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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研析

——基于戴维斯矩阵模型

邓 刚 陈 乾

重庆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54

【摘 要】：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是衡量高校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的研究分析，有利于地

方高等教育国际化更好的发展，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重庆作为中国与新加坡第三个政府间合作的项

目运营中心，借助戴维斯矩阵模型，对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现状进行分析，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进行归类，对重庆把握住

中新（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契机，更科学地推进其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极具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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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研析的意义

重庆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沿线城市，连接中国与

欧洲、东盟的重要枢纽。此外，重庆与新加坡经济贸易往来

频繁，经中新两国政府慎重地考察和商议，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加坡宣布，重庆成为中国与新加坡

第三个政府间合作的项目运营中心。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旨在将重庆打

造成为中国西部领先的区域性互联互通和服务经济中心，并

推动中国西部的发展并建立更多连接世界各地的贸易通道。

项目以“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为主题，重点发展

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以及信息通信四个领域。至

2019 年底，渝新两地的合作领域不断深化，拓展至教育、文

化、医疗等其他领域。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顺利推进，为

重庆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重庆应抓住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契机，准确地制定出高

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进一步促进重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发展。

2 重庆市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归类——基于戴维斯

矩阵模型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策略的制定是基于高等教育国际化

的现状，引入戴维斯矩阵模型，对重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现

状进行分析，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进行归类，从而科学

地制定出相应的国际化策略。以重庆市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为

例，通过研究所制定的量化标准和线形图，力求弥补矩阵模

型的缺陷，较为科学系统地分析重庆市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相

关因素，为重庆市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的制定奠定基础，也

为全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的分析做出范例。

2.1 戴维斯矩阵模型内涵

（1）模型设置。1995 年，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从管

理学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类型的大学的国际化程度，从两

个维度，一是国际化策略的范围，它是局部、单一的策略还

是整体、系统的策略，二是高校对本校国际化策略的重视程

度，它是边缘策略还是中心策略。对高校国际化策略提出了

归类方法，以此来评估高校国际化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阶段，

为高校国际化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戴维斯认为，高

校的国际化策略可具体从两个方面进行解析：一方面，一些

大学对教育国际化持有消极的态度，没有明确的目标，构成

元素成零星、不规则的状态，且国际化管理和发展流程存在

漏洞，教育国际化行为具有偶然性。另一些大学则对教育国

际化持积极的态度，其目标明确，发展步骤较清晰，以有序

和系统方式开展，所以矩阵横向两端设置为偶发和系统；另

一方面，在一些大学，教育国际化活动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在教育任务中不占主要地位，将教育任务的核心放在本国或

本区域教育上，而另一些大学将教育国际化放在学校工作和

任务的核心位置，并渗透到教育管理、教育活动等方面，因

此矩阵纵向两端设置为边缘和中心。综上所述，两个维度的

相互交叉，就形成了如图所示的矩阵。通过评估高校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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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战略、学校组织与机构、课程与教学等，可分析出高校国

际化的现状，从而确定该校在矩阵中的位置，制定出相应的

国际化发展策略。

（2）矩阵内涵及其设定。不同国际化发展程度的大学

位于矩阵中 ABCD 四个不同的位置，矩阵 D 代表了教育国际

化整体较高的水平。戴维斯矩阵评判高校教育国际化程度主

要有七个指标即：国际化教育规模、国际化任务与目标、国

际组织与机构、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留学生与外籍教师数

量（包括含海外教育背景的教师）、国际课程设置数量以及

专项资金。为了使用者的调查研究以及使戴维斯矩阵更加科

学，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的模式，以矩阵 D 为基础，设矩阵 D

是趋于完美的状态，其各项指标都为“优”，分值介于 80-100，

以此推出指标“良”=60-80，“中”=40-60，“差”=0-40，

再结合如图所示的线型图，由此，结合的矩阵图可清晰地归

纳出戴维斯矩阵 A、B、C、D 四个矩阵各自的典型特征。

①矩阵 A：偶发——边缘型。该矩阵内的高校，国际化

教育规模较小，其国际化任务与目标较为模糊，国际化举措

较少。国际学生、外籍教师、以及国际课程的数量很少，没

有相应的国际交流组织和专门的机构服务，缺乏对国际化发

展与竞争的量化分析，没有专门的教育经费。因此，矩阵 A

代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起步初始阶段，其各项指标均为

“差”（=0-40）。

②矩阵 B：系统——边缘型。该矩阵内的高校，国际化

规模依然较小，但有明确的任务与目标，能够将学校的优势

领域与外部政策和市场相结合，留学生的来源和国际项目的

交流与合作有明确的定位，有明确的国际化发展体系，所以

该矩阵的高校，绝大多数指标评定为“中”（=40-60），国

际化任务与目标一项为“良”（=60-80）。

③矩阵 C：偶发——中心型。该矩阵内的高校，国际化

教育规模可观，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国际课程的设置

与安排种类繁多，国际教育的服务范围广泛，但教学计划和

国际化发展任务与目标较模糊，没有明确的国际化定位，其

国际化发展不成体系，缺乏专项的资金支持。因此，矩阵 C

的多数指标评定为“良”（=60-80），但是国际化任务与目

标一项为“差”（=0-40）。

④矩阵 D：系统——中心型。该矩阵内的高校，国际化

规模较大，国际化任务较多且清晰，此类大学把国际化发展

作为学校工作的核心，配套教育服务较齐全，国际化交流与

合作范围广泛，覆盖与自身相关且相互支撑的多个学科领

域，并有专门的国际合作交流机构管理，有专项的政策资金

管理，对自身的市场定位较为准确，国际化发展步骤清晰。

2.2 国际化发展阶段及策略

根据戴维斯的矩阵模型，高校的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可

分为上述 ABCD 四种类型，它们代表了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三

种阶段，位于矩阵 A 的为初级阶段，位于矩阵 B 和矩阵 C 的

为中级阶段，位于矩阵 D 的为高级阶段。处于 A 阶段和 B阶

段的院校应该通过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外部的因素逐步向

处于国际化水平较高的 D 阶段迈进。戴维斯认为，高校的国

际化发展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1）A—C：位于 A 阶段的院校急需推行教育国际化，

由于缺乏政策和专项资金的支持，往往会越过 B阶段，选择

向 C 直接阶段发展。

（2）A—C—D：如上述的 A—C 阶段，进入 C阶段的院

校，如果继续将教育国际化作为该校发展的核心任务，有可

能逐渐形成稳定的、系统的教育国际化制度，从而向 D 阶段

迈进。

（3）A—B—D：如果院校在推行和实施教育国际化的过

程中，外部条件允许，外在实施压力较小，院校有可能逐步

形成较为完善的国际化教育体系，先稳步就班地进入 B阶段，

再有计划地实施国际化发展策略，迈向 D 阶段。

3 重庆市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归类探析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衡量某地方高校高等教育质量以及

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高校高等教育竞争力的排名也

从侧面反映了该区域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国际化程度。《2018

中国城市高等教育大学竞争力排行榜》显示，北京市和上海

市人均受教育规模较大，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根据矩阵模型，将北京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各项指标

作为参照项，假设各项指标为“优”，所属于矩阵 D，再将

重庆市与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的高等教育国家化指标数

据进行对比，并结合本课题的另一边子论文《重庆市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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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及其现状分析——基于 SWOT模

型》的量化评价，分析出重庆在高校教育国际化发展阶段指

标体系中的特征。

（1）国际化教育规模：在国家教育部发布的 2019 年全

国高校名单中，重庆与其它三个直辖市相比，高校总量上远

低于北京，高于天津，与上海持平，但结合所在行政区域的

人口密度、地域面积等因素，重庆市的人均受教育规模均低

于其它三个直辖市。所以无论是本科高等院校还是专科（高

职）院校，重庆市高校的整体规模较小，相应的教育配套设

施较落后，若北京市该指标评定为“优”，重庆市在该指标

的评定则为“中”。

（2）国际化组织与机构：《2018 年重庆市高等院校国

际交流合作概况》中显示，重庆 26所本科院校均设置了国

际组织机构，而在重庆 39所专科高职院校中设置了国际组

织机构的院校仅为 18所，占比约 46%，远低于本科院校。

重庆本科院校虽然都设置了国际组织与机构，但是数量不

多，多数院校只有“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3）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

的办学项目名单公示，整理后如表所示，重庆本科高等院校

的合作项目 22个，专科（高职）院校合作项目 4 个，共计

26 个，而北京市高等院校合作项目共计 144 个，上海市 147

个，差距较为悬殊，因此重庆市在该指标评定为“差”。

（4）留学生与外籍教师和课程设置：经调查统计发现，

重庆市本科高等院均有国际留学生和外籍教师，且 80%以上

的本科院校为留学生开设了专门的课程，部分依托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为留学生开设汉语课程；相比之下，重庆市专科院

校学生缺乏国际流动性，且仅有 15.56%的专科院校有外籍教

师，28.89%的院校有含海外教育背景的教师，国际师生配比

相对较低，国际课程的数量相对较少，评定等级为“差”。

（5）教育资金投入：综合《2018年四大直辖市一般公

共预算教育经费》来看，北京市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1020.72

亿元，上海市和天津市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889.96 亿元和

448.04亿元，而重庆市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678.83 亿元，其教

育经费占比 14.95%，因此重庆市在该指标的评定为“中”。

整体来看重庆市本科高等院校国际化任务与目标明确，

较于专科（高职）院校，在师资力量、高校资产、国际化视

野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专科（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遭到忽

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重庆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综上所述，根据戴维斯模型对重庆高等教育策略归类，

若将北京市各项指标评定为“优”（=80-100），依此计算归

纳整理后（如上图），重庆市专科（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

现状大致与矩阵 A 的限状趋合，重庆市本科高等院校国际化

发展阶段与矩阵 B 的限状趋合，重庆市本科高等院校的国际

化水平图相当于其专科（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图的扩大，

原因在于虽然地方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是由该区域本科高

等院校和专科（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共同决定的，同一

地区的教育发展体系下，本区域专科（高职）院校再逐步向

本区域本科高等院校靠近。随着学校的发展，每年都有专科

（高职）院校升为本科院校，所以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发展

具有可复制性，本科院校的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对专科（高

职）院校有指导和借鉴作用，因此重庆市高等教育国际化整

体水平大致介于矩阵 B，结合戴维斯的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

总体而言重庆市高等院校普遍的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应从

目标阶段 B 向阶段 D 迈进，其教育国际化策略方针的制定，

应偏重相对更为薄弱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外籍教师的引

进、课程设置和专项资金上，从而更好地把握住中新（重庆）

示范项目的契机，提高重庆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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