育后被正式提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地

区发展必须贯彻的根本要求”。围绕省域发展，习总书记也

对各个地区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与规划，要因地制宜，走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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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湖北在全国率先出台具有法律效力的省域战略规划，对

全省发展作出了全局性、综合性、长期性的战略谋划。这份

凝聚全省智慧力量、谋定发展前进方向的省域战略规划，是

湖北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

把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关于建立健全规划统筹机制改革部

署抓实抓细抓到位的重要载体，是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

北实践的统领性规划。湖北是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生态大

省、农业大省，科教资源丰富，产学研用链条较为完备，综

合科技创新水平处于全国第一方阵；既是制造业重地，又是

中部粮仓；拥有绿电可持续发展能源保障，综合要素成本相

对较低。省域战略规划立足湖北实际，深刻认识湖北在全国

大局中的地位，深入分析湖北的优势，有针对性地提出规划

思路和举措，深刻回答了湖北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以及要做

什么的问题，有利于推动流域综合治理走深走实，有利于推

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积蓄更大能量行稳致远。

十四五规划也为省域发展提供了思路与方法，通过给予

省级行政单位更大的用地自主权，均衡耕种用地与商业用

地，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以完善省域内土地资源的应用与

转换机制；完善与规范人才市场资源体系，减少人才流动的

不合理限制；发展技术与数据要素市场，完善交易规则与服

务机制，加速推进公共服务平台资源共享等措施建设省域内

公平公正的统一市场。同时，省政府单位应当对内改革预算

制度，加强对财政资源的统筹规划，健全标准化流程与绩效

管理，完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健全规

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以保障基层公共服务的基础供给。

3.高等教育国际化与省域发展

湖北省高等院校的教育国际化与湖北省省域发展间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者共同发展不仅共同推进了湖北的政

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也为提升地区在全国乃至世

界上的影响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湖北省内的省属科技高校

如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通过引进国际上先

进的管理理念、教育资源与科研方法，可以提高当地人才的

创新能力，而湖北正值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之期，优秀的新型

人才可以帮助政府规划更加完善与科学的地区产业结构；通

过扩大国际学生教育，武汉本地的高校可以吸引更多的境外

人才来鄂工作与生活，这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加强了高校

的科研实力，也提高了湖北的国际地位与声誉；湖北的高等

教育国际化不仅可以惠及本省，还可以借助湖北中部大省的

地区优势与区域合作辐射到中部其他地区，以均衡提高周边

省份的教育水平，为国家发展“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进

行智力支持与人才储备，并为本省在国家战略规划下实现

“科技自立自强”与“双循环”中进行人才培养与保留。

三、“十四五”时期湖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位与现

状

1.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位

当前湖北省高校教育仍处于“引进来”的阶段，除去武

汉大学等底蕴丰富的学校，大部分学校对于国际化的定义依

然是招收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前来攻读学位，在国际化的科研

技术交流、国际化的合作以及国际化的奖项上仍有一定程度

的空白。

2.高等教育国际化现状

2023 年中国公办大学国际化竞争力排名中 100 强在湖

北省省域范围内的有 8家，其中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是

2家 985 院校，武汉理工、华中师范大学与华中农业大学是

3家 211 院校，剩余两家省属院校分别为湖北工业大学、湖

北大学和武汉纺织大学。该评价体系按照权重排序依次为：

国际化教育（30%）、国际化科研（20%）、国际化合作（15%）、

国际化奖项（15%）、专业评价（20%）。这样的评价体系中，

省内院校的表现在国际化教育层面主要体现为中外合作办

学水平的机构数量、本科和硕士以上项目数量三个方面，其

中表现最好的依次为武汉大学（5A 级）和武汉理工大学（3A

级）。武汉理工大学 2022 年数据显示，留学生招生专业 171

个，覆盖 25 个院系 89 个专业，硕士项目 138，博士项目 68

个，累计培养留学生数量6000余人，2022年留学生规模1500

人。

表 1 湖北省高校教育国际化情况

院校名称

（排名）

国际化评价指标突出表现

（教育、科研、合作、奖项、

专业评价）

相关发展文件与数据

武汉大学

（5）

国际化教育 5A 级；

专业评价 4A 级

武汉大学 2019 年公布数据显示在校外国留学生 2800 余人，招生院系多达

200 多个专业（即覆盖本科的 131 余专业、硕博专业 111 个专业，占总量的 85%

以上）在专业表现上，20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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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

（9）

国际化合作 5A 级；

国际化奖项 4A 级；

国际化专业评价 4A 级

国际合作科研机构数量 6个——高功率激光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绿色通

信与网络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感知生物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煤清洁利用国

际联合研究中心、光电转换与探测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中英 HUST-Res 基因工程

和基因组学联合实验室；“111”计划名单院校；国际化合作奖项多项，例如 2009

年 10 月，叶荫宇被授予有运筹管理学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最高奖项——

冯·诺依曼理论奖，成为首次获得该奖项的华人科学家。

武汉理工

（39）
国际化教育 3A 级

武汉理工大学 2022 年数据显示，留学生招生专业 171 个，覆盖 25个院系

89 个专业，硕士项目 138，博士项目 68 个，累计培养留学生数量 6000 余人，

2022 年留学生规模 1500 人

湖北工业大学

（58）
国际化教育 3A 级

湖北工业大学 2022 年数据显示留学生数量为 450 人，其中专业分配上，工

学占比 73.7%，其次是经济学 19.6%、管理学 5.3%。

华中师范

（67）
国际化教育 2A 级

华中师范大学是中国最早接受留学生的高等院校之一，自 1965 年起接收

外国留学生。先后有 70 多个国家外国留学生来校参加本科、硕士、汉语培训、

专项课题研究及短期交流等项目学习。国际学生规模年均 2000 人以上，生源结

构和学历层次逐步优化。

湖北大学

（70）
国际化教育 2A 级

国际学生规模年均 2000 人以上，生源结构和学历层次逐步优化。湖北大学

国际化办学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0 年，当前，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效益明显，孔子

学院建设和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特色突出，未来将在孔子学院发展、区域与国

别研究、国际学术交流持续提升。

武汉纺织大学

（91）
国际化教育 2A 级

截至 2021 年，武汉纺织大学共有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留学

生总数超过 2000 人。并且成为“欧洲纺织大学联盟”高校、“一带一路”纺织

高等教育联盟发起高校。

华中农业大学

（93）
国际化奖项 3A 级

拥有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4 个，14 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 全球前 1%，2 个学

科领域进入 ESI 全球前 1‰。

剩下的 22 家单位国际化表现层面均突出表现在国际化

教育和专业评价方面，相应平均表现依次为国际化合作、国

家化科研和国家化奖项，其中普遍在国际化奖项表现为 0

级评分。

四、结论与建议

“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将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

位置，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

而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的前提就是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高校联合体系，实现以多元、平等、合作、共赢为基本面

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做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相

得益彰。

湖北省作为中部教育的枢纽大省、“一带一路”沿线城

市以及新一线超级城市，应当发挥自己中部中心的影响力，

建设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基地，积极开展国际科研合作，设立

科技创新中心，加强与欧美、日韩等经济技术发达地区的科

技合作与文化交流，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将湖北省打造成中国

中部重要的文化、科技交流中心；先进教育与数字创新的先

驱者，助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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