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中外合作办学】许涛：中国教育国际合作与交

流新趋势 

 

【编者按】我国正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新阶段。稳步推进中

外合作办学，对坚持扩大开放、做强中国教育、推进人文交流、不断提升我国教

育质量和国家软实力有重大意义。面对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发展、新趋势，如

何立足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全局，拿出新举措，促进中外合作办学进一步发展？本

刊约请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负责同志及有关专家撰文，共同探讨。 

近年来，通过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

与合作，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

不断提升。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在着力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双向留学、支持高

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谋划中外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我国教育

国际合作与交流在积极推进教育对外开放中呈现出新趋势。 

基本形成全方位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教育对外开放在国家开放战略中充分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

目前，中国已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在推动

中外人文交流、培养高层次人才、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主

要体现在： 

一是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出台《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

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两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明确了中国教

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未来的发展目标和使命，部署了重点工作，强化了各项保障措

施。这两个文件将引领未来发展方向。 

二是夯实中外人文交流成果。自2000年起，中国先后与俄罗斯、美国、英国、

欧盟、法国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六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人文交流，已经和政

治互信、经贸合作一起，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稳定发展的三大支柱。2016年

6-10月，先后举行中美第七次、中法第三次、中俄第十七次、中印尼第二次高级

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10月11日在北京举办了中国-欧盟国家教育部长会议、第

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12月在上海举行了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

制第四次会议。 



三是加快培养五类国家急需人才，推进国别区域研究全覆盖。加大非通用语

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和来华杰出人才的

培养力度，为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人才保障。2015年，非通用语种人才共录

取996人，涉及33个国家、38个非通用语种；在国际组织人才方面，向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选派首批23位研习人员；在国别和区域人才方面，面向10个国家和地区

研究方向，资助16人开展国别区域研究；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委托国家留

学基金委设立“未来科学家项目”，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顶尖创新人才、领军人

才和大师级人才；在培养来华杰出人才方面，积极落实“来华留学高端硕士学位

奖学金项目”，2015-2016学年共有来自30个周边国家和部分重点非洲国家的140

名学员来华学习。为配合中国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建立42家国别和区域研

究基地，共覆盖国别超过90个，重点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的全覆盖。 

四是双向留学趋势加强。近年来，中国出国留学、留学回国、来华留学人数

均大幅增加。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输出国，截至2015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

学人员总数为52.37万，留学生遍布180多个国家。各类留学回国人数总数为40.91

万。从1978年到2015年底，222万人已完成学业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留学生

的80%。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已成为亚洲重要的留学目的国。2015年，

共有39.76万人次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华学习，分别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从

1950年到2015年，来华留学规模累计已达372万人次，毕业生中涌现出了埃塞俄

比亚总统穆拉图、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越南副总理阮善仁、泰国公主诗琳

通等杰出代表。 

中外合作办学招收优秀国际学生成为新亮点。宁波诺丁汉大学等9所中外合

作大学目前在校的国际学生总数为1940人，生源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80%

以上攻读学位。中外合作大学的国际招生与国外合作大学使用相同的招生标准，

以上海纽约大学为例，有国际学生为了就读上海纽约大学而拒绝了剑桥大学、哈

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的入学邀请。 

五是稳步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目前，经审批或复核通过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和项目共计2469个，其中包括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9所正式设立的中外合作大学，本科以上层次二级机构和

项目1212个，涉及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十二大学科门类200多个专业；从办学规



模来看，各级各类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总数约55万人；从合作对象上看，涉及36

个国家和地区，830所外方高校，720所中方高校，外方高校中包括美国杜克大学、

英国爱丁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纽约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近10

所全球前TOP50的高校，中方高校包括近百所211/985高校。2015年，有第三方评

估报告对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引进了一批高质量境外优质

教育资源，高质量中外合作办学资源增多，在满足选择性教育需求方面发挥了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我国教育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高水平、示范性的中外合作办学不断出现，尤其是宁波诺丁汉大学、

西交利物浦大学等9所中外合作大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独特样本。

从2016年全国普通高考录取情况来看，7所中外合作大学文理科录取平均分数线

比一本平均分数线分别高出30分和50分以上。中外合作大学先进、独特的办学理

念，良好的办学条件和喜人的办学成果，得到社会的高度肯定。 

教育对外开放，关键是提高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对外开放，关键是提高质量，而不是盲目地扩大规

模”“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

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要求，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要服务和服

从于国内改革发展的需要。着眼当前，中国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面临新趋势： 

一是适应我国教育整体发展水平，更加注重质量。近年来，我国教育取得长

足发展，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拥有1500余万名教师、51.4万所学校、

2.58亿在校生。2015年12月，第三方评估报告显示，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水平

整体提高，其中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0.5%，达到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6.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7.5%，均超过中高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义务教育普及率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同时，中国教育的国际

竞争力也在稳步增强。中国教育进入质量提升新阶段，质量将是新时期教育改革

的核心任务，要把时间、精力和资源更多地用在内涵建设上，实现中国教育更高

质量、更高效率的发展。 

二是贯彻落实两个重要文件，加快推进各项工作。中国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

要紧紧围绕《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教育行动》两个重要文件（以下简称“两个文件”），加快推进各项工作。



《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要以

“提质增效”为重心，做好提高留学质量、提升涉外办学水平、丰富中外人文交

流等六项重点工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教育交流的使命要

为沿线各国的民心相通架设桥梁，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提供人才支撑，重点开展教育互联互通、人才培养培训、共建丝路合作

机制三方面的重点工作。 

三是积极参与并服务高校“双一流”建设。2015年11月，我国启动实施“双

一流”建设方案，将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确定为中国重大举措。

“双一流”建设方案提出5项任务，其中前3项都与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直接相关，

包括：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一流的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创业意识；重

点建设一批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当前，中国高校正围绕“双一流”建设方案，

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要积极参与并服务

“双一流”建设。 

搭建平台 强化合作 提质增效 

我们推出了以下几项新举措： 

一是搭建合作平台，促进中外人文交流。首先，建机制。通过搭建合作平台、

完善制度保障、打造品牌项目、开展理解教育，充实丰富中外人文交流机制。机

制建设要“立体”，推进方式要多样，要实现多方参与。其次，通语言。语言是

各国之间开展有效沟通的钥匙。通过扩大与各国政府间语言学习交换项目、联合

开发语言互通共享课程等，把汉语推广和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等涉及我国战略利

益的举措纳入沿线各国利益框架，实现共赢。最后，传理念。利用国际化的视野

和方式，通过各类群体传播中国理念，讲好中国故事。 

二是强化实质性合作，参与高校“双一流”建设。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尤

其中外合作办学一定要参与到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过程当中，在其中占有一席

之地并发挥作用。充分利用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天然优

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这块试验田，来寻找我国高校奔向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方法。我们提出“一靠引进、二靠合作、



三靠借鉴”，引进一流大学、特色学科和高水平师资；合作开展课程开发和科技

创新；借鉴先进管理理念，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三是提质增效，提升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品质。目前，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已

经进入以提质增效为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提质增效是中国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

当前的头等任务，也是贯彻落实两个文件的重要举措。到2020年，要显著提升留

学质量，明显提升我国涉外办学效益，有效拓展多边教育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推动学历学位互认。与外国政府签署学历互认协议非常重要，它标志着对中

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认可，也会推动双边的很多合作。所以，推动学历学位互认是

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核心问题。中国自1988年与斯里兰卡签订互认协议开始，

逐步与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签署了互认协议。2016年，分别与波兰、

印度尼西亚和捷克签订了互认协议。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推动学历学分互认，做到

“一带一路”国家全覆盖。 

加强跨境教育质量保障国际合作。提升质量将是跨境教育的核心内涵。目前，

我国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QAA）、法国科研与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

（HCERES）签署了相关协议，开展了跨境教育质量认证与保障等方面的合作，积

累了一些经验。下一步，将继续加强与国际教育质量组织的合作，以新的发展理

念引领教育质量的提高；将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质量标准研究制定，让标准的进步

为双方的合作提供新保障。 

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效益。首先，要不忘初心。中外合作办学，在未来要助力

引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方向，或者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寻找创新路径之一。

把大家认可的国际一流的东西在中国土壤上进行中国化的实践，这是我们办学的

初衷，不能仅局限于资源的引进，更不能成为学校的“摇钱树”。其次，要改革

创新。作为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中外合作办学承担着改革创新的使命和责任，

我们要借鉴世界一流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治理模式、人才培养方式以及教学方

法，充分吸收、改造、内化，形成中国化的做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而推动

我国教育改革创新。从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要进行管理方式的改革创新，简政

放权、优化服务。我们将修订《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解决中外合作办

法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最后，要加强监管。

我们将更加严格地按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相关要求，严格审



批，依托教育涉外监管网和第三方机构，加强评估、强化退出，把好入口关和出

口关。 

教育承担着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才培养的重任，应立足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全局。

教育主管部门在中外教育合作与交流中要进一步做好服务、搭好平台，通过共同

努力，促进各国教育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合作共赢！（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司司长许涛）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