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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成就、
机遇与战略构想

徐　小　洲①

（浙江传媒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取得显著成效，成为教育走向世界的

排头兵。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面临新的历史机遇。面向２０５０，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必

须前瞻谋划未来发展道路，优化教育对外开放的区域、学科和专业布局，扎实推进教育对外开

放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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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开放是我国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战略布局，
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世界格

局大调整深刻影响着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我国高等

教育必须应时而动、蓄势而发，谋划面向２０５０的高

等教育全球化布局，提升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核心竞

争力。

一、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四十年

的重大成就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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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

体制、范围、规模、层次等在改革中成长，在开放中壮

大。

１．体制从封闭走向开放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体制从封闭走向开放，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构建中外合作办学体系。
改革开放 之 前，我 国 高 等 教 育 办 学 形 式 单 一。

改革开放伊始，有些高校在选派留学生出国的同时

邀请外国专家来校合作共建项目，探索中外合作办

学新体系。如，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

美文化研究中心１９８６年开始招生，建立了从证书项

目到学位项目的合作办学体系，成为比较成功的案

例。在高校积极探索的基础上，我国政府鼓励通过

中外合作办学形式提升国际化办学规模与水平，中

外合作办学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的

变化。
从政策 层 面 来 看，１９９５年 以 来，我 国 政 府 就 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设置、学位管理、办学政策、办学评

估等问题发布了系列文件（见表１）。在有关政策的

支持下，中外合作办学取得了明显成效。到１９９９年

底，开展中 外 合 作 办 学 的 机 构 有 近４００个。［１］截 至

２０１８年６月，中 外 合 作 办 学 机 构 和 项 目 共 有２３４２
个，其中本科层次及以上的共１０９０个。［２］目前，国家

留学基金委与约３００所世界一流大学签署了合作协

议，与９０多个国家建立了互换奖学金项目。

表１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文件

年份 发文单位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１９９５ 教育部 《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 机构管理

１９９６ 国务院学位办 《关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学位授予管理的通知》 学位管理

２００３ 国务院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办学政策

２００４ 教育部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 管理办法

２００７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 管理原则

２００７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 办学秩序

２００９ 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的通知》 办学评估

２０１２ 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涉外办学规范管理的通知》 规范管理

　　（２）健全教育对外开放管理体系。
第一，加强教育对外开放的组织领导。为 了 促

进教育对外开放，教育部根据不同时期的工作需要，
不断建立健 全 组 织 机 构。如：１９７８年，教 育 部 增 设

留学生管理司，加强对对外开放的支持与管理；１９８９
年，中国留学服务中心成立；１９９６年，国家留学基金

管理委员会成 立；２０１１年，来 华 留 学 工 作 部 际 协 调

机制及协调小组成立等。这些机构在促进教育对外

开放中发挥了引导、支持、保障、规范的作用。

第二，建立教育对外开放的管理制度。管 理 制

度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促进留学教育。１９７９
年以来，我国政府就出国留学人员教育、高层次留学

人才、招收留学生、海外留学人才引进、留学中介、港
澳台学生、提高留学教育质量等问题发布了系列文

件（见表２）。二是提升国际化水平。２０１４年以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等部门就谋

划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提升国际化水平等问题

发布了系列文件（见表３）。

表２　关于留学教育的重要文件

年份 发文单位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１９７９
教 育 部、国 家 科
委、外交部

《出国留学人员管理教育工作的暂行规定》、《出国留学人员守则》 留学管理

１９８１ 国务院 《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 自费出国

１９８２ 国务院 《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 自费出国

１９９９ 教育部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 中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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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２００５
人 事 部、教 育 部、
科技部、财政部

《关于在留学人才引进工作中界定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指导意见》 高层次留学人才
“８项标准”

２００７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 海外留学人才

２０１１ 教育部、外交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在外留学人员工作的意见》 留学工作

２０１３ 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内地（大陆）高等学校招收港澳台学生备案 工 作 相
关事宜的通知》 港澳台学生

２０１３ 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 海外人才引进

２０１５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做好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审批权下放有关 事 项 的
通知》 留学中介管理

２０１６
教 育 部、公 安 部、
财政部等六部委

《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 培 养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及 台 湾
地区学生的规定》 港澳台学生

２０１８ 教育部 《关于印发〈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的通知》 留学教育质量

２０１８ 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２０１９年 面 向 香 港、澳 门、台 湾 地 区 招 收 研 究
生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港澳台学生

表３　关于提升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文件

时间 发文单位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教育部 《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计划》 办学水平

２０１４ 教育部 《高校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 办学水平

２０１５ 教育部 《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 科研基地

２０１６ 教育部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战略布局

２０１６ 教育部 《关于开展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的通知》 战略研究

２０１６
中共中 央 办 公 厅、国
务院办公厅

《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 战略布局

２０１７
教 育 部、财 政 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 办学水平

２０１８
教 育 部、财 政 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 办学水平

　　从上述文件的发布时间与主题可以看出，国家

政策导向经历了从鼓励走出去到提供政策与制度保

障、再到提升开放层次的过程。这说明，随着我国教

育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留学教育质量逐步被提上

议事日程。
（３）增强资助力度。

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对留学教育的资助额度与范

围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窄到宽，保障与促进了我

国留学教育的快速发展。以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 资 助 公

派出国和来华留学的经费额度为例，２００７年总经费

为９．４２亿元，２０１２年总经费为２６．５亿元，增幅约为

１８１％；２０１８年 总 经 费 达７１．４６亿 元，与２０１２年 相

比，增长约１７０％，其 中，国 家 资 助 公 派 出 国 经 费 增

长约２４８％，资助来华留学经费增长约１１４％（见 表

４）。

表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留学资助情况

年份 公派出国（亿元） 来华留学（亿元）

２００７　 ９．４２

２００８　 １１．４２

２００９　 １２．９２

２０１０　 １６．０１

２０１１　 １７．２０

２０１２　 １１．００　 １５．５０

２０１３　 ３３．５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４　 ３３．５０　 １９．００

２０１５　 ３０．５０　 ２２．００

２０１６　 ３５．００　 ２３．８８

２０１７　 ３８．２１　 ２８．６０

２０１８　 ３８．２６　 ３３．２０

　　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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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规模从微小走向庞大

（１）政策推动。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在听取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

时指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规模，此后留学生教

育逐步走向快车道。其中，若干典型事件影响着留

学生教育。如：１９７８年，改 革 开 放 后 中 国 向 美 国 派

出首批５２名留学人员；１９７９年，李政道等倡导的中

美合作培养物 理 研 究 生 项 目 开 始 招 生；１９８０年，美

国５８所大学物理系联合在我国招考研究生。
为了推动留学教育发展，我国政府适时调整出

国留学方针。如：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留学方针为“解放

思想，面向世界”；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留学方针为“按需

派遣，保证质 量”；１９９２年，留 学 方 针 为“扩 大 开 放，
支持留学”；１９９３年 留 学 方 针 为“支 持 留 学，鼓 励 回

国，来去自由”等。留学方针的调整反映了不同时期

我国留学教育的发展需求。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留 学 工 作

要适应国家发展大势以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

谋划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

资源，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努力开创留学工作新

局面。”［３］这一重要指示从国家战略高度指明了今后

留学工作的发展方向与基本策略。
（２）数量激增。

１９７８年以来，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的人数均逐

年增长。如表５所示，２０１７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

次突破６０万大关，达到６０．８４万人，２０１８年上升到

６６．２１万人，继 续 保 持 世 界 最 大 留 学 生 生 源 国 的 地

位；２０１８年，来自１９６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９２１８５名外

国留学 人 员 在 全 国３１个 省 份１００４所 高 等 院 校 学

习，比上年有所增长。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８年底，各类

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５８５．７１万人，其中１５３．３９万人

正在国外学习和从事研究。［４］

表５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人数统计表

年份

来华留学人数 出国留学人数

合计 公费（占比） 自费（占比） 合计 国家公派（占比） 单位公派（占比） 自费（占比）

１９７８　 １２３６　 １２０７（９７．６５％） ２９（２．３５％） ８６０　 ８６０ － －

１９８８　 ５８３５　 ４５９６（７８．７７％） １２３９（２１．２３％） ３７８６　 ３７８６ － －

１９９８　 ４３０８４　 ４５８２（１０．６４％） ３８５０２（８９．３６％） １７６２２　 ２６３９（１４．９８％） ３５８３（２０．３３％） １１４００（６４．６９％）

２００８　 ２２３４９９　 １３５１６（６．０５％） ２０９９８３（９３．９５％）１７９８００　 １１４００（６．３４％） ６８００（３．７８％） １６１６００（８９．８８％）

２０１７　 ４８９２００　５８６００（１１．９８％） ４３０６００（８８．０２％）６０８４００　 ３１２００（５．１３％） ３５９００（５．９０％） ５４１３００（８８．９７％）

２０１８　 ４９２１８５　６３０４１（１２．８１％） ４２９１４４（８７．１９％）６６２１００　 ３０２００（４．５６％） ３５６００（５．３８％） ５９６３００（９０．０６％）

　　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整理而得；于富增著《改革开放３０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出版，第１５２－１６４页；苗丹国著《出国留学六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出版，第３６５－３７２页；冉春著《留学教育管理的嬗变》，山东

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出版，第２５９－２６１页；李滔著《中华留学教育史录：１９４９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出版，第６７３－６８５，８７２－８７６页。

　　３．范围从局部走向全球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学习国际先进技术，中国主

要向欧美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同时，中国也重视

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积极接收这些国家

的学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实力持

续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国际教育的高

流动性也逐步凸显，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来华留学

与出国留学规模扩大的同时，教育对外开放的区域

分布也迅速拓展。
如表６所 示，在 出 国 留 学 方 面，美 国、英 国、日

本、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仍然是主要目的地；在

来华留学方面，来 华 留 学 生 来 源 地 从１９７８年 的７２
个增加到２０１７年 的２０４个，增 长 约１８３％，２０１８年

虽然比２０１７年 略 有 减 少，但 仍 稳 定 在 高 位。近 年

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新的增长点。

２０１６年，在排前１５名 的 来 华 留 学 生 来 源 国 家 和 地

区中，有１０个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５］在来华留

学生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中，泰国、印度、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和老挝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

生数量增幅平均超过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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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１９７８年、２０１８年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的国家与区域分布

时间
来华留学 出国留学

国家 地区及其占比 国家及其占比 地区

１９７８

英 国、法 国、意 大 利、苏 丹、坦 桑

尼 亚、扎 伊 尔、刚 果、乌 干 达、日

本、巴 基 斯 坦、北 也 门、朝 鲜、美

国、加 拿 大、澳 大 利 亚、新 西 兰 等

７２个国家和地区。

欧 洲（３５．０％）、非

洲（３０．０％）、亚 洲

（２５．０％）、美 洲（７．
５％）、大 洋 洲 （２．
５％）。

美国（３５．０％）、日 本（１２．０％）、德

国（１１．０％）、英 国（１０．０％）、法 国

（６．０％）、加 拿 大（５．５％）、其 他

（２０．５％），共４４个国家和地区。

主 要 集 中 在 发 达

国家

２０１８

韩 国、泰 国、巴 基 斯 坦、印 度、美

国、俄 罗 斯、印 度 尼 西 亚、老 挝、
日 本、哈 萨 克 斯 坦、越 南、孟 加

拉、法国、蒙 古、马 来 西 亚 等１９６
个国家和地区。

亚 洲（６０．０％）、非

洲（１６．６％）、欧 洲

（１５．０％）、美 洲（７．
２％）、大 洋 洲 （１．
２％）。

美国（２５．０％）、英 国（１９．０％）、澳

大 利 亚 （１４．０％）、加 拿 大 （１０．
０％）、日本（６．０％）、
０％）、

法 国 （３． 、
其 他 （２０．０％）。

多 数 仍 前 往 欧 美

发达国家和地区

　　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发 布 的 数 据 整 理 而 得；于 富 增 等 著《教 育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史》，海 南 出 版 社２００１年 出 版，第１３７－１３８

页；２０１８中国留学白皮书，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ａｎｓｈｕ．ｃｏｍ／ｐ／７７ｂ７ｂｄ３２４８１１。

　　４．层次从单一走向多元

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层次与结构

逐步优化。中国政府奖学金吸引力不断提升，推动

了来华留学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来

华留学生中学历生数、自费生数大幅增长；来华留学

与出国留学 的 学 历 结 构 和 学 科 专 业 分 布 更 为 多 元

等。据统计，２０１８年接受学历教育的来华留学生总

计２５８１２２人，占来华生总数的５２．４％，其中，研究生

共计８５０６２人（博 士 研 究 生２５６１８人，硕 士 研 究 生

５９４４４人）；获 得 中 国 政 府 奖 学 金 的 学 生 共６３０４１
人，占来华生总数的１２．８％；自费生为４２９１４４人，占
来华生总数的８７．２％。［６］从学科与专业分布来看，来
华留学生以 汉 语 学 习 为 主 的 格 局 被 打 破，教 育、理

科、工科、农学、艺术等领域和专业的学生数持续增

长。公派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国家急需的理、工、农、
医等学科，其中工科留学生占比达３６．５％［７］，自费留

学生选择学科专业时更注重个人兴趣和顺应时代需

求（见表７）。

表７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留学教育若干数据对比

１９７８年 ２０１７年

来华留学

留学生总数
（学历生数）

１２３６（１２３６）
－ ４８９２００（２４１５００）

学科与专业 语言学习为主
文科类 专 业 的 学 生 数 量 仍 排 名 首 位，占 总 人 数 的４８．
５％；工科、管理、教育、理科、艺 术、农 学 领 域 的 学 生 数 量
增长明显，同比增幅均超过２０．０％。

公费生数 １２０７　 ５８６００

自费生数 ２９　 ４３０６００

出国留学

学历生数 ８６０ －

学科与专业

以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 间 为 例：理 科
（３８．８％）、工科（３９．６％）、农学（３．
６％）、医科（８．１％）、人 文 社 会 科
学（９．９％）。

以中国在美留学 生 就 读 专 业 为 例：商 业／管 理（２４．３％）、
工程学（１８．６％）、数学／计算 机 专 业（１４．１％）、物 理／生 命
科学（８．７）、社会 科 学（８．７％）、艺 术 与 应 用 艺 术（６．５％）、
加强英语（２．２％）、教 育 学（１．７％）、卫 生 医 疗（１．３％）、人
类学（１．０％）、其他专业（１０．１％）、未细分专业（２．８％）。

公费生数 － ６７１００

自费生数 － ５４１３００

　　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整理而得；苗丹国著《出国留学六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出版，第３６５－３７２页；２０１７中国出国留

学发展趋势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ｏｌ．ｃｎ／ｈｔｍｌ／ｌｘ／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ｙｉ．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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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收获大量中国人才

教育对外开放使世界和中国都收获了越来越多

的中国人才。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

国外有报国之门。四十年间，中国留学生的足迹遍

布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７０％以上的“９８５”高校

校长、９０％以上的长江学者、９８％的“青年千人计划”
入选者，都曾求学于海外。另据统计，８１％的中国科

学院 院 士、５４％的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７２％的 国 家

“８６３”计划首席科学家均为留学回国人员；在载人航

天工程、高温超导等重大项目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的

重大突破中，留学回国人员作出了重大贡献。［８］近年

来，留学回国人数稳步提升，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

显，为国家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

能力的紧缺人才和战略后备人才，其中，公派留学人

员回国 率 超 过９８％。教 育 部 统 计 数 据 显 示，２０１７
年，留 学 人 员 年 度 回 国 人 数４８．０９万，其 中 具 有 硕

士、博士研究 生 学 历 的 及 博 士 后 出 站 人 员 达２２．７４
万。截至２０１８年，共有４３２．３２万留学生完成学业，
其中３６５．１４万人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

的８５％左右。出国学习、回国服务的留学生规模双

增长，为国家战略、行业需求提供了重要生力军。近

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快速发展，不仅

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中国贡献，也为中国文化、
教育走出去提供了发展机遇。

总之，四十年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重要

组成部分，教育对外开放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

作出了重要贡献，并积累了中国经验，体现为把握了

以下三个“基 础”：第 一，思 想 解 放 是 体 制 搞 活 的 基

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出国留学制度的破

冰之光，也是保证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稳定性的重要

理论依据；第二，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通过

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为我国储备了人才、技术与管

理经验，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智力保障；
第三，人才是教育发展的基础。通过教育对外开放，
我国派遣了大批学生出国留学与进修，为我国高等

教育追赶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同时，我国为其他

国家培养的人才也成为这些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人

力资源。

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

面临的机遇

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亟

须破解的发展性难题。如：如何从量的扩张走向量

与质并重；如何实现从国际跟跑到并跑与领跑；如何

从国际高等教育边缘走向中心；如何占据世界一流

大学与学科高地；如何提高中国大学的世界影响力

与竞争力等。解决这些问题对拓展我国教育对外开

放的范围、提升教育发展水平与质量具有重要的促

进作用。面向未来，加快速度、提升水平是我国教育

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与

把握发展机遇。

１．全球化：教育对外开放的国际空间拓宽

全球化将对全球高等教育发展产生更为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全球化社会推动高等教育走向开放。随着全球

化社会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与互通成

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教育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历来受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

同时期社会变革的影响，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与

变革。其中，高等教育对全球化社会的影响尤为明

显，因为全球化社会、经济、劳动力市场不仅要求毕

业生拥有相应的学术和专业知识，而且要具备多种

语言、社会与跨文化技能。另一方面，全球化经济激

发高等教 育 的 经 济 功 能。高 等 教 育 属 于 非 义 务 教

育，根据 ＷＴＯ协定，高等教育属于国际贸易的重要

组成部分。２０１５年，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在《反 思 教

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也强调了教育

的双重功能。有学者指出：“对私立大学和一些具有

财政问题的传统非私立大学而言，盈利是所有国际

化项目的重要动机。”［９］因此，高等教育必然具 有 育

人与经济双重属性。在全球经济进入低迷并寻求结

构调整之际，高等教育全球化本身具备的经济因素

及其为创新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与技术基础要素具

有巨大潜力。

２．经济基础：教育对外开放的支撑能力加强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 国 ＧＤＰ总 数、占 世 界 ＧＤＰ的

比例、人均ＧＤ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地，
教育经费投入急剧增长，从１９７８年的７５．０５亿元增

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４２５５７亿元。中国经 济 的 快 速 增 长

既为本国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

为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提供了必要的财力保障。

３．教育基础：教育对外开放的教育竞争力提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高
校办学水平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大幅提

升。经过“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和“双一流”建设，我
国一批基础条件好的高校向研究型大学方向快速转

型。同时，一批重点学科、前沿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迈入世界一流行列。高等院校已成为孕育高层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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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摇篮、科 技 创 新 和 发 明 的 中 心、文 化 传 播 的 阵

地。在四十年发展历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彰显出巨大的优越性，党政合力、社会支持、政策保

障等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优势也得以充分体现。
这些因素既 为 学 成 归 国 人 员 提 供 了 施 展 才 华 的 空

间，也为发展来华留学教育奠定了教育实力。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主要表现

为：全国１００４所高等院校每年接收约２００个国家和

地区近５０万 名 外 国 留 学 生；通 过 中 外 合 作 方 式 在

１５０个国家和 地 区 设 立５３３所 孔 子 学 院 和１１４０个

孔子课堂；与２４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高等教

育学 历 学 位 互 认 协 议，６０所 高 校 在２３个“一 带 一

路”沿线 国 家 开 展 境 外 办 学，１６所 高 校 与“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高校建立了１７个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

实验室。［１０］随着 教 育 对 外 开 放 战 略 的 推 进，我 国 政

府和高校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三、面向２０５０，我国高等教育

对外开放的战略构想

坚持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８年９月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
“我们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
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

计，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

国综合国力 和 国 际 地 位 相 匹 配。”［１１］以 更 宽 广 的 国

际视野建立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现

代教育体系，要求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必须适应

新时代要求，大力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能力。

１．前瞻谋划对外开放道路

只有走向世界，才能拥有世界。坚持与 扩 大 对

外开放是融入世界高等教育舞台，提升我国教育国

际化规模、水平、效益的重要策略。我们必须抓住机

遇，前瞻谋划面向２０５０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战略，
明确发展目标、理念、原则。

（１）发展目标：构建全球高等教育共同体，走向

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深入思考高等教

育国际化的内涵、本质、理念、形态、制度等，明确高

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理念与目标。我们必须在四十年

教育对外开放成就的基础上树立新的发展目标，谋

划教育对外开放的升级版。面向２０５０，高等教育国

际化必须着眼四个“立足”：立足于适应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需求、立足于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立足

于促进科技进步、立足于培养新时代国际公民。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落脚点是国际化人才培养。

２０１０年７月，《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 出 了 国 际 化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即“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

与国际 事 务 和 国 际 竞 争 的 国 际 化 人 才”［１２］。面 向

２０５０，在构建全球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过程中，我国高

等教育对外开放要妥善处理国际主义教育与国家主

义教育、国际文化教育与民族文化教育、区域高等教

育体系与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等关系，打造国际化进

程中多元教育融合与互补的格局。
（２）发展理念：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共享共赢。
全球高等教育共同体是良性竞争、共享共赢的

国际协作体。共同体建设既涉及不同国家经济、社

会、科技、文化、教育等宏观环境，又面临高等教育历

史、理念、制度、政策、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在全球化

进程中，中国高等教育不仅要面对适应与融合的矛

盾与冲突，而且不得不面对来自各国高等教育系统

内外的竞争与挑战。面向２０５０，中国高等教育体系

必须提高国际化人才培养、科技发明、文化创新等核

心竞争力，在提高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贡献度中扩大

影响力与提升领导力。
（３）发展原则：创新、合作、可持续。
创新是大学的原动力，离开创新，就没有世界高

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与辉煌。大学的创新特性是构建

全球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内在驱动力，基于全球协作

的创新叠加效应是维系共同体高黏度的利益保障。
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必须在创新中寻找价值与发

展的动力。
高等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

折射出不同国家与社会群体的利益追求，也带来不

同国家与大学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在实现理想

之前，大学之间的本位利益将不可避免地时有显现，
竞争与合作并存现象将是长期的。尽管存在着各种

利益冲突，合作依然是全球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关键

特征。中国 高 等 教 育 系 统 在 提 高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同

时，必须坚持合作共享的原则，坚守社会主义大学的

精神追求。

２．优化教育对外开放布局

（１）区域布局：巩固传统合作区域，拓展“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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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年教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已经拥

有比较成熟的教育合作区域与对象。这些传统合作

区域经过精心选择与长期建设，不仅为推动我国教

育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巩固和深化这些区

域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２０１３年，国 家 提 出 共 建“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后，国家发展改

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２０１５年３月联合发布《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正式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
涉及区域广泛，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见表８）。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发

展特征与需求，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要积极拓展

国际合作新区域，探索建设海外校区等新模式。

表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及毛入学率

精英化阶段 大众化阶段 普及化阶段

南亚

阿富汗（３．７％）、巴基斯坦
（９．８％）、不 丹（１０．９％）、
马尔 代 夫（１３．２％）、孟 加
拉国（１３．２％）

尼泊尔（１７．２％）、斯 里 兰 卡（１８．８％）、印
度（２４．７％）

东亚、
中亚

土库曼斯坦（８．０％）、乌兹
别克斯坦（８．９％）

塔吉克斯坦（２４．５％）、中 国（４５．７％）、吉
尔吉斯斯坦（４７．６％）

哈萨克斯坦（５５．３％）、蒙古（６２．３％）

东
南
亚

缅甸（１３．４％）

柬埔寨（１５．８％）、老 挝（１７．７％）、东 帝 汶
（１７．７％）、越南（２４．６％）、文莱（２５．４％）、
印度尼西亚（３１．５％）、菲 律 宾（３３．８％）、
马来西亚（３７．２％）

泰国（５１．２％）、新加坡（８６．６％）

西亚
北非

也 门 （１０．３％）、卡 塔 尔
（１４．３％）

伊拉克（１６．０％）、阿 塞 拜 疆（２０．４％）、阿
曼（２８．１％）、科 威 特（２８．５％）、叙 利 亚
（３１．０％）、埃及（３２．９％）、格 鲁 吉 亚（３３．
１％）、阿联 酋（３５．０％）、巴 林（４０．４％）、
巴勒斯坦（４５．６％）、亚 美 尼 亚（４６．１％）、
约旦（４６．６％）、黎巴嫩（４７．９％）

沙特阿拉伯（５７．５％）、伊 朗（５７．９％）、以 色 列
（６６．５％）、土耳其（７９．３％）

中
东
欧

波黑（２３．０％）、马 其 顿（３８．５％）、摩 尔 多
瓦（４１．３％）

罗马尼亚（５１．６％）、斯 洛 伐 克（５３．６％）、黑 山
（５５．５％）、塞 尔 维 亚（５６．４％）、匈 牙 利（５６．
７％）、阿 尔 巴 尼 亚（５８．５％）、克 罗 地 亚（６１．
６％）、捷克（６３．１％）、拉 脱 维 亚（６６．４％）、保
加利 亚（６６．５）、立 陶 宛（７０．０％）、波 兰（７１．
５％）、俄罗 斯（７６．１％）、爱 沙 尼 亚（７８．０％）、
乌克兰（７９．０％）、斯洛 文 尼 亚（８４．４％）、白 俄
罗斯（９２．９％）

　　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ｈｔｔｐ：／／ｕｉｓ．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ｅ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ｎ。

　　（２）学科与专业布局：以一流为导向，实施重点

推进。
根据“双一流”建设思路，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

放要鼓励与支持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与相应的世

界一流大学开 展 交 流 与 合 作。“根 据‘一 带 一 路＇等

全球性战略，及时推进高等教育国际战略布局，培养

适应丝路发展的各类创新性人才与领导者，发挥教

育与文化的影响力。”［１３］在学科布局上，着重鼓励尖

端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国际合作；在专业布

局上，紧跟科技发展趋势，紧贴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培养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在高等

教育走出去战略中，优先扶持与优秀中华文化有关

的学科与专业“走出去”。

３．促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内涵发展

（１）规模适度，质量优先。
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国留学生和来华留学生规

模快速增长，教育质量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如有

学者提出：“在中国大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引入外

国高等教育 的 重 要 驱 动 力 是 增 加 高 等 教 育 入 学 人

数，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然而，应该强调如何

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提高竞争力与学术质量。因

此，这些区域的跨境高等教育应该关注如何确保质

量与民族特性。”［１４］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

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教育部于２０１８年９月首次

专门针对来华留学教育制定《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

质量规范（试行）》，提出“以质量促发展，以规范促管

理，实现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工作

思路。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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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面向２０５０，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
在形成适度规模的基础上，引导与支持高校走高质

量的国际化道路。
（２）优化机制，强化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

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
追求国际正 义 成 为 多 数 国 家 的 共 识。”［１５］在 世 界 高

等教育体系中，运行规则与话语权一直是人们长期

关注的问题。如何追求高等教育正义，建立适应高

等教育全球化发展的治理体系，也将成为未来世界

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命题。
面向２０５０，我国 高 等 教 育 对 外 开 放 要 树 立“共

建共享”的全球化理念，主动与国际组织、有关国家

共同构建适应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治理规则与体制机

制，强化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中发挥制度设计

与实践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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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２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ｘｗｆｂ／ｇｚｄｔ＿

ｇｚｄｔ／ｍｏｅ＿１４８５／２０１９０２／ｔ２０１９０２１９＿３７０１９３．ｈｔｍｌ．
［１１］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 面 发 展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ＥＢ／ＯＬ］．
（２０１８－０９－１０）． ｈｔｔｐ：／／ｊｈｓｊｋ．ｐｅｏｐｌｅ．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０２８４５９８．
［１２］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７－２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１／ｓ７０４８／２０１００７／ｔ２０１００７２９＿１７１９０４．ｈｔｍｌ．
［１３］　徐小洲，倪好，辛越 优．走 向 新 时 代：我 国 高 等 教 育 均

衡发展的难题与策 略［Ｊ］．高 等 教 育 研 究，２０１７，（１２）：

３０－４２．
［１４］　ＨＵＡＮＧ　Ｆｕｔａ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ｓｉ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１１
（３－４）：４２１－４３２．

［１５］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

世界 和 平 创 造 有 利 条 件［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４）．ｈｔ－
ｔｐ：／／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ｎ／２０１５／１０１４／ｃ６４０９４－
２７６９４６６５．ｈｔｍｌ．

（本文责任编辑　童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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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成就、机遇与战略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