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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高校国际化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但是仍然面临

诸多挑战。 为不断提升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国家软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高校应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发挥主观

能动性,推动本土国际化以及全面国际化,实施差异化发展路径和留学生趋同化管理,进而发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

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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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主要集中在高等

教育领域。 改革开放 40 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

开始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我国的高等教育

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迅速成为高等教育大国。 这

得益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高校在国际交流中

的重要地位,得到国家的充分重视和积极支持,促使

高校在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国际交流获得了空前的发

展[1]166。 高等教育国际化集中体现为高校(院校)
国际化,高校国际化既可被界定为高校迫于外界环

境压力的被动回应,也可以被界定为高校旨在提升

办学实力而主动选择的战略性行动[2]。 纵观当前

国际形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逆全球化的趋势显现,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各国

围绕规则、话语权、发展主动权进行激烈的争夺[3]。
当前,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
何由高等教育大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这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也是作为高等教育主

体的高校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因此,在较为复杂

的环境下,有必要总结以往的经验,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分析高校国际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为高

校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

一、总结回顾:40 年来中国高校

国际化取得的成就

摇 摇 随着国家政策的开放,我国高校开始自主地开

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使得中国全面重返世界舞台,在全球教育体系中我

国高校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 中国

在新时期提出的“一带一路冶倡议,为高校对外开放

和人文交流确立了发展的方向,也为全球治理提供

了新的路径。 我国高校正在成为世界教育体系的建

设者,国际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国际化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其多样性特征

显现

我国大学的国际化通过包括师生国际流动、国
际期刊发表、中外合作办学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化

活动,逐渐从被动转向主动,实现了国际化战略的转

型发展[4]。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接受外国留学生的

高校数量不断增长,国际留学生的数量也呈现加速

增长趋势,1978—2017 年底,来华留学人员从 432
人增加到近 50 万人。 中国已是亚洲最大留学目的

国[5]。 1978 年前,我国鲜有学术论文在国际期刊上

发表,但是随着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科技工作者的

努力,2005—2010 年,中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

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年均增长率为 23郾 3% ,2010 年

跃居世界第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6]。 以高

校为主体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整体水平持续快速提

升,与中国学者通过交流和访学等方式积极融入国

际学术圈,以及在国家海外人才政策(如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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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计划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引导下大

批高层次人才回国就业有关。 1980 年以前,每年向

国外派遣留学、进修教师不足 300 人[7]。 1979 年,
毕业回国留学人员仅为 231 人[8]。 2014 年派出(高
级)访问学者 /博士后 9 014 人,学成回国人员约 2
万人,其中 83%进入高校和科研部门工作[9]。

随着国家政策逐渐放开,我国第一所拥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于

2005 年正式成立。 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有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到 2 342 个[10]。 除了诸如西

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中外高校合作在我

国办学之外,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于 2016 年成为

第一所在海外设立的中国知名大学分校,此外还有

温州大学响应“一带一路冶倡议,与意大利佛罗伦萨

大学在意大利建立分校,成为中国地方高校海外办

学的典范。 截至 2018 年 3 月,中国已在 14 个国家

和地区举办了 4 个机构和 98 个办学项目[11]。 近年

来,我国逐渐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为了扩大汉语

的国际影响力,从 2004 年 3 个国家 3 所孔子学院起

步,到 2017 年底,全球 146 个国家或地区共设置 525
所孔子学院。 这些孔子学院大体上是采取中国高校

和外方机构合作办学的形式[12]。 中国高校在摸索

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政府引导和学校主动作为相结

合,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际化实践活动,逐渐形成

“走出去冶与“引进来冶并重的发展道路。

表 1摇 1978—2017 年外国留学生及留学回国人数

年份
留学生

数 /万
接受留学生

高校数 /所
留学回国

人数 /万人

1978 0郾 12 35 0郾 02

1990 0郾 75 110 0郾 13

2001 6郾 19 363 1郾 2

2008 22郾 35 592 6郾 93

2017 48郾 92 935 48郾 09

摇 摇 数据来源:教育部网站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事司编著

《教育外事工作历史沿革及现行政策》

摇 摇 (二)国际化战略设计逐渐成型,其重要性日益

强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很大

程度上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完成政府层面布置的政

治任务,1974 年公布的《关于外国留学生教学和管

理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接受培养外国留学

生是我们应尽的一项国际主义任务。冶并且当时由

于国家经济实力和教育质量较弱,在与欧美发达国

家的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和文化教育对外交流迎

来了新的契机,国际合作与交流开始逐步由被动向

主动转变,国际化日益发展成为大学主动的、积极的

战略性行动。 作为高校国际化的顶层设计,国际化

战略具有统摄院校发展的作用。 由于国际化在推动

学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中国高校开始着

眼于自身的定位,学校层面的发展诉求逐渐占据主

导地位,主动地、有选择性地将国际化理念融入学校

的教学、科研和日常运作等活动之中。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在 2015 年组织了关于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普通本科院校在国际化战略方面有积极表现,其中

95%的学校在其发展战略规划中对本校的国际化发

展提出明确要求,93% 的学校制定了国际化发展战

略[13]。 另外,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2013
年开展的针对首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调查发现,
91%的高校认为国际化在首都高校整体规划中处于

重要的位置,公立高校均制定了国际化战略[14]132。
自 2000 年之后,北京市属高校普遍关注国际合作与

交流问题,关于国际化的论述在各高校十五时期发

展规划开始有所体现,十一五时期发展规划出现关

于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成段落论述,见诸于学校各项

工作之中,十二五时期有相关的独立章节内容,十三

五时期规划普遍开始制定专门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专

项计划,更是把国际化提升到学校发展的战略层面,
将国际化作为提高办学质量和研究水平,甚至作为

创建一流大学的重要手段。 这改变了以往盲目、无
序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展现出理性化的特征。 院校

国际化战略为高校提供国际化路线图、设立了在组

织内认可的渠道,提供了解释国际化意义和目标的

机制,同时也是多学科协作的媒介和资金筹措的工

具[15]。 目前,高校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不再是仅仅

完成政府层面的任务,还有来自学校发展层面的多

种诉求,这些诉求集中体现在国际化战略设计之中,
成为学校国际化的导向性文件。

(三)国际化组织机构逐渐完善,其科层化趋势

明显

近年来,为了配合不断扩展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工作,我国高校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国际化组织机构。
国际合作与交流部门的设立肇始于留学生工作的开

展,我国从 1950 年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后因“文
革冶被中断,1979 年,在教育部召开的外国留学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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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上,时任副部长的浦通修要求学校要设置专

门的机构和专职干部负责留学生日常工作并且直属

学校党委领导。 1984 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高等

学校外国留学生工作机构和人员编制问题的通

知》,要求各高校切实加强对留学生工作的领导,建
议设置属学校一级领导的留学生办公室或配备专职

干部,负责协调和日常管理教育工作。 随着国际合

作与交流工作的日益扩展,围绕外部留学生的相关

工作,我国高校逐渐表现出对建立相关组织机构的

需求,如今多数高校希望能从管理层面推进全校范

围的国际化战略。 据调查,目前按照是否设立专门

的组织机构,大致可以分为 3 种模式:(1)由学校综

合办公室等相关部门的兼管模式。 (2)由国际合作

交流处或国际教育学院等单一部门专管模式。
(3)由国际合作交流处和国际教育学院等多个部门

分管模式[16]。 组织机构的设置可以大致反映出高

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主要内容、规模以及外事工作

的发展阶段。
以北京大学为例,国际合作与交流相关的组织

机构的变迁大体经历了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

逻辑的过程。 1978 年,“文化大革命冶期间,由革委

会领导的外事小组与留学生工作办公室合并,成立

外事处。 1984 年,外事处建制分为留学生办公室和

外事处,在原外事处汉语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对外

汉语教学中心。 为满足专家学者旅游参观交流的需

要,1992 年,在外事处内设国际会议与文化旅游服

务中心,后更名为对外交流中心。 后又模仿美国大

学接受国内外筹款经验,于 1995 年成立教育基金

会,同年以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和留学生办公室为基

础,成立海外教育学院。 1999 年,海外教育学院同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合并为国际合作部,海外教育学

院成为国际合作部下属的汉语中心。 2002 年,在汉

语中心的基础上成立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2015 年,
北京大学在耶鲁大学成立第一个驻外代表处[17鄄18]。
可见,随着职能的不断分化,我国高校国际化组织机

构也不断涌现,一方面,促进了工作的精细化和专业

化,科层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也造成组织机构过

于分散和繁琐,反而不利于沟通协调的局面。 为此,
部分学校着手成立学校层面的国际化领导小组。 如

何更好地进行组织整合以服务全校的整体战略设

计,将是大学国际化发展必须应对的问题。
(四)政府赋予的自主权逐渐扩大,高校主体性

日益凸显

高校的发展具有多重性,一方面,作为学术共同

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受政府政策影响,
其行为具有一定的依附性。 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

交流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

政策,高校则是政策的主要执行者。 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党中央对教育工作作出了一系列决策,我国

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但是中央逐渐意识到

政府有关部门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

有的活力。 因此,中共中央于 1985 年颁布《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

主权,高校有权利用自筹资金,开展国际教育和学术

交流[19]。 这成为高校在国际化方面获得自主权利

的政策基础,直接影响了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高等

教育国际化的各方面工作,充分调动了高校国际合

作与交流的积极性[20]。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高校

的国际教育交流规模很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高
等学校在接受并管理留学生方面才开始拥有自主

权[1]157。 1985 年颁布的《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规

定:给留学生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处分的,经学校的

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 1987
年以后,国家给予高校留学生退学或开除的权利。
2000 年发布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

定》进一步赋予高校招生的权限,“招收外国留学生

名额不受国家招生计划指标限制;录取标准由学校

自行确定;校际交流和自费留学生可由学校自行招

收。冶 [1]245自主权的扩大也体现在中外合作办学领

域,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变革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是我国改革开放和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21]。 国家教委在 1992 年发布通知,指
出原则上不能接受中外联合办学。 1995 年国家发

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开始允许我国高校与

境外组织和个人在中国境内举办以招收中国公民为

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1]301。 在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的背景下,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作办学条例》明确提出:中外合作办学者、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的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 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依法

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尽管中国高校的发展在很

大程度上遵循政府管理思路,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

开放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22],但是政府近年来逐渐

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释放了高等教育办学的活

力,高校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
(五)中国高校全球活跃度逐渐提升,国际影响

力不断扩大

进入 21 世纪,中国高校在全球学术市场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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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通过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深化了与国际学术界

的广泛合作,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近年

来,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自 2010 年以来连续多年

位居世界第 2 位,包括《自然》《科学》《细胞》等在内

的国际顶尖期刊更是刮起中国风,大量刊登中国学

者的科研成果,中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2018 年

2 月,世界顶级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制作以“中
国医学研究冶为主题的“中国专辑冶,这是创刊 170
多年来首次邀请中国医学专家分析当前中国医学研

究热点。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国际合作论文也呈现

突破性进展,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科研合作网络中各

国重要的合作伙伴。 根据 1998 年和 2011 年世界科

学领域合作论文发表情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曾绘制了节点图,其中每个节点以 1 万份

合作论文为最低门槛,不同国家合作的强度以距离

远近和连接线的粗细近似代替(见图 1 和图 2)。
1998 年,中国科研国际合作论文仅为 9 000 篇左右,
甚至没有体现在图 1 中,而 2011 年超过 7 万篇。 与

美国学者的国际合作论文从接近 2 000 篇到超过

22 000 篇[23]。据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等发布的《中国

国际科研合作现状报告》显示:2015 年国际合作论

文以 7郾 1 万篇位居全球第三,且平均被引人次超过

全球平均水平[24]。

图 1摇 以国际合作论文为主的科学领域国际

合作网络(1998 年)
摇

除了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之外,大
批中国学者开始担任世界组织的重要职务,2008 年

5 月,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就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成
为担任此职务的第 1 位中国人。 2018 年初,北京大

学周其凤教授就任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鄄
PAC)主席,这是该组织自 1919 年在法国成立以来

首次由中国化学家担任[25]。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0 年,中国已有 900 余名科学家任职国际组织,

图 2摇 以国际合作论文为主的科学领域国际

合作网络(2011 年)
摇

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数有 200 多位[26]。 这提升

了我国在国际科技界的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 中国

高校的学者不断活跃在各类国际会议上。 近年来中

国高校不再仅仅参与国际会议,更是开始承办世界

顶级学术论坛,2018 年 8 月,北京大学与国际哲学

团体联合会共同举办世界哲学大会,这是全球最大

规模哲学会议首次来到中国,并第 1 次以中国传统

哲学思想的学术框架为基础设定主题[27]。 这是中

国综合国力和人文研究学术影响力的具体表现,展
示了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科研水平的充分认可。

二、反思现在:中国高校国际化

发展面临的挑战

摇 摇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高校在国际化中实现了

脱胎换骨的改造,我国高校展现了国际化的基本样

态,很大程度上形似国际化的大学[28]。 但是在实质

和内涵上还有一些差距,新时期中国高校国际化发

展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国际化战略规划的目标指向性亟待加强

尽管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院校国际化战略,但是

在制定过程中并没有清晰的设计思路。 调查发现:
首都部分高校国际化定位缺乏方向性,没有真正结

合学校的实际,具有盲目跟风的嫌疑[14]255。 这种模

仿主要是简单追求各种量化数字的增长,但没有明

确增长背后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取向。 笔者曾分析部

分高校国际化战略文本,却无法获知学校希望通过

国际化达成何种目标,院校国际化战略目标指向不

清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王稼琼在 2015 年

举办的中外校长论坛上表示:“国际化发展的目标

是什么以及分几步达到这样的目标,目前来看这样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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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性思考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 高校发展

国际化,应该有较为长远的战略规划。冶 [29]通过分析

发现,部分高校的国际化战略规划往往成为国际化

活动的简单叠加和拼盘,看似教学、科研、留学生教

育齐头并进,其实并没有较为明确的发展思路。 笔

者在调研过程中,某高校领导曾直言不讳地说:“我
们学校近年来招收了大量的留学生,投入了大量的

资金和人力物力,但是却没有人反思这与学校发展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学校现在是为了招收留学生而

招收留学生。冶这是将国际化活动或者手段变成目

的的典型体现。 在学校领导层对于学校国际化发展

方向没有清晰把握以及缺乏整体战略设计的情况

下,学校国际化整体战略可能“沦落冶为国际合作与

交流部门的规划。 但是部分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部

门对大学其他部门和学院实际工作情况了解有限,
缺乏对于学校发展的宏观把握,造成国际化战略设

计与学校整体发展规划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与学校

整体发展契合度不够,难以有效支撑学校整体发展

目标。
(二)国际化制度构建无法满足现代大学发展

需要

国际化不仅仅是活动的集合,更是制度学习和

制度创新的过程,需要破旧立新,建立现代大学制

度。 制度决定成败,一流大学的建设需要制度建设

的支持[30]。 美国研究型大学能够汇聚世界最顶尖

学者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国际化的研究氛围,还受益

于其海纳百川的用人制度和管理体系。 值得注意的

是:我国部分高校的国际化演变为对于西方高校国

际化过程中开展的活动作简单地模仿和学习,忽略

了很多先进的办学理念都凝结在其创设的各项制度

之中这样的事实[31]。 由于学校部门利益错综复杂,
以及部分学校领导缺乏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致使我

国大学改革步骤迟缓,制度建设无法满足我国高校

整体发展需要。 一方面,存在制度缺位的情形,部分

国际化活动没有清晰的指导思路,致使很多工作无

所适从。 比如人事制度改革问题,在建设双一流大

学的背景下,高校普遍大力推动吸引高层次人才工

作,但是部分学校并没有与之匹配的薪酬体系以及

晋升和考核制度,造成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出

现被动。 陈昌贵等学者指出:中国高校国际化带有

明显的不彻底性,大学依靠资金投入引进人才,实现

学术成果的快速增长,但是很少涉及根本性的教学、
科研与管理的制度变革[32]。 另一方面,制度层面规

定过于繁琐,忽视了国际合作与交流实际工作的灵

活性和多样性,影响了学校和教师参与的积极性。
在国家政策层面可能只是宏观指导的情况下,各级

政府逐级批示并层层加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制度

丛林。 国际化活动俨然成了精细化的标准生产,教
师全过程承担并完成一项国际交流活动,需要在无

数行政部门之间周旋,应对复杂的管理系统和规章

制度。 部分教师甚至怯于应对繁琐的手续、报表或

报销,主动取消了相关学术会议或出访活动,这些与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不适应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影响

了学校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三)国际化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氛围亟待形成

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现代大学制度除了包括

构建完善的规章制度之外,还包括将制度内化为先

进的大学文化[33]。 制度内化的载体即为形式多样

的国际化活动,院校国际化具有不同的层面,最浅显

且容易实现的是国际化活动的实施。 北京师范大学

王英杰教授将可以量化的国际维度称为狭义的国际

化,狭义的国际化局限于人员的国际交流,包括教师

出国进修、讲学以及吸引国际学生等[28]。 其包含的

这些措施并不能保证高校可以将国际化、跨文化的

或全球的维度真正融入学校的目标和功能之中,最
终形成院校国际化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氛围。 美国学

者哈若瑞(Mrenda J Harari)也认为:国际化不仅限

于师生国际交流和学校社区服务等活动,还应当包

括超越本土的发展理念并内化为院校的组织文化与

精神气质[34]。 高校开展的大量国际化活动是形成

国际化精神气质和氛围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但它们

之间并不是化约的。 尽管很多高校招收了大量留学

生,但是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个体即使

身处同一所校园,与中国学生并没有产生深入、广泛

的互动和交流,大学校园并没有成为多种文化并存

和深度融合的场所。 高校普遍为留学生设立国际教

育学院,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利于留学生的集中化

管理和教学,但又无疑成为高校中的“第二校园冶。
近年来,北京工业大学提出了国际化、信息化以及建

设大学文化等推动学校发展的 3 条路径,并设定由

“学校国际化冶建设成为“国际化校园冶的目标,即力

图从动态的建设,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化精神气质和

氛围的大学校园,将国际化的目标导向放在文化、精
神和制度层面。 该校尝试从整体层面实现由国际化

的外显行为到内化的过程,真正提升大学国际化的

文化内涵,将学校打造为国内外师生都宜居、宜学的

国际化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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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向度的国际化发展存在“欧美化冶倾向

国际化简单地被化约为“欧美化冶或“西方化冶,
欧美高校成为全球高校发展的模板和学者心中永恒

的象牙塔,高校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出发点仍然抱

着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思想。 正如国际著名学者

菲利普·阿赫巴特所言:“在全球学术界,结构性依

附是很普遍的现象。 处于学术边缘的高校,都依靠

学术中心的研究、学术交流和高级训练。冶 [35]发展中

国家普遍单向度的高校国际化发展趋势,强化了英

语作为学术界主导语言的统治地位,英语所代表的

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全球不断扩展;
欧美国家的学术期刊成为中国学者竞相追逐的对

象,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将教师学术论文在国际

期刊上发表作为其晋升和聘用的主要依据;以

THE、QS、USNEWS 为代表的世界大学排名系统中,
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均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和部分欧洲

高校,这些排名结果使这些高校吸引了全世界的年

轻人前往深造;这些高校的博士毕业生成为发展中

国家高校普遍青睐的对象,中国大学本校培养的博

士毕业生直接留校任教的传统被打破[36]。 中国高

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点集中于欧美国家,忽略了

其他区域和国家。 调查显示:教师学术交流和合作

更倾向于欧美国家高校学者,北京市属高校的教师

到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访学的比例高达 90% ,学
生交换对于欠发达国家无人问津,缺乏对于边缘区

域的关注和了解[14]104。 西方高校发展道路有其时

代背景和独特的国情,我国高校发展对于西方高校

一边倒的合作模式,不利于国家“一带一路冶倡议的

全面实施,也不利于形成自身的发展特色,也难以承

担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胸怀的领袖人才的使命。
(五)国际化实施在宏观上急需提升领导及管

理能力

大学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主要决策者的领导和管理水

平。 领导层是否能够正确引导学校国际化发展的方

向,是否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是否能够利

用国家的大政方针为学校的发展服务,是否可以有

效整合资源推进国际化战略,是否可以通过学校的

发展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甚至全球治理之中,这些

都对学校国际化工作的成效有直接的影响。 在实施

国际化战略过程中,高校既要满足国家的政策要求,
寻求外部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又要结合自身的实际,
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 如何恰当地处理这些问题,
考验着学校管理层的领导和管理能力。 以国家“一

带一路冶倡议为例,部分高校主动在“一带一路冶中
寻找自己发挥作用的着力点,通过国际化战略的有

效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紧跟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瞄准“一带

一路冶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

交流和商业合作日益增加而出现的小语种人才缺口

较大的情况,学校领导层立即着手整合学校资源,通
过外聘、兼职和学校内部调动等方式组建教师队伍,
最终于 2015 年复建了中欧语学院。 中欧语学院开

设塞尔维亚语、捷克语、拉脱维亚语、罗马尼亚语、匈
牙利语、波兰语、爱沙尼亚语、立陶宛语等 8 个非通

用语种专业,力图培养具有坚实语言基础和国际视

野的高层次非通用语人才,在服务国家政策的基础

上提升了自身的办学实力[37]。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部分高校参与意识不强,没有认识到国家政策对于

学校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调研过程中,一位财经类

高校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直言:“如果没有校长和

书记去实际的推动,很多事肯定弄不成。 最起码领

导要同意,我们中层的理念永远上升不到决策层。冶
还有部分高校认为不具备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冶倡

议的条件,领导自身缺乏整合资源的宏观统筹和管

理能力,无法将学校的发展融入到国家的政策之中。

三、展望未来:中国高校国际化发展的方向

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学校办学实力,我
国高校应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
探索符合世界趋势、中国国情和学校定位的国际化

发展道路。
(一)推动立足本校的本土国际化建设

本土国际化是指教育领域中除海外流动之外的

所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活动,其目标是让所有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有机会接受跨文化影响来提升自身能

力,从而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化世界的需求[38]。 既

有的国际化发展模式需要转变,传统国际合作与交

流过于注重人员的国际流动,但是限于资金和政策

等因素,这种流动只惠及其中一部分或很小一部分

师生。 比如欧盟近年来大力推动旨在促进学生流动

的伊拉斯谟计划,但即便 10%的学生参与国际流动

的目标也很难达成。 对于没有机会流动的绝大多数

学生而言,如果他们无法进入国际化的世界,那么他

们如何具备国际素养和能力呢?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

时代,教育公平是全世界都在追求的目标,教育不再

是特权阶级独享的奢侈品,如何实现资源约束下的

优质资源的普遍占有,成为高校发展过程中必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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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问题。 德国学者贝恩德·沃切(Bernd W覿chter)
认为:推动本土国际化(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对于高校而言较为切实有效,即大力开展除师生国

际流动之外的所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活动[39]。 本

土国际化实施的关键是在学校中营造跨文化与国际

性的教育氛围,国际化校园建设实际是围绕学习环

境开展的一项系统工程。 本土国际化寄希望于打造

以国际化课程为中心的校园,使身处其中的所有学

生都从中受益[40]。 这种转变也来源于校园内大量

留学生的出现,需要开设大量的国际化课程。 同时,
一些大学逐渐认识到,许多学科课程内容的国内指

向过于明显,无法适应全体学生在全球语境以及跨

国环境中就业的需求。 大学相对滞后的课程体系和

相对封闭的校园环境必须进行转变[41]。 因此,高校

应该努力培育多元化的校园文化,积极打造具有本

校特色的本土国际化发展模式。
(二)推动有优先项的全面国际化建设

全面国际化逐渐成为高校发展新动向和广泛

共享的愿景。 美国国际教育者协会(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 认为全面国际化是一种承

诺及其行动,将国际、全球的和比较的主题和视角

融入高校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之中,要求在全

球范围内定义机构的使命和价值观,而不是局限

在地方或国家范围内[42] 。 对于我国高校而言,可
以将学习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作为优先项,但是

不能作为唯一项,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度的

国际合作交流模式,推行与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

之间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关注不同区域的问题和

发展诉求,加深与非西方国家人民的相互理解和

信任。 同时,应该认识到全面国际化是对整个高

校产生广泛影响的国际化,可以引导开展更具挑

战性的改革[43] 。 国际化的发展并不一定要面面俱

到,应该根据国情和校情,科学论证发展的思路和

定位,选择优先事项推动高校全面改革发展。 全

面国际化必须确立优先项,从哪里开始以及为什

么这么选择? 北京工商大学在十二五时期,根据

学校国际化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通过加强留学生

教育促进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路,在既有教学改革

难以推行的情况下,该校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冶倡

议,大力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合作,招收国际留学

生,设立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建立与巴基斯坦的全

面合作。 通过招收留学生,推动了教师强化专业

学习,提升自身的国际化视野和英语授课能力,促
进教师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方面实

施改革。 北京工商大学通过与巴基斯坦的合作为

抓手,以留学生教育为突破点,有效实施了有指向

性的全面国际化建设。
(三)推动国际化差异化发展

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引

导下,我国高校也呈现出分化的趋势。 研究型大

学着眼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面
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

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

合实力[44] 。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国家引导下寻求

转型发展,进而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45] 。 高等职业教育为主体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接受

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46] 。 可见,我国高校的发展

立足点存在根本性差异,在推动高校国际化发展

过程中,高校应该改变千校一面的形式,寻求自身

的特色,有针对性地推动高校国际化发展。 高校

国际化发展没有最佳的模式,也没有可供遵循和

参考的样本。 对于高校而言,最为理想的即是适

合其任务和所处环境的模式。 高校国际化差异化

发展,取决于机构的使命、价值观以及优先事项,
还有组织发展的起点和运作模式等[42] 。 高校国际

化活动的开展应该为学校的整体发展定位服务,
不能简单地模仿其他高校,在借鉴吸收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限定条件。 比如在全球留学生市场,
中国研究型大学正在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其
招收留学生要着眼于培养能够参与世界规则制定

的全球性领军人才,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发挥国际影响力;应用型本科高校招收留学

生则定位于培养高级技能,培养其成为国家层面

的行业领军人才。 高等职业教育可以满足留学生

学习高级技能的需要,培养成为所在区域的高级

技术人才。
(四)推动外国留学生的趋同化管理

趋同化管理是未来留学生管理的方向。 在对待

外国留学生的问题上,不恰当地强调外国留学生的

外国人身份和忽视外国留学生的外国人身份,都对

正确地处理外国留学生问题不利[1]241。 既有的二元

管理模式,在招生、教学、住宿生活方面简单隔离,既
不能使留学生真正融入学校生活,也无法真正促进

中外学生的沟通与交流。 这种隔离的二元化生活空

间加重了留学生的“抱团冶现象,不利于留学生融入

校园生活[47]。 另外,也会引起中国学生的不满,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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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不断有中国学生对外国留学生优越的住宿条件

表达抗议,北京大学学生甚至出现了对校方建设以

招收留学生为主体的燕京学堂的抵制活动。 对于清

华大学在招收国际学生过程中免笔试的行为,也引

发了国人对于教育公平的质疑。 为了最大程度地招

收留学生,部分高校还降低留学生入学要求,留学生

学业和生活出现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

国教育质量的国际声誉,不利于中国高校品牌在全

球树立良好的形象和地位。 另外,处理不同国家的

外国留学生之间的问题,也应该把问题看作是学校

学生之间的问题,而不是留学生各自代表的国家之

间的问题[1]242。 留学生在华的“非国民待遇冶以及

“超国民待遇冶都是欠妥的,留学生作为中国高校的

一份子,应该在教学、生活和管理方面与中国学生保

持合理的一致性,这既是对于中国高校教学质量和

管理模式的肯定,也满足了留学生全面认识中国并

深入了解中国的目的。 每个国家的教育体制都有其

特殊性,嵌套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之中,这也

恰恰可能是吸引留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因素,打破

传统的双轨制管理模式,使留学生在融入中国的基

础上知华友华,才能使到中国留学真正成为吸引全

世界留学生的品牌。
(五)推动高校发挥全球治理体系的引领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本世纪中

叶我国将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

的国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冶题中之义包括我国将由高等教育大

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高校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

中发挥着引领作用。 “中国高校和学者要超越本

国的视野,要看到我们的学校和学科对于国际科

技前沿有怎么样的贡献,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内

的重大科学难题。冶周其凤教授指出:“要进一步参

与全球治理,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

案。冶 [48]这种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在国际组织中占

有核心位置,从而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其目的并不

是一味谋求所在国家、民族甚至个人的私利,而是

促进全球的共同发展,为全球的公共利益服务。
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由

社会主义大国建设转变为勇于承担责任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习主席更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对于作为文化、学
术和交流中心中国高校而言的,理应承担推动人

类社会进步的伟大使命。 为此,中国政府 2013 年

提出旨在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的“一带一路冶倡

议,中国的国际角色在与世界的互动之中得以重

新调整[49] ,这为中国高校国际化战略转型的发展

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除了服务于基础设施建

设和加强人文交流之外,高校既可以为欠发达区

域提供切实的脱贫方案,也可以为文物保护和修

复提供技术支持,还可以利用医学优势攻克区域

性疾患,而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生态保护等一系列

问题都需要中国参与。 中国高校转型发展势在必

行,表层的国际化完全以自我的发展为中心,局限

于希望在国际期刊发表中崭露头角,拘泥于用国

际语言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 未来的中国

高校更应该成为全球学者集聚的中心,汇集世界

顶尖学者的智慧和力量,致力于解决全球面对的

重要问题和挑战,积极塑造为全球治理体系、为全

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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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忆s higher education has also achieved leap鄄
forward development. China忆s universitie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but they still face many challenges.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a忆 s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soft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e universities should play a subjective
initiativ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policies, promote 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path and foreign student convergence
management mode, and then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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