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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与越南国土接壤，自古以来便联结深刻，存续着友善邦交关系。自越独立以来，中越在高等教育层

面便合作不断。而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对中越两国高等教育

合作这一主题进行探究，回顾中越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历史和历程，分析当前中越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

总结当前中越高等教育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对增进中越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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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and neighbors, China and Vietnam have maintained deep and friendly diplomatic relations 
since ancient times. Since Vietnam independence, China and Vietnam have been constantly coo-
perating at the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China-Vietnam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China-Vietnam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summar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China-Vietnam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
ment of bilateral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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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与越南国土接壤，自古以来便联结深刻，存续着友善邦交关系。自越独立以来，中越在经济、

政治、文化等层面交流合作愈发深入。从古代到现在，越中两国之间交流都非常密切，人民往来也很密

切，教育合作在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近年来，中越两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一带一

路”倡议广泛实施的大背景下，关系日益密切，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人文交流等方

面进行了友好交流，并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果。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交流便是其中的亮点。 

2. 中越高等教育合作历史起源 

中越两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交流自中越建交(1951 年)起就已发端。20 世纪 50 年代，越南经过抗

法战争并取得胜利，越方的胡志明主席向我国领导提议，希望能够派遣一些越南干部、学生到中国学习。

经协商，大批越南同志到越南中央学舍区(广西南宁育才学校)学习。这个学校由越方组织管理教学工作，

得到中国在基础设施、师资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学校包括两种结构，一是基础科学大学，主要开展有数

理和理化两种科目；二是师范学校，包括高级、中级、初级师范学校。在办学期间，育才学校先后为越

南培育了 7000 名重要干部。这所学校的创办和发展也可谓是中越两国高等教育合作交流的最初见证。 

3. 中越高等教育合作历程及现状 

而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越两国持续进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且经历了以下 5 个发展阶段。 
“整个 1950、1960 年代里，最多的留学生当属越南 5252 人。进入 1965 年，大陆瞬间接受越南留学

生 3092 人，占当年来华留学生的 93.4%。”[2]。 
1991 年，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迎来新的发展。从 1993 年起，中国

为每年来华的约 45 名越南留学生提供全额助学金，使其进入到中国高校深造；而越南为每年来越的约

10 名留学生提供全额助学金，使其在越南高校深造。 
2004 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有关教育战略合作的协议。2006 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

指出，“中国–东盟的重点合作领域已由 5 个扩大到 10 个，这些领域包括：农业、信息通讯技术、人力

资源开发、双向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此后，中越两国在高

等教育上的合作交流愈加深入，无论是互派留学生、增强政府资助还是增强高校交流方面都发展迅速。

2009 年 4 月 30 日中越两国签署了《中越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定》后中越双方的留学

生在学分、学历和学位互认创造了便利条件，为中越双方培养更多的国际复合型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以 2009 年为例，来华的越南留学生总数 12,247 名，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越南学生 916 人，越南

是中国政府资助奖学金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在高校交流上，越南与广西的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

西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医学院等高校合作办学，也与云南的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

明理工大学等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如广西民族大学与越南国家综合大学开展了多次“越南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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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研究研讨会”，推动越南语教学的发展；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中医学院、广西医科大学等科研

机构和院校，与越南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广泛开展合作；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已与越南社会科学院、越南河

内大学等单位和部门开展了学术交流；云南省红河学院与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每年举办一次“红

河流域国际论坛”，广泛开展学术领域的合作[4]。 
2010 至 2015 年，中越因“南海问题”关系紧张，两国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也遇冷。这一时期，来

华越南留学生的增幅较此前大幅减少。2014 年越南来华高等院校留学人数受到同年越南反华事件影响，

各类人数均降至近五年低点[5]。而 2015 年虽有所回升，来华越南留学生数量仍旧低至 10,031 名。 
2016 年至今，中越关系缓和，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该《行动》要求各

地发挥区位优势和地方特色，充分利用地方调配资源优势，多措并举，支持指导本地教育系统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开展合作交流，打造教育合作交流区域高地，助力做强本地教育。在“一带一路”

倡议这样的背景下，中越两国高等教育合作交流回暖且持续增强。1) 就资金保障而言，当前中越高等教

育合作中的资金保障更完备。我国政府在奖学金资助政策上，分学生类型(大学本科、研究生等)对来华

越南留学生予以奖助。2017 年，我国政府提供 29 个全额奖学金给越南来华攻读硕士、博士的留学生。

此外，如广西、云南等地及该地区的部分高校提供地方政府奖学金、全额奖学金等资助来华越南留学

生。 
2) 就互派留学生数量而言，中越互派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以 2018 年为例，来华越南留学生达到

11,299 人，较此前有大幅增长。而近年来，仅中国广西地区每年去往越南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就有近千人。

3) 就中越双方高等教育合作领域而言，当前中越高等教育合作领域呈现不断拓宽的态势。与以往聚焦语

言人才培养方面的单一合作不同，当前中越高等教育合作的领域逐渐拓宽到国际贸易、工商管理、医学

教育学等多领域，内容更加广泛。 

4. 中越高等教育合作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中越高等教育合作历史的回顾及历程、现状的分析，基于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发现当前中越

高等教育合作中存在以下问题。 

4.1. 中越高等教育合作受两国关系影响波动明显 

当中越两国关系密切且稳定时，两国在高等教育上的合作是不断深入推进的。如 1950~1960 年代，

1991 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互派留学生数量增加，且为此提供资金支持；2004 至 2009 年中国–东盟

发展密切时，2016 年至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时，中越关系密切，在高等教育合作上不断深入，在资

金支持、互派留学生、高校交流等方面联系紧密，互动和谐，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而当中越两国关系

遇冷时，两国在高等教育上的合作也深受影响。如 2010 年至 2015 年，中越因“南海争议”、2014 越南

排华事件出现摩擦时，两国互派留学生数量也因此出现大幅减少。 

4.2. 中越高等教育合作存在地区的局限 

从当前中越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来看，当前中越高等教育合作主要局限于我国西南地区的高校，如

广西、云南地区的高校。虽然这些地区的高校推动了中越高等教育的合作交流，为中越高等教育合作交

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这些高校在与越南进行高等教育交流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这些高校与越南进

行高等教育合作时，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商，出现各自为营的现象。在与越南进行高等教育合作时，这

些高校又都主要招收国际贸易、语言(汉语、越南语)等方面的留学生，招收专业过于相似，没有体现各地

高校特色与优势学科与越南高校学科的整合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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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越高等教育合作存在隐患 

4.3.1. 中越高等教育合作因两国政治事件存在隐患 
中越高等教育合作受两国政治关系影响产生波动，而 2014 年 5 月的“南海争议”以及后续越南突然

爆发的大规模暴力反华事件则是近年来将中越两国关系降至冰点的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当年

及此后几年中越互派留学生的数量，进而影响中越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这一事件的余波仍在持续，

不利于中越两国间建立政治信任，与此同时，也会影响受两国政治信任制约的中越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

为中越高等教育合作留下隐患。 

4.3.2. 中越高等教育合作因两国高等教育发展差异存在隐患 
中越两国在高等教育体制及发展水平上差异较大，不利于促进两国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中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早于越南十年，且发展到现在，高等教育体制相对完善，达到一定

水平。而越南于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开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起步较晚，发展时间不长。越南国家对高

等教育体系的管理方法更新过慢，未能保证提高整个教育体系质量的要求；未能充分发挥师资、管理人

员及大学生队伍的创造性[6]。此外，越南高等教育国际化也存在着缺乏严密的顶层设计、“国内国际化”

程度不高、全面移植与本土化问题，以及缺乏透明度、腐败行为严重等[7]。由于中越两国间高等教育发

展水平的差异，我国约 60%的高校更多是与欧美发达国家保持教育合作交流关系，与越南交流合作则少。

这给中越两国未来开展高等教育层面的合作与交流留下隐患。 

4.3.3. 中越高等教育合作因越南留学生倾向日韩存在隐患 
根据 2018 年对越南留学生人数的统计，可知越南留学生留学第一意向国为日本，在日留学生高达

73,389 人；其次为韩国，在韩留学生达到 37,426 人；中国则位于第三，在中留学生为 11,299 人。通过此

数据，可分析出越南留学生较中国而言，更倾向于去日韩两国留学，且日韩两国越南留学生数量与中国

越南留学生数量差异悬殊。这与越南本土外资企业中日、韩企业占比最大有一定关系，影响越南留学生

留学时的选择。而在中越关系日益密切，中越高等教育合作开展顺利且如火如荼之时，越南留学生更多

倾向留学日韩的选择给中越未来高等教育合作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5. 结语 

在当前中国–东盟关系紧密，“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之际，中国与越南之间加强高等教育层面的合

作与交流，利于两国增进理解与互信，共同培养服务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人才，促进两国的经贸合作。

而当前中越高等教育合作中则存在地区受限，隐患众多(政治隐患，高等教育发展差异带来的隐患，越南

留学生来华意向不强的隐患)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要有的放矢，处理好中越关系；扩大中越高等教育

合作的地区范围，且进行统筹规划，确定中越高等教育合作拟培养的人才的方向；增强中越高校间的交

流，开展特色学科的科研合作与交流；多渠道、多途径增强中国对越南留学生的吸引力等。通过种种手

段和对策，极大促进未来中越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为促进中越两国经贸往来、稳固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体系、更好落实“一带一路”的倡议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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