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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战略的持续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中外

合作办学已成为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国已有逾两千家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高等教育阶段中外合

作办学在校生规模约 46 万人、毕业生已超 160 万人。与此同时，办学质量不佳、办学模式与发展环境不协调已

成为阻碍高等教育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文献法和实地考察，对目前我国高校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

模式进行归纳与总结，分析各种办学模式的主要特征、优缺点及适用范围，并介绍了近年来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

院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模式上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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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实践，自 2013 年提出以来，引起越来

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1]。截至 2018 年，与中国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超过 60 个，已

成为目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交通强国、

铁路先行”已成为轨道交通行业工作者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历史使命。 

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目标、为沿线

国家培养轨道交通产业链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提

升国际影响力，我国多所高等院校积极推进开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轨道交通领域的国际联合培

养项目。 

笔者通过调研目前我国高校已开展的中外合

作办学情况，归纳其主要模式、优劣点及适用范围。

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在与

“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联合培养留学生方面的实践   

情况。 

二、中外合作办学的现实需求 

近些年来中外合作办学的火爆并非一时兴起，

而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教育的普遍需求。 

(一) 中方的现实需求 

1. 拓展海外市场，缓解国内产能过剩 

伴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制造业的高速繁荣发展，

在行政干预、投资冲动等多因素作用下，我国在钢

铁、水泥、电解铝、玻璃、船舶等行业出现了产能

的快速扩张，但下游市场需求增速下降，产生了新

一轮的产能过剩。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我国大力

发展国内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

设，同时努力拓展海外市场[2]。 

2. 促进全面开放新格局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

史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是我国日益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

时代[3]。 

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最鲜明的特点，其不仅

仅是对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对教育等领域全方位

的改革，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便是教育全球化改革开

放的必由之路。 

3. 促进中国软实力建设 

长期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所以不

断向外国输出教育，其目的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来提

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使得西方的话语权成为主导

并占领道德高地。受西方国家的干扰，部分国家对

中国文化理念、政治外交方面等仍存在不同程度的

误解甚至敌视。随着我国入世程度不断加深，文化

软实力建设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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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是中

国必须珍视和充分利用的宝贵机遇，将极大地提升

中国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4. “一带一路”倡议需求 

2018 年 9 月 3 日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正式举行，

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四个坚持”揭示了中非团结

合作的本质特征，“六位一体”指明了中非关系发

展的前进方向，“八大行动”规划了中非共同发展

的具体路径。这向世人宣告了“一带一路”倡议正

式进入了全面推进建设阶段，标志着全球化新阶段

的到来[4]。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人才匮乏，技术滞后，发展

水平参差不齐[5]，加之国外不乏存在对异国工程师

怀有疑虑、顾忌的情况，所以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开展合作办学项目有助于把我国先进的技术

和管理制度投入外国的教育体系，通过国际化教

育，培养一批亲华、友华的高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

才，提高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水平，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奠定基础。 

(二) 外方的现实需求 

1. 引进先进技术，改善国内基础设施 

近年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

升，尤其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比如量

子计算机、高铁、空间站等。对于这些高新技术，

一些技术底子薄弱或资金有限的国家凭一己之力

难以得到快速发展。因此，引进中方技术已成为广

大“一带一路”国家的现实需求。 

以俄罗斯为例，根据其发布的 2030 年前铁路

交通发展倡议，俄罗斯为改善国内基础设施条件，

有意建设 2 万公里新铁路，其中包括 5000 公里高

速铁路。但俄罗斯目前依旧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世界的经济制裁，导致了俄罗斯在可预见的未来

里，经济依旧会处于低迷阶段，本国的高铁项目难

以发展。俄罗斯势必需要向海外寻求资金、技术，

而中国作为其邻国，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且中国

高铁在技术和成本控制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所以从中国引进高铁技术、培养高铁运营管理

人才成为俄罗斯的迫切需求[6]。 

2. 促进经济流通，打破垄断 

由于历史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

在铁路技术底子薄、技术人才匮乏的情况，无论是

覆盖范围还是运行速度都发展缓慢，民众远行被迫

选择价格昂贵的航空运输，导致航空运输在其公共

交通领域居于垄断地位，票价高、服务低下成为了

部分发展中国家航空业的通病。为打破航空交通的

垄断地位，提高人民群众的出行质量，迫切需要发

展运量大、速度快、环境污染小的铁路公共交通。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办学将为

目标国带来中国先进的轨道交通技术，有助其升级

和拓展本国现有的铁路网络，促进目标国经济的全

面流通和良性发展。 

三、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及评价 

(一) 教育审批模式 

从教育审批模式来看，可分为具备独立法人资

格和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两种。 

1. 独资办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此类办学主体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校区和

独立师资，在财务、管理等方面更加独立和完善，

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昆山杜克大学由武汉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合

作创办，由昆山市人民政府支持建设，是一所非营

利性的中美合办高校，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该校

由昆山市人民政府、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三家共

管，利用武汉大学的优势学科，引进杜克大学的高

水平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服务于精英教育和前

沿科研。该校学生毕业后，可获得杜克大学颁发的

学位证书[7]。 

2. 二级学院办学，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具

有法人资格的合作办学机构，需要独立承担办学责

任，但同时享受独立的办学自主权，其内部实行董

事会管理制度。而对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办学机

构，则由合作双方共同承担办学责任。因此，不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办学主体，易导致合作机构之间

责任划分不明确、财务管理风险较大的情况，且由

于各方文化差异，一致协议的达成存在较大难度。 

例如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昆士兰学院是由上海

市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于 1999 年签署教育合

作协议建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该学院开设的专

业主要是澳洲 TAFE 教育集团的强势专业，课程体

系以能力为本位，行业需求为导向，使用双语教学，

致力于培养拥有专业技能及英语应用能力为一体

的高等商务型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由中国人民大学与法

国巴黎索邦大学、保罗ꞏ瓦莱里大学和 KEDGE 商学

院共同合作创办，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但不具有

法人资格。该学院实行三语教学，2/3 的课程采用

国际师资授课，目前开设了金融学专业、国民经济

管理专业和法语专业。该院系的学生毕业后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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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两国的学士学位，并优先进入法国合作大学攻

读硕士学位。 

3. 课程级别的国际化培养模式 

一些高等院校或二级学院亦选择与境外高校

合作，开展某些课程或培养环节的国际合作。由于

不涉及学位授予，其受限条件更少、形式更为自由，

包括聘请外籍教师定期来校为学生讲授数门课程，

送学生去境外高校或企业开展工程实践，支持中外

高校互换部分学生进行为期 1~2 年的学习等。 

(二) 合作办学主体 

在合作的主体上，可大致分为“高校—高校”

和“高校—企业”两种。 

1. 高校—高校合办模式 

中外高校的校际合作往往采用非独立法人机

构，由于制约因素较少，合作办学项目协议更容易

达成，但各校投入相对较高。该模式可将国际知名

高校的一流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各校的优势学

科和优秀师资，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在各合作高校

均可得到学习和训练，可进一步完善学生自身的知

识体系。 

如中国矿业大学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合作培

养 MBA 项目、哈尔滨工业大学与莫斯科鲍曼国立

技术大学合作成立的哈工大鲍曼工学院、上海理工

大学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 9 所大

学共同创办的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等。 

2. 高校—企业合作办学模式 

校企合作办学的主要优点在于资金由企业支

持，相对校际合作模式，学生和高校的经济压力相

对较小，但合作过程中也容易因经济和企业干预而

对教育过程和质量管控造成影响。如长沙理工大学

与中国港湾、中国路桥共同培养亚非留学生。学校

充分发挥在土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等领域

的专业优势，已与中国路桥合作培养了 3 批共 52

名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多哥留学生，与中国港湾

合作培养多名安哥拉、斯里兰卡留学生[8]。 

四、土木工程学院中外合作项目的创新实践 

近年来，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利用轨道交通领域的传统优势学科群，

面向更广泛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推进与

当地高等院校、大型企业的教育合作，为目标国培

养土木交通领域高级技术人才，建立了一批极具特

色的输出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一) 与中土公司合作开展本科生学历教育 

在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土

公司”)的大力支持下，结合中土公司在尼日利亚和

埃塞俄比亚项目，积极推进与当地 Ahamdu Bello 

University、Addis Ababa University 开展本科生联合

培养，开展反向“3+2”和“1+4”本科生学历学位

教育，为当地培养轨道交通领域专业技术人才。 

入选“3+2”模式的学生在当地高校进行为期 3

年的基础学习，之后进入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进

行 2 年的铁道工程方向全英文专业课学习。入选

“1+4”模式的学生直接进入中南大学进行为期 1

年的汉语学习，之后进入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进

行 4 年的中文专业课学习。学生通过课程考试、满

足培养环节并完成毕业设计后，授予当地高校和中

南大学双学士学位。 

(二) 与泰国高校开展本科生实践训练 

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与泰国北曼谷先皇大

学合作开展本科生实习项目。项目由泰方高校提供

差旅和住宿经费，资助优秀的泰国本科三年级学生

进入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开展为期 6 个月的项目

实践工作。 

五、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

和外方的现实需求。目前中外合作办学从教育审批

模式上可分为完全独资办学模式、二级学院办学模

式、课程项目合作模式等，从教育主体上可分为高

校—高校、高校—企业合作模式等。 

在确定适应我国高校及目标国/境外企业人才

需求的契合点之后，应寻找适合该项目的合作模

式，积极输出我国优势学科知识和技术，实现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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