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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俄合作办学促进“一带一路”交通领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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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全面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和中国高铁“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高校教育也需要紧跟

时代节奏，服务发展大局，培养创新人才。开展中俄交通领域合作办学正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顺势之举，通过中俄高校的共同努

力，拓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思路，培养适应新时期需求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为中国“一带一路”和高铁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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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向深入，为实现

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势必首当其

冲。因此开展中俄高校间在交通领域的深入合作，对于推

动欧亚交通走廊发展和沿线国家经济繁荣，搭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平台，推进中俄高校学术科研合

作，共同培养交通领域国际化人才等诸多领域都将有重要

的长期和现实意义。

1 倡议加强中俄及亚欧交通走廊沿线国家多领域合作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

席明确指出设施联通是世界各国合作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

交通运输发展的新方向。“道路通，百业兴”，交通运输肩

负起了联通世界的“开路先锋”重任。

1.1 服务“一带一路”交通领域建设，合作培养国际化人才

近年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交通运输行业

承担了重要任务，在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建设中都取得

了积极进展。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布局中，多个基础设

施建设重大项目顺利开工。先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

署双边和多边区域运输协定130多个，成功开通近400条国际

道路客货运输线路。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公路建设，“一带一

路”空中大通道日益畅通，成功实现沿线40余个国家空中直

航，每周航班数超过4000次。

在中国的倡议和大力推动下，围绕“一带一路”开展的

“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密集铺设，有序开展标志

着世界各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和支持，同时也对

我国的交通领域人才培养和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

时，中国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交通系统人才缺口很大，贯穿

整个铁路系统。但是由于专业性较强，高铁领域的高等人才

一直比较匮乏。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铁路事业向国

际化发展，势必需要更多的交通领域人才走出国门，投入实

现“一带一路”宏伟蓝图的建设之中。其中俄罗斯及中亚五

国成为欧亚大陆交通走廊的重要枢纽，因此开展中俄交通类

教育合作，培养复合型国际化人才正是顺应当今世界格局和

发展方向的大势所趋。

1.2 中俄交通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节点

中国和俄罗斯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近年来双方各领

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在彼此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在国际

事务中密切协作。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交通枢纽

和重要节点，因此，开展中俄交通领域合作，对于“一带一

路”建设和中俄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要义。

中俄高校在交通领域的教育合作，对共同制定欧亚交

通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工程认证标准和铁路人才国际化培

训规则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最终实现欧亚交通走

廊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对接、技术标准融通，和信息一体

化建设等也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通过中俄高校联合培养

的模式，学生在熟悉掌握交通类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还

将充分了解两国交通领域在技术、标准、规则的特点和异

同，为将来进入交通类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交通建设打

下基础。

1.3 吸收俄罗斯高校技术和经验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我国交通运输特别是

高铁发展迅速，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铁规模最大、技术最全

面、运营速度最快、系统集成能力最强的国家。俄罗斯则是

前苏联政治和科技遗产的继承者，在高寒铁路运营、航空和

集装箱运输、信息传输处理和信息安全、北极航道海运等方

面具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和经验，同时俄罗斯还拥有强大的科

研队伍和完整的科研体系。开展中俄高校合作，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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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对推动中国企业开展中俄交通合作项

目，解决实际需求，破解关键技术发挥积极作用。

1.4 通过高校合作，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

融通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发言中

多次提到，要推动教育合作，鼓励国际文教交流，将“一带

一路”建成文明之路。要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

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要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

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

开展中俄教育合作正是以习近平主席讲话精神为引

领，按照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文件

要求，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

融通的一次具体实践。落实“丝绸之路”合作办学推进计

划，将大学人才培养与中国高铁走出去相结合，培养交通

领域急需的“一带一路”建设者。通过申请中国政府奖学

金、北京市奖学金、联系企业设立企业奖学金等，积极吸

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人才来华留学，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引入俄罗

斯高校的高端教师和科研队伍来华进行研究和授课，派出

青年教师前往俄罗斯高校进行访学进修，促进交通相关专

业教师队伍水平提升。

2 配合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开展人才培养

随着中国轨道交通事业的跨越式发展，高铁已成为世界

公认的“中国名片”，代表着中国制作和中国速度的最高水

准。高铁建设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向世界辐射，与之相对应

的是中国高铁国际化发展对相关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的急迫

需求。

2.1 推进高铁“走出去”，培养国际化人才

近两年，中国铁路走出去步伐日益提速。中国企业意向

和参与的海外高铁项目涉及俄罗斯、塞尔维亚、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等亚洲和欧洲多个国家。

高铁走向世界，是中国制造业硬实力的体现，同时也需

要了解合作国国情、语言、文化，又懂得高铁相关技术的国

际化复合型人才。他们能够与对象国开展具体深入的对话，

结合当地实际听需求，提方案，展现中国高铁高精专形象。

也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友好亲和力，使中国高铁伴随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共同获得世界的支持和认同。这样中国高铁

才在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得住，扎得深，走得远。

中俄高校在交通专业教育合作的人才培养着力点正基

于此。通过开展中俄合作联合培养，一方面可以同时学习

掌握中俄轨道交通专业的知识、标准、规则；另一方面还

可以赴俄高校学习，深入学习了解当地的语言、文化、国

情，建立与俄罗斯轨道交通领域专家、企业、机构的默契

和友谊。最终实现学生毕业即可走出国门，在俄罗斯以及

中亚五国、蒙古等国家的高铁、铁路建设项目中发挥重要

和独特的作用。

2.2 服务高铁“走出去”，需要教育打头阵

高等教育服务中国高铁“走出去”，为中国高铁发展

储备人才，交通类大学应该发掘自身专业优势，寻求与俄罗

斯高水平高校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共同培养高铁建设急需的

国际化人才。在此基础上，中俄高校还可在教学、科研上开

展进一步合作，吸引留学生来华学习，开展高铁重点项目研

究，为企业开展短期培训等。实现高等教育为中国高铁“走

出去”服务。

3 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途径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和中国高铁“走出去”背景

下，校企合作培养的国际化人才，在具有国际化人才一般特

征的同时，更应具有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语言

能力、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开办联合交通学院是加强

校企合作，以人才培养促进企业发展，以企业支持带动教学

水平提升，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和中国高铁“走出去”战

略需要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必要举措。

中俄教育合作将围绕中俄交通类企业的实际需求开展人

才培养和课程教学，强调情景式、实践式教学环境。通过引

入真实案例，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动手实操

能力，最终实现学生毕业与就业，国内与境外的无缝对接。

人才培养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 掌握前沿实用的专业技术能力

高铁建设代表中国形象，我们所培养的高铁人才要通过

与企业合作，引入最新最实用的专业技术和知识，并通过实

操实践，使学生建立全面的理论知识架构的同时，熟悉掌握

实际运用。通过中俄双方老师对照教学，让学生了解中俄两

国在轨道交通标准、规则等方面的异同。为将来进入企业工

作，解决实际需求最好前期准备。

3.2 掌握基本的协调管理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

一。前往当地开展高铁建设对于协调和管理能力有着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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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还应具备适应不同社会文化环

境中的综合管理能力。在专业课程之外请企业专家结合俄罗

斯、中亚五国、蒙古等不同国家的国情和特点，对高铁建设

可能面对的内、外环境进行梳理讲解，并为学生创造实地学

习的机会。

3.3 具有较好的语言沟通能力

中国高铁“走出去”，需要与对象国进行深入合作。

校企合作培养的国际化人才，除了应具备的英语综合能力以

外，能够掌握一定的对象国的语言，能够了解沿线国家的文

化、风俗、价值标准和社会状况等，将为高铁建设工作开

展，招投标，与当地企业合作等提供极大的便利，获得当地

企业、官员和员工的认同和好感。因此在开设专业课程的同

时还将为学生提供俄语语言课程学习，从而培养具有语言沟

通能力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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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身的思考。不仅如此，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在很大程

度上利用了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

发展，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各高校也开始越来越重视体育

教育活动的开展，也开始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要求，

将民族传统运动项目、时尚体育运动项目等引入体育课堂中

去，根据地理条件，开展户外拓展课程，深受学生的喜爱，

对于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锻炼意识以及体质状况都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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