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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外合作办学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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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外合作办学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能够有效的吸引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培养更多的具有国际化视

野以及跨文化交流的专业人才，能够有效的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本文通过论述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意义，以及当前国

内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存在的问题及背后原因，对以中外合作办学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的对策展开研究。 

关键词：中外合作；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对策 

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Xie Zeyun
1
 Chen Xiao

2
 

(Gu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Nanning, Guangxi 530007) 

Abstract: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realiz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t can effectively attract foreign high-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train more professionals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a school,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es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a school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studi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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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

持续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也随之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作

为衡量新时代高校高水平建设的重要标准，“国际化”对革新教育理

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课程结构等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中

外合作办学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十四五”规

划明确提出，要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由此可见，以中外合作

办学为抓手，充分利用各方教育资源，不断创新教育理念，对提高

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意义 

中外合作办学 重要的意义和 显性的作用体现在为高校搭建

起“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高速路，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有

助于引进国外先进教育资源。首先我们要明确何为先进教育资源。

广义上的先进教育资源具有稀缺性、时代性、进步性、科学性等特

征。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引进的先进教育资源，一是我们自身缺

乏或是相对比较落后的；二是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里面和

新发展格局的；三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

通过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国内高校不仅可以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引

进国外教学模式和优质教学资源，还能引入世界一流的学科规划和

专业设置。结合学校发展需求，辩证地进行梳理、提炼和融合，从

而升级现有人才培养方案、教材和教法等，形成富有自身特色的国

际化人才培养体系。既节省了人力物力，又避免了许多实际操作中

的错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通过教育资源“引进来”，还

能促使部分已经“过时”的专业转变为与国际接轨、适应市场的新

专业，拓宽国内高校的科研范围，推动薄弱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第

二，有助于推动中西方青年间人文交流。教育全球化是指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了解的过程。中外合作办学所产

生的交流，不仅仅是引进国外优质课程和教师、开展中外合作教学、

选派优秀教师赴国外高校学习深造等这些学术层面的交流，还有在

国际化课堂内外，在教师与教师间、教师与学生间、学生与学生间

各种形式的互动中不断拓宽自身视野、增进彼此了解等人文层面的

交流。 

2 中外合作办学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整体发展势头强劲，但在具体

的管理和运行实践中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管理模式不规范。国际化办学管理规范性是影响高等教育国际

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以中外合作办学为例，当中存在着协议合

同不规范、教育资源不足、教学目标及内容不合理、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存在风险等。这些都会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带来

不利的影响。二是教学体系不完善。中外合作办学双方的多样性，

以及各自教育模式和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导致当前中外合作办学的

学科分布不均衡，计算机、经济学等相关专业尤为突出。对于国家

相关文件提出的引进国内急需，保证国内课程及教材的国际性等具

体要求存在一定差距。三是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当前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设置重复率较高，存在交叉重叠的情况。其中，高职类专业

以经济学类、管理学类、电子信息大类为主，专业设置趋同现象严

重。要想自身特色鲜明，就要以专业设置为抓手，提高自己的竞争

优势。既要符合投资收益，又要满足社会需求。 

3 中外合作办学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落后的原因 

导致上述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资金投入和

人才储备上。一是资金投入力度不够。目前，国内高校中外合作办

学管理运行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性及公共财政教育经费、社会捐

赠和事业收入等。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区域间教育水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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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差异化。二是人力资源储备不足。中外合作办学“培养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大学生”的主要目标使得高校需要大量的富有国

际视野的优秀教师。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外合作办学主要还是由

具有海外留学、访学经验的教师，以及国外合作院校来华飞行教学

的教师进行授课，人员数量不多，尚不能满足高等教育相关发展需

求。 

4 以中外合作办学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的对策 

4.1 加强政府和市场的引导及投入 

国家和地方政府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中外合作办学标准化管

理。一是在国家政策引领下，地方政府出台相应管理办法和措施，

确保相关国家政策得到有效落实，从而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管理规范

化。二是制定一系列激励性政策，并更有针对性地从国外发达国家

和地区引进优秀教育资源。三是加大各方对中外合作办学以及高等

教育，特别是相对落后地区和较为薄弱的学科领域的资金投入力度，

促使各区域间教育水平趋向平衡，为保证中外合作办学积极推动各

个领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实现全面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水

平提升的目标。 

4.2 完善教学管理模式构建 

一是对教学质量目标、相关收益分配等进行统一化管理，保证

所签订的合同在合作双方所在国都具有法律效力。同时，确保双方

所持协议一致。二是对国外合作高校进行实质性考察，防止一些鱼

龙混杂的资源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质量产生消极影响。三是运用

好国家及社会的资金支持，提高学业奖学金的比例以及金额，从而

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能够加入到中外合作办学中。四是鼓励有条件

的高校在新生入校前为其提供英语语言训练等，帮助学生尽快适应

新的教学模式和学习环境中。 

4.3 建设平衡的国际化生态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种双向的动态发展，既要打开国门充分吸

收国外优秀资源，又要积极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输出中国优

秀教育资源。因此，高校要积极推动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模式转变，

将内向型国际化模式转变成外向型国际化模式。也就是说，在引入

国外优秀教育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的专业

范围，并积极向国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输出我

国优秀高等教育资源，从而赋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权威性。 

对于国际专业认证，高校要设立长远的发展目标，要致力于构

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质量标准及认证体系。除此之外，

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不平均、不平衡、不

平等等问题，要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治理措施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打造教育国际化品牌项目，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均衡性。 

4.4 完善国际化办学保障体系和教学评价体系 

基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监督以及保障体系有待完善的现状，为

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一是要继续完善和构建

科学的质量监督和保障体系，从而保证教学质量、教学管理等能够

得到有效的把控。二是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既要保证低成本和低

耗损，又要提高教学质量和成效。 

建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是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之

一。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完善教学评价体系，积极推进教

学改革。一是评价的内容要全要细要具体，要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

展和中外合作办学工作包括到评估的范围中。其中，教学实施、项

目管理以及相关科研这三个方面是紧密关联的。教学质量能够对高

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而高校管理水平的

高低也和教育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科研能力受到了教学质量和

管理水平的影响，对中外合作办学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要对授课教师和项目学生进行评估。通过针对各方面

设置考核标准，积极进行教学改革，从而更好的推动高等教育国际

化水平的提升。 

4.5 坚持正确的思想文化观念 

正确的思想文化观念有利于中外合作办学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

水平的提升。由于国家之间在文化、政治、教育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性，所以外国院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不会和我国的政治体制相

统一，这就要求高校在院校的选择、教师的招聘、教学内容设计等

方面上，要进行严格、谨慎的选择，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文化观念，

防止受到不良思想或者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同时，要重视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5 总结 

本文通过对以中外合作办学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的对

策的研究，了解到以中外合作办学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现不仅

有利于引进国外的优秀教育资源，推动高校进行教育改革，而且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教育理念的更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课

程结构的改革与优化等。因此，高校要针对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层

次中外合作办学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助力提升我

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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