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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宁波工程学院拥有三个中外合作办学4 + 0本科项目。本文围绕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建设，

从项目治理结构设计、中外课程与师资融合、英语与专业能力协同等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为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和扎实专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提供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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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s three 4 + 0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undergraduate edu-
cation programs. This work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foreign coop-
erative education in application-type universities, and makes active exploration from three as-
pects, including structure design of project governanc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ourses 
and teachers, and coordination of language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which provides the im-
plementation path for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soli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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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外合作办学发展 

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推动我国办学体制改革、拓宽人才培养途

径、促进教育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教育需求[1]。中外合

作办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引进境外学历教育和培训项目，丰富了教育供给，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我国受教育者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教育需求。二是创新办学机制，推动了教育教学改革。中外

合作办学引进境外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人才培养模式和管理经验，推动了国内学校学科专

业建设和教师培养，增强了办学活力，促进了教育教学改革。三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拓宽人才培养途

径，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也促进了学科专业建设，加强了一些薄弱学科，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

了一批专门人才[2]。 
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宁波工程学院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大力推进国际化

办学。自 2011 年至今，已获教育部批准三个中美合作办学 4 + 0 本科双学位项目，即与美国特拉华州立

大学合作举办的会计学专业(2011 年)、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合作举办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2017
年)、与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合作举办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2019 年)。2015 年 6 月，中美会计学

专业首届毕业生全部获得中美双方文凭和学位证书，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达 95%以上，其中 15%毕业生

被国外名校录取。2016 年 12 月，该专业被列为浙江省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 
当前，宁波工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已进入内涵建设期，如何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推动中外合

作办学成果对校本专业的辐射，成为当前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目标。 

2. 研究现状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着眼于建立规模稳定增长机制，创新办学质量和水平。从生源结构和质量看，

招生范围已涵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录取分数也在逐年攀升，表明考生和家长对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质

量的认可度不断提升。2016 年 5 月，《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报告（2010-2015）》[2]指出，当前中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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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的工作重点正在实现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建设转变，从模仿复制向合作创新转变，从学生流动向能力

提升、聚焦优质转变。数量众多的非法人合作办学机构和合作办学项目，均隶属于普通大学的二级学院，

这些办学机构及项目如何在当前体制内真正成长为国际化学院、如何实现教学质量保障等问题都值得持

续探究和实践[3] [4] [5]。 
针对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存在的主要弊端，伍宸等[6]提出，普遍存在“中心–边缘”的依附困境，即

缺乏独立自主的办学特色和办学模式，尚未达到“以我为主，平等合作”的原则，在治理机构、人才培

养和科研合作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依附问题。例如，在课程设置方面存在西方发达国家至上、机械

引进的误区。一些项目与机构片面强调国外课程的还原，一方面没有顾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适用性，

另一方面，缺失了中国特色和国家意识。 
综上可见，如何结合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特点和优势，扬长避短，加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内涵建

设是值得深入探索和实践的[7]。 

3. 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建设实践 

宁波工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以“开放与创新”为理念，围绕“以育人为中心”的办学宗旨，着力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扎实专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学校三个中美合作办学 4 + 0 本科双学位项目主要依托于

国际交流学院实施人才培养。作为二级教学单位，国际交流学院紧密联合外方合作大学相关学院以及本

校相关学科性学院(即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院、机械学院)，在项目治理结构、中外课程与师资融合、英

语与专业能力协同等三个不同层面开展持续研究与实践，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国际化

应用型人才培养实施路径。 

3.1. 项目治理结构 

中外合作办学是一个涉及多元文化碰撞的合作，有着多种体制与模式的冲突与融合，还有传统模式

与未来发展的矛盾与衔接，以及中国现行制度与引进模式的矛盾和借鉴等。在实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时，

首当其冲的就是决策管理，其次是师资建设和学生治理。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特殊性有二：一是三个专

业分别与三所美方大学合作办学；二是校内依托国际交流学院并联合相关学科性学院进行协同办学。由

此，项目治理结构设计需要获得办学多方的理解和认同，使所有实际参与者的权利和诉求得到保证，最

终形成一种共同发展的战略联盟。这是中外合作办学能否落地实施的核心因素。 
图 1 给出了宁波工程学院三个中美合作办学项目的核心治理结构。项目管理重心落在国际交流学院，

由院长分别与三个美方大学相关学院院长进行项目运行层面的决策管理；中方为三个项目分别设置项目

负责人，在项目运行层面与对应美方项目负责人进行直接沟通；中方还为各项目配备项目助理和教学秘

书，辅助管理教学组织和运行事务。中方课程的任课教师来自国际交流学院相关项目部、学科性学院、

以及我方通识课依托学院。美方任课教师由合作大学选派并亲临宁波工程学院讲授课程。受新冠疫情影

响，今年所有美方课程只能以网络教学形式进行，国际交流学院为此配备美方课程助教，以确保课程教

学效果。 
层级清晰的治理结构可以较好地服务于决策管理。此外，中外教师的融通交流也得以加强，以中方

教师为主体的课程建设正逐步涵盖美方教师。学生治理则采用中国特色的学生事务办公室和班主任模式，

其优点是完全符合学校相关管理模式，不足之处在于未能融合美方学生管理模式。为弥补不足，学院尝

试加强团学会自主活动权、拓展学生参与学院事务的渠道，与美方合作大学相关学生社团开展联合活动

等，促进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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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ore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s at NBUT 
图 1. 宁波工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治理核心结构 

3.2. 中外课程与师资融合 

人才培养的起点即为培养方案制订。国际交流学院充分重视人才培养方案建设工作，在坚持教育部

规定的中外合作办学“四个三分之一”原则基础上，通过召开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联合校内外专

家对中外课程设置进行定期更新与完善，逐步形成专业课程知识图谱，为任课教师和学生提供专业画像，

尽可能避免中外课程之间的衔接问题。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课程建设，丰富多样的课程资源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国际交

流学院通过设置院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积极引导中外教师共同参与课程资源建设。例如，中美信科专

业《专业导论与学业规划》课程由中外教师共同梳理课程内容，共同录制课程视频；中美会计学专业中

外教师共同建设省级精品课程，出版全英文教材等。 
中外合作办学课程的另一特色是全过程化考核。在中外合作办学之初，中方教师逐步了解并学习借

鉴外方的全过程记录考核方式，进而推动了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学习成长，在全院范围内形成了持续良

好的学习氛围。学校也积极采纳并将过程化考核推广至所有校本专业。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招生规模和全英语授课师资受限，当前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并

未实施以选课为核心的学分制模式，而是采用班建制并辅以导师制。为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

项目部在部分专业课程中开展个性化项目教学，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高应用研究与项目实践

能力。 

3.3. 英语能力与专业能力协同 

“外语水平高、专业技能精”是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特色之一。如何在四年之内实现英语能力与专

业能力的双能力协同发展，是学校积极探索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的内容之一。 
除思政课和体育课之外，学校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所有课程均采用全英语授课。基于学生高考英

语水平(不低于 100 分)，在大学第一学年强化提高学生英语能力，即第一学期以大学英语四级为主，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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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对接留学英语，通过课内外联动，全面提升听说读写等各方面英语能力。2019 年秋季，学校中外合

作办学专业第一学期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一次性通过率达到 92%。 
自第二学年开始，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陆续开设全英语专业课程。具备良好英语运用能力的学生往往

能更好地适应后续专业课学习。全英文课堂、教材、试卷和练习报告等使得学生在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

又进一步提高了英语水平，达到两者互为促进、协同发展的目标。 

4. 思考与总结 

今年，宁波工程学院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进入第十年。十年来，学校陆续与三个不同的美国大学

进行合作，在经管类、理学类、工学类等不同专业领域开办了三个中外合作办学 4 + 0 本科项目，其中，

始于 2011 年的中美会计学专业已进入成熟期，成为浙江省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于 2017 年、

2019 年分别开始运行的中美信科专业、中美机制专业正按照中美会计学专业的成功办学经验运行。近年

来，学校在项目治理结构、中外课程融合、学生英语与专业能力协同发展等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

践，为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学校合作办学

层次存在局限，在中外课程体系结构、师资队伍层次、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

索，以夯实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为区域经济发展储备更优质国际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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