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云集探讨“双一流”建设的国际化发展 

 

为明确当前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主要任务、路径与方法，积

极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教育专业委员会在浙江

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召开首届年会，从战略、理论与实践层面探讨如何做好新时期

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国际化发展。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浙大常务

副校长宋永华主持，浙大副校长应义斌出席。来自全国高校从事发展战略规划、

对外交流合作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决策的300多位教师代表参加了此次年会。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闵维方在致辞时对首届学术年会的召开表示祝

贺。他说，在当今世界，高速增长的知识经济在本质上是国际性的，而构成教育

的最重要的元素，包括科学、技术、知识、人才、师资和生源等一系列要素也在

跨国界的流动。这赋予了“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命题以更

深刻、更广泛的内涵。希望论坛能在理论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之间架起充分沟通、

交流的桥梁，进一步找准问题，明确攻关方向，在最大范围内达成共识，为国家

教育发展和重大教育决策服务，为进一步发挥国际教育专委会在我国教育对外开

放，特别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长期从事比较教育研究，曾与浙大教授王

承绪合作编写了我国高校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他在致辞时说，非常高兴国际教

育专委会的首届年会在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召开。浙江大学一直是我国高等教

育改革和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举措的先行者和探索者；海宁国际校区本身

就是浙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和“双一流”建设的缩影和试验区，它在

国际化与办学和国际化拓展方面采取的全新举措与尝试，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在大会主旨报告阶段，北京大学林建华做题为《“双一流”建设与综合改革》

专题报告。他认为，中国的大学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如不在理念、制度上进

行基础性地调整，会很难实现创建世界一流的目标。因此，“双一流”建设必须

要与综合改革紧密结合，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把握大学治理的逻辑关系，才能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世界与时代的进步做出贡献。浙大常务副校长宋永华以浙

大海宁国际校区的实践探索为例，介绍了浙大在新形势下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

学的理念与实践。他从国际校区的战略定位、办学理念、软硬件设施等方面内容，

阐释了浙大以战略性、实质性、可持续性和服务型为内涵的国际化“4S 发展战

略”。 

此外，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政策规划处处长作“双一流”与“教育对外

开放”的政策解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康飞宇介绍了清华大学深圳校区的

国际化教育探索。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杨银付谈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

外开放的思考。 

当天下午，来自国内高校的300多位代表围绕 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和“双一

流”建设的政策解读、“双一流”建设与高校教育对外开放规划和国际化发展战

略、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与实践等三个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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