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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外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的研究 
——以中东欧合作为例 

张欣宜 

（宁波工程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00） 

摘要：本文阐述了“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外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的现状及未来前景，结合中东欧博览会的召开，我们作出如下建
议：1.建设全新的文化交流体系，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2.建设全新的文化交流体系，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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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经过各国多年的努力，虽然全球化的道路上遇到了重重阻碍，

但是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此期间，

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中积极推动文化人才交往、民族文化交

流，以极大的包容性丰富了文化教育的内涵。“一带一路”的战略

设想，为我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及沿线各国的文化交融提供了

极大的机遇，使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到中国文化。本文拟通过中东

欧文化教育的合作，来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领域的发展。 

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沟通层次过于片面化 

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展示的教育研究方面可以发现，虽

然合作期间我国与各国在文化上的交流变得更为频繁，但是合作依

然主要集中于各个学校之间的交流、互派留学生进行学习、外教之

间相互交流这几个方面，而没有注重国内外学校之间各自根本的

“文化软实力”之间的交流与建设。尤其是在文化交流欠缺的部分

地方高校，学校高层及教师对主动发起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探讨的

意愿并不强，学生对国际意识的了解也非常片面。高等教育的合作

不应该只是学科之间、语言之间的国际化交流，更应该是精神层面

的深度文化探讨。不够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合作，也就很难适应“一

带一路”这一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也受到阻碍。 

（二）传统文化成见过大 

我国在文化产业方面，有上千年的固有认知，因而需要做出一

定的改变。首先是人们在观念中就形成了一种将文化作为产业来看

待的错误概念，以市场经济的走向来发展文化产业。但在市场经济

产生之前，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同时也没有一套固定

的、富有逻辑性的管理方式来指导文化的发展，这也导致在中外文

化交流合作发展的过程中，属于我国的那部分文化发展迟缓，创新

力度不够，固有的文化思想阻挡了深化合作的步伐。为此，要让我

国教育与国际更好的接轨，就必须破除思想方面的禁锢，勇于推陈

出新，真正接纳国际上的多元文化。 

三、中东欧与中国文化教育合作发展的现状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传统友谊深厚，合作历史悠久。在近日开展

的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博览会当中，浙江与中东欧国家在教育合作

交流上的形式不断增多、交流多元化程度日渐上升，目前浙江已经

形成一种独特的交流形式，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教育合作发展的

重要榜样。希望各方以此为契机，不断发掘合作潜力，携手开辟更

广阔的合作平台。浙江-中东欧国家教育智库联盟的成立，将为新

形势下浙江－中东欧国家教育智库合作凝聚新共识、绘制新蓝图发

挥积极的作用。而中国与中东欧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也正扎实推

进。 

与此同时，中东欧研究所所长王波汇报了各校在中东欧研究的

基本情况，并代表研究所提出了四个愿景：数字化中东欧创新资源、

建设多边创新合作新型智库、双向多边创新要素流动的重要渠道和

双向多边创新合作的重要平台。 

四、通过中东欧博览会打造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的新途径 
（一）建设全新的文化交流体系，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多元文化互相交融借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走向。2012 年 9 月

以来，中国政府在外交部设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作为

推进合作的协调机构。此后，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交流在教育、科

技、文化、媒体、旅游、卫生等多个领域都有所拓展。基于“一带

一路”的文化交流倡议，我们应积极运用国家级的论坛、博览会等

来加强国际与我国地方间的切实交流，把已有的交流模式作为基

础，层层深化文化交流的内容，在政府提供的文化方针的指导下，

促进地区与中东欧各国更好的融合。此外，我们还应该积极参与社

会的文化交流。 

（二）完善“一带一路”管理机制，培养国际性人才 

通过我国与中东欧各国高等教育间的合作发展，我国与中东欧

各国间的教育模式也得到了一定的融合，在人才培养方式、人才交

流形式、人才多元模式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提升，为培养国际化人

才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同时在多次的交流协作过程中，我国人才的

国际化思想也逐渐深化，在语音、风俗等方面的隔阂性也有所减小，

通过教育层面的交流互通，我国青年也具备了更为充足的国际交流

文化知识储备，对国际局势的认知也更加多元化。因此，对于高质

量文化人才的培育是我国实现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五、结语 
在“一带一路”这一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与亚欧大陆上的众多

国家均迎来了合作与发展的新机遇。交流合作不在只局限于刻板的

书面知识与科技，在语言、文化、思想、生活习惯方面的交流也更

为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给“一带一路”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新

的活力，先进教学模式的传播与新型国际化青年的培养都为提升我

国文化软实力带来的极大的推动作用。我国想要提升在国际中的地

位，文化交流协作发展必不可少，这就需要我国文化“走出去”，

积极的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相融合，使更多的国际人民体验到中国文

化的吸引力，从而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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