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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满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求，中外合作办学在不同时期发挥不同的作用。基于已有文献与资料梳理，

分析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历程，以了解中外合作办学中的不足之处，并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研究结果

表明：中外合作办学经历了萌芽期、探索期、发轫期、规范期、特色发展期五个动态发展的阶段，但在

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中外合作办学能力不均衡发展、合作对象单一化等问题亟需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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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eet the needs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lay a different role in different periods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data,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to understand the deficiency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predi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21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211
http://www.hanspub.org


高雪迎 
 

 

DOI: 10.12677/ae.2022.124211 1364 教育进展 
 

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embryonic period, exploratory period,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normative perio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period. There are five 
dynamic development stages in the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stage,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unbalanced capacity of Sino-foreign coop-
erative education and the singleness of the object of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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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之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了探索奠基阶段

(1949~1977 年)，初创发展阶段(1978~1992 年) [1]，转型、政策完善阶段(1993~2008 年)，内涵提升阶段

(2009~2015 年)，参与国家战略部署，模式提升阶段(2016 年至今) [2]。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高等教育

国际化提出不同的要求与定位，目的是使高等教育国际化满足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为满足不同时期高

等教育国际化的需要，高等教育机构在不同时期的中外合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78~1992 年，高

等教育机构在国际化进程中进入谨慎探索与缓慢发展阶段，我国赋予高等教育机构推进国际政治和文化

全球交流的使命[3]；1933~2008 年，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处于规模扩张(1993~2002 年)、制度完善阶段

(2003~2008 年)，这一阶段关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呈现出从有限开放到积极谨慎的思维，我国教育部

为应对中外合作办学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颁布相关实施办法与

条例，使我国中外合作办学逐渐法制化、正规化，不断得到螺旋式的提高；2010 年至今，高等教育机构

质量提升与特色发展阶段，经过前期较长时间的调整后，中外合作办学进入量质互变的螺旋式上升期，

并向外延扩展与内涵提升并重的方向发展。为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中外合作办学在不同时期

发挥的具体作用有所不同，且发展方向也有所不同，不同时期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及其动态变化是本文

论述的重点内容。 

2. 相关概念界定 

(一) 高等教育国际化 
就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概念而言，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其内涵与外延做出不同的界定。日本

广岛大学教育研究所喜多村和之教授将提出大学国际化的标准为：“通用性”、“交流性”、“开放性”，

认为“国际化”是指本国文化被别的国家和民族所承认、接受并得到相当的评价。杨德广教授立足于教

育模式的角度，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为：加强国际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积极向各国开放国内教育市场，

并充分利用国际教育市场。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要适应国际交往和发展的需要，要培养有国际意识、

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4]。国际知名学者简·奈特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为：在院校层面与

国家层面，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维度整合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传递的过程[5]。总而言之，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提供国际性平台，培养具有应对未

来挑战、国际交往能力、国际化意识与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同时，提高本国民族文化的国际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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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国际化通常被国家或政府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政治的延续，不断地灌输和传播

本国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而实现其政治目的[6]，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途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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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进展[7]。本文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侧重于国际间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而

非强调政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传播。 
(二) 高等教育本土化 
“本土化”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8]。换言之，

本土化是本国对不同文化吸收借鉴后，将不同文化转化为自身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 
高等教育本土化是指植根于我国历史的习俗、语言、文化及信仰体系，学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

外来教育思想进行消化、吸收和升华，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并通过教育目标、课程教学及评价体系等

方式进行动态变化的过程。 
(三) 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

教育机构的活动[9]，作为教育国际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满足国内不同层次的教育需求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10]，它以培养人才为根本目标的社会公益性事业，中外教育机构之间构建了以合作为主的组织间关系。

在这一关系的形成中，会受到组织内的资源、能力以及组织间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影响[11]。本文中外合作

办学主要指为满足高等教育国际化需求，中外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构建了以合作为主的组织关系，其中办

学主体既包含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3. 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历程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历程与政策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

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萌芽期(1949~1977 年)、探索期(1978~1992 年)、发轫期(1993~2002 年)、
规范期(2003~2009 年)、特色发展期(2010 年至今)。不同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受政策影响，呈现不同的发

展趋势，共同构成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历程。 
(一) 萌芽发展阶段(1949~1977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外交关系的影响，我国主要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展开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学苏”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容。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新中国积极实行中

外合作办学，这段时期内的中外合作办学与苏联密切相关。如：1949 年原苏联援建中国航校，后筹建大

连海校，1950 年筹建海军联合学校和中国人民大学，1951 年哈尔滨工程大学复校。这些学校从建立到初

期发展都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深受苏联影响。其中我国最初的 6 所航校无论是从办学主体、办学地域、

教学过程还是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可被称之为名副其实的中外合作办学[12]。由于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在

中外合作办学道路上，中国呈现萌芽发展的状态。 
(二) 探索发展阶段(1978~1992 年) 
1978 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外交流的大门更加敞开，更加意识到培养能够与国

际接轨的人才的重要性。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形势的需要，1982 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为中外合作办学奠定了强有力的宪法基础，强调允许各种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参与办学，打破了

单一的办学主体[13]。1985 年，我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4]，自此之后，我国

鼓励学校使用自筹资金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政策颁布之后，我国中外合作步入迅速发展阶段，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为提高自身

的国际化水平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且付诸行动。如：1985 年，天津财经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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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中国 MBA 培训班，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校与外国高校之间第一个合作办学项目[15]。1986 年，南

京大学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共建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建立的高等教

育国际合作机构[16]。这一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实际经验，发展速度呈现上升趋势。 
(三) 迅速发展阶段(1993~2002 年)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使教育进一步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的

需要。为进一步引入和规范中外合作办学，1993 年，我国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 年，

国家教委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该《暂行规定》建构了中外合作的基本框架[17]。1996 年，

国务院学位办出台《关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学位授予管理的通知》，对中外合作办学学位授予的

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规定[14]。2002 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管理的紧急通知》。在相关

政策规定下，中外合作办学呈迅猛发展趋势，截止到 2000 年，国务院学位办共审批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 30 个、机构 11 个，这一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数量猛烈上升，且逐渐发展到顶峰，但随之而来

的是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与规范问题逐渐增加。 
(四) 规范发展阶段(2003~2009 年)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呈现繁荣趋势，但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中外合作办

学在规范性上也出现诸多问题，为应对规范性问题，我国颁布了相应的法规。2003 年，国务院颁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行政法规，同时它也是迄今为

止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最高层次的法规。虽然《条例》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性作出规定，但在据悉实施

方面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教育部在 2004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使《条

例》可以具体的落实到操作层面。此外，为解决中外合作办学中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教育部于 2006 年

出台《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为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教育

部在 2009 年发布《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方案》。 
由于前期国家鼓励中外合作办学，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已基本完成量的积累，但在量的积累的过程中

遗留了许多中外合作办学规范性的相关问题，为解决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的问题，我国教育部颁布相关

纲要与工作试行方案，以此规范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办学。在 2004 年，

我国依法取消了包括夏威夷大学在内的多个非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 2009 年，教育部启动“中外合作

办学评估”工作(试行)，在辽宁、天津、河南、江苏 4 个省市中外合作办学开展“试评估”。我国这一阶

段的中外合作办学不再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中外合作办学规范性方面采取一系列有

效措施，将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由数量化方向发展向质量化方向发展转变。 
(五) 特色发展阶段(2010 年至今) 
2010 年之前，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一系列政策使中外合作办学数量明显增长，且逐渐向规范性方

向发展。2010 年，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颁布，明确提出：要

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标志着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由单一的追求数

量上的增长，转变为数量与质量并行发展。2013 年，我国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

质量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逐步增多，品牌专业和示范课程初具

规模[18]。2016 年我国在《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中外合作办学的

趋势是：提质增效、服务大局、增强能力[19]。与 2010 年以前的中外合作办学提高质量相比，2010 年以

后，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提出新的要求：建立品牌专业、示范课程，即中外合作办学由数量与质量并行

发展转向提高质量与结合本土特色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经过长期发展、规范与调整，已从追求数量逐步转变到追求数量与质量

并重，从单向追求国际化发展的目标转向国际化、本土化、特色化并行发展。2010 年以来共建立了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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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

大学等，且继续加大中外合作办学的力度。同时国内高校更加强调学科与专业特色，如：建立广东以色

列理工学院、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等。 

4. 从国际化到本土化：中外合作办学的动态发展 

从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无论是在政策颁布，还是在机构实施方面都经历萌芽期、探

索期、发轫期、规范期和特色发展期。不同阶段中外合作办学关注重点不同：萌芽期，这一阶段我国为

了跻身世界潮流，提高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进行中外合作办学，，此时的中外合作办学刚刚起步，属于

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经验十分欠缺，因此这一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重在探索的发展路径，无论是在数量

上还是在质量上均有所欠缺；探索期，经历萌芽期后，我国初备中外合作办学的经验与能力，此阶段主

要在前期的基础上为中外合作办学迅速发展继续探索路径；发轫期，我国已具备较为完善的中外合作办

学能力，这一时期我国大力发展中外合作办学，使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数量迅猛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在

发展过程中我国忽视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性问题，为今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埋下隐患；规范期，

由于我国前期为促进中外合作办学高速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其规范性，因此，在此阶段我国对中

外合作办学规范性问题进行严格把关，以实现中外合作办学数量与质量并行；特色发展期，随着我国中

外合作办学质量的不断提高，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提出新的要求：建立品牌专业、示范课程，即中外合

作办学要结合地方特色，在国际化的前提下融入本土特色，建立高质量且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中外合作办

学。 
综上，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动态发展与我国的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初期，由于

我国国际化程度较低，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与教育水平，我国在合作办学时侧重于数量的增长，而在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质量的提高。随着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不断发展，我国合作办学机构逐渐显现出

质量问题，因此，我国由只重视数量，转变为数量与质量并重，但这一阶段中，我国合作办学在引进国

外教育资源时，仍采取拿来主义，没有考虑本土的适应性问题。直至 2010 年后，我国国际化程度得到较

为显著的提高后，开始重视引进资源后的适应性问题。由此，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过程可概括为：

由盲目国际化到规范国际化再到本土化，最终向本土国际化方向发展。 

5. 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的问题 

纵观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历程，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在进行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虽在不同时间段去

的不同发展成就，总体发展迅速，且取得显著成效，但从宏观层面乃至中观层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

决。 
(一) 高等教育国际化等于高等教育欧美化？ 
截止至 2020 年，我国已经与 34 个国家展开中外合作办学活动，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量居于

前 10 位的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法国、韩国、德国、爱尔兰、新西兰。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数量居于前 10 位的是美国(240)、英国(205)、澳大利亚(105)、俄罗斯(85)、加拿大(63)、韩国(61)、
德国(47)、法国(43)、爱尔兰(31)、新西兰(21)。此外，中国还与日本、意大利、荷兰、芬兰、波兰、瑞典、

丹麦、新加坡等国家积极进行中外合作办学。通过整理上述国家的经济情况与分布特征，可以发现，我

国所进行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对象大多集中于欧美地区的发达国家，很少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中外合作办

学。高等教育国际化等于高等教育欧美化？如何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中外合作办学？这是我国目前中外合

作办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1) 合作对象欧美化、单一化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211


高雪迎 
 

 

DOI: 10.12677/ae.2022.124211 1368 教育进展 
 

如图 1 所示，目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对象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的发达国家和少数亚洲地区的发达国

家，而很少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办学。发达国家的教育资源与水平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进行合作办学有利于我国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与体系更加完善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同时也有利于为

我国的原始创新提供动力。 
但将中外合作办学的对象集中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欧美地区的发达国家势必会忽略不同文化之间的

不同优势。我国在进行中外合作办学时，可以根据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不同的国家进行合作，在培

养不同层次的人才的同时，也能促进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2) 地方高校合作办学受多方面限制 
地方高等院校由于学校知名度、办学经费、师资力量、办学目标等原因导致在举办中外合作办学的

过程中十分受限。部属学校由于自身实力较强，选择合作办学的学校一般也是世界知名院校。与部属院

校相比，地方高等院校由于世界知名度较低，能够与之合作的世界知名大学较少，更多的是选择其他国

家排名不高的大学进行合作。地方高校由于办学经费的限制，导致师资力量、院校环境、教学设置等硬

件与软件资源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学内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的发展。另外，部分地方大学

以培养服务地方的应用型人才为主，与中外合作办学培养具有适应国际能力人才的培养目标不符合。 
 

 
图片来源：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 

Figure 1. Top 10 countries in the number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
grams in 2020 
图 1. 2020 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 

 
(二) 我国不同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差异显著 
如图 2 所示，截至 2020 年为止，我国不同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总数如下：江苏(112)、河南

(111)、上海(96)、黑龙江(79)、山东(79)、北京(79)、浙江(71)、湖北(63)、吉林(60)、辽宁(45)、天津(38)、
广东(33)、湖南(30)、重庆(29)、河北(28)、江西(22)、福建(22)、四川(21)、陕西(20)、安徽(16)、云南(16)、
广西(16)、内蒙古(9)、贵州(7)、海南(5)、山西(3)、甘肃(2)、新疆(1)，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中外合作办

学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中部次之，西部较少，宁夏、青海、西藏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数量方面

至今未打破零突破。 
不同地区的中外合作办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与国际接轨的能力的限制，东

部沿海地区相对其他地区无论是在中外合作办学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明显优势。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水

平整体显著提高，但不同地区水平差距明显，呈现不均衡发展趋势，因此，在发展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

应给予西部地区更多关注，以此提高每个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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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 

Figure 2. Number of projects by Chinese and foreign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in different re-
gions in 2020 
图 2. 2020 年不同地区中外合作机构、项目数量 

6.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相关建议 

(一) 打破刻板印象，中外合作办学对象多元化 
当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对象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家，致使中外合作办学对象单一，甚至逐渐走向国

际化等同于欧美化的趋向。不可否认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起步较早，整体水平较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在迅猛发展。因此，在寻求

合作办学伙伴时，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应打破传统的刻板印象，寻求多元化的合作对象。 
(二) 组建区域联盟，促进协同发展 
由于不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导致教育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受其影响，

发展水平不均。为解决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不均，帮助部分地区实现零突破，组建区域联盟成为不可阻挡

的新的发展趋势。区域联盟是不同省市之间的联合办学，不同省市之间整合优质教育资源，着重发展不

同院校的优势学科，以组合而成的区域为单位，共同与国外高水平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办学，以此提高整

体教育水平的发展。 
区域联盟不仅有利于各校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各校优势学科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利于中外

合作办学水平较高的省或直辖市发挥牵引作用，带动中外合作办学水平较低地区的发展，促进教育资源

的重新分配与均等化发展 
(三) 调整高校定位，培养多元人才 
高校在进行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首先应明确学校自身发展定位，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学校根据

自身发展定位与发展要求可以寻求不同层次、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合作办学，如我国部属高校在人

才培养上着重培养具有元创新能力的人才，为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部属高校在进行中外合作时，应

将目标锁定在元创新能力更强的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我国地方院校大多以服务地方，培养应用型人才为

主，为促进自身发展与人才培养，地方高校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以培养不同行业的应用型人才为主，

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总之，不同高校的发展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应寻找符合自身发展的外

国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合作，促进自身的发展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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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合地方特色，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 
中外合作办学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处于二

元对立的关系，也不意味着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只突出国际化而淡化本土化。无

论是部属高校还是省属高校，高等教育机构都要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高等教育机构在服务社会，服务

当地的过程中首先应立足当地，立足于本土化，才能更好的服务地方。在立足于本土化的基础上，我国

高等教育机构再与适合自身发展定位的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增强自身的国际化水平，培养立足

本土，同时具有国际视野、国际交往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和创新性人才。 
正确认识“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化”，培养有能

力解决中国问题的国际人才，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发出更多中国声音。 
(五) 建立楔形课程体系，培养具有“中国魂”的国际人才 
我国在进行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为培养学生应对未来挑战，具有国际交往能力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在课程设置上十分重视英语与专业课程教学，为学生提供英语学习环境，同时提高学生专业素养，但在

培养本土文化认同度方面有所欠缺。我国高端人才培养率较高，但部分人才最终却选择留在国外，不愿

回国。究其原因，我国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忽略“中国魂”的培养是一重要因素，因此在今后的课程教学

中应该逐步改变课程体系，加强培养学生对民族的认同感与使命感。 
楔形课程体系通过镶嵌的形式将不同事物进行内部联合，其特征为不规则性，它在横向上打破学科

具体界限上，纵向上衔接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如：日本东京大学、我国南京大学在课程是设置上是楔

形课程体系的典型代表，且均取得显著成效。在今后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设置方面，我国在重视英语教

学的同时，应该开设与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相关的课程，且巧妙运用楔形课程体系，合理协调各类课程

之间的关系，加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国家使命感，培养具有“中国魂”的国际人才。 
(六) 建立海外分校，发挥辐射作用 
中外合作办学主要可以分为两种途径：高等教育机构“引进来”与高等教育机构“走出去”。现今，

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主要采取“引进来”的方式，但我国高等教育机构“走出去”

也是不可忽略的途径之一。“走出去”不是简单地将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在海外，而是在与他国当地文化

不断适应的前提条件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建立海外分校，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新的环境，使我国高等教育机构“走出去”，既有利于为

我国中外合作探索新的路径，同时有利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地位，以此发挥辐射作用，进而

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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