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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南亚高等教育合作分析
杨钰卓

（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是今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总纲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成为人类世界

的共有财富。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中国与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深化合作，积极签署双边、多边与次区域教

育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中国与南亚各国学术交流平台。近来，教育优先发展已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共同重要的发展战略。而高等教育的

发展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加强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高等教育的合作意义重大，通过相互借鉴吸收，推动双边高

等教育发展，从而提升亚洲地区整体高等教育水平。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南亚高等教育合作交流现状，探索中国——

南亚高等教育合作过程中浮现的问题，基于此提出中国——南亚高等教育进一步合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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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无疑为中国与南亚地区各国的合作

提供了便利、资金以及政策支持。南亚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且资源丰富。近来南亚地区经济增长迅速，中国与南亚各国在政治、

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有着长期友好的合作交流，如中巴经济

走廊已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工程。除经济等重要发

展方向外，积极开展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是我国提升自身综合实

力、参与国际竞争以及以更从容的姿态应对在新世纪出现的新问

题、新挑战的重要一步。近年来，为加强中国与南亚地区各国在

教育领域的合作交流，双方采取了众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孔子

学院的建立、高等教育交换生合作项目的增加等。在此背景下，

中国与南亚地区各国在高等教育等其他领域的合作交流进一步深

化，然而在交流中也浮现出众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南亚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概况及对外政策

1854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级官员查尔斯·伍德提出了著名的

《伍德报告》，为印度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这个文

件明确提出在印度要建立从初级学校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自

印度获得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高等院校数量增长迅速。在

巴基斯坦，高等教育较发达，拥有多所享有盛誉的名校，如卡拉

奇大学。此外，阿富汗、尼泊尔等国家高等教育也在不断发展。

在对外政策方面，南亚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以国际化为基本特征。

印度理工学院通过政府积极地与德国、美国等合作，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打造国际一流大学。

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及对外政策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体现在社会参与

度的提升、在线教育的发展、在校生规模扩大以及毛入学率的提

高等方面。在当代，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也体现在高等教育

质量的提升以及中国高校在世界排名的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实现

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转变，心态也从“仰视”到“平视”。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体现出我国坚持改革开放与国际化，

积极开展与他国进行高层次交流合作的愿望。

三、中国——南亚高等教育合作交流现状

从总体情况上看，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

作交流呈现出积极良好的态势。1985 年南亚国家共同商讨成立了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2004 年，中国加入。中国与南亚国家在多领

域进行合作，实践证明这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由于南亚地区特

殊的地理位置，辐射整个中国西南地区，为南亚以及中国西南地

区的发展提供机遇。2006 年，孟加拉南北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揭牌，

开设中华文化课，包括茶艺、太极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办学质

量不断提高，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于 2016 年获得了年度“先进孔

子学院”称号。2015 年，首届南亚东南亚高等教育合作论坛在云

南师范大学开幕，来自多个国家的高校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同探

讨合作办学新模式、推进信息技术及人才等方面的共享。在“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中国——南亚高等教育的合作呈现出

一种多渠道、多元化、多层次流动的局面，而在高等教育等方面

的相互交流合作也推动了多方关系的发展。

四、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障碍

（一）中国与南亚国家教育体制存在较大差别，由此产生一

些合作障碍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全方位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开展管理体制、办学体制、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体制改革。在今天，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具有中国特色，体现

在政府主导高等教育改革的同时发挥市场作用，坚持理念创新。

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高等教育仍以政府为主导，体现在专业设置、

人员管理等方面。部分管理者的素质有待提升，他们并不能结合

时代的发展构建相应的管理机制，这种现象不利于提升大学管理

的质量。而南亚国家独立时间较短，不具备较强的高校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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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用教授治校方式。因此实现更好的与南亚国家展开深入的合

作交流需要教育体制的调整。

（二）中国与南亚国家在文化渊源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中国自孔子起就开启了非宗教教育的传统，学习内容偏重社

会人事、文事等。古代中国的教育以向国家提供管理人才为主，

在科举制度下士人仍以儒学学习为主。而南亚古代教育主要为宗

教服务。各个学科的教学主要是为思想认同服务。由此可见，文

化差异往往是高等教育交流的强有力阻力。

除此之外，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不断

增强。南亚国家在获得独立后，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但仍然与发

达国家、与中国有较大的经济差距。而高等教育的合作交流必然

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因此经济因素也是阻碍因素之一。

（三）历史因素、外交政策影响中国与南亚国家政治关系，

阻碍双方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

在南亚国家中，巴基斯坦等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在经

济方面较为明显，即中国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国家，这

对双方都带来了益处。但是由于一些历史、经济以及政治因素等

等原因，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存在一定的认知差距，因此需要

更为深入地沟通，尤其是教育等方面还需努力。

五、“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南亚高等教育合作交流展

望

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势必朝着合

作发展的方向前进。鉴于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以上问题，双方应

思考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化困难为动力，从而促进双方

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这是对中国与南亚国家

未来关系的展望。

（一）政府层面

建立中国与南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机制。秉承“一带一路”

倡议下和平合作、互惠互利的精神，成立中国与南亚地区高等教

育合作交流组织，建立双方合作交流协会，对双方高等教育合作

进行定期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并进行专项研究，从而促进双方的

人才培养与流动、教育资源共享，提升合作质量。此外，政府应

投入更多资金，有效提高资金投入水平，为双方在人文教育领域

开展合作提供物质保障。

（二）高校层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明确提出要办好开放大学。开放大学不同于普通高校，呈现出全

方位的开放特征，学习对象、学习过程甚至学习认证等都是开放

的。因此，应大力推进开放大学建设，促进高等教育交流平台建立。

云南辐射南亚地区，应发挥云南开放大学的地域优势，积极开展

与南亚地区高校的交流。

此外，留学生项目也是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举措。因此

进一步提升留学生教育质量是合作交流的关键。首先，高校应设

立有吸引力的奖学金、提供先进的学习设备以及便捷的住宿条件

等，面向南亚地区扩招留学生，促进交换。其次，为适应国际化

人才培养的需要，高校需要建设面向国际的专业学科以及课程，

并且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为南亚留学生提供多样的选择机会。

另外，高校国际交流处应积极开展与南亚地区各国高校的交流合

作，定期往来，主动提出合作意向。最后，高校应切实了解南亚

留学生的就业需求，而对希望在中国工作的南亚留学生，高校应

为其寻求出路。

（三）教育教学方面

通过观看“清华大学首届‘一带一路’合作论坛第九届启迪

创新创新论坛（昆明站）”的信息报道，得知国家需要重视创新教育，

即要从具体的课程以及相应的教学条件两方面入手，促进“一带

一路”中的技术、教学资源以及设备等方面的的输出。在具体的

课程设置方面，梅萌董事长提到，创业成功的案例有其特有的背

景以及创业者的主观因素，需要真正结合创业者所处的特殊时代

背景以及当时企业家的各种资源讨论，不能只是从企业者的角度、

或是知识点的角度讲授。与此同时，更需要举出相应的失败案例，

真正让学生从中加深对正确创业观点的认知，让他们真正在敢于

承担创业风险的勇气下更为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化的经济浪潮中，

真正锤炼出具有高素质的时代人才。在教学条件设置方面，中国

与东南亚国家可以结合本地的状况构建相应的科技创业园，并引

入具有标杆性的企业以及相应的社会资本，真正让为增强高校的

教学能力以及学生的创业能力提供必要的客观条件。

总而言之，在开展国际教育教学互动中，中国高校和东南亚

高校需要深化相应的合作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了解各个国家的优

势与不足，充分发挥教学中的优势，真正构建合作、互信、共融

的高效教育合作模式，提升各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增强高校的

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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