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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走出去风险辨识与对策 

——以中泰合作办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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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我国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合作办学，一方面为目

标国培育大量专业技术人才、为我国与目标国长期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增强我国软实力、促进我国高等

教育国际化向更深层次发展。作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泰国与我国在经贸、文化、旅游等方面

合作密切，中泰高校开展国际联合办学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但由于两国在政治、文化、宗教、教育体制等方面

有诸多差异，加之合作办学机构本身的潜在缺陷，使双方在合作办学方面仍存在诸多风险。通过文献研究、案例

调研、专家访谈等形式，结合我国已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将中泰国际合作办学项目风险归纳为文化和行政

风险、经济和法律风险、教育质量和监管风险等，并针对各类风险制定风险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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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

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我国高校在积极

寻求教育资源出口的有效途径时，将目光转向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尽

管我国高等教育资源较之发达国家竞争力较弱，但

是与发达国家着眼于获取利润和吸引人才不同，我

国虽然亦遵守了 GATS 框架下对外开放教育市场的

要求，但仍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将高等教育归为公益

事业[1]。我国高校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立足公

益，寻求文化交流、合作共赢的合作目标，有望抢

占发展中国家国际教育市场。这不仅可以改善我国

教育资源进出口失衡的情况，同时可以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培养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达成多层

次的国际合作。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泰国处于“一带一

路”倡议中南半岛的核心位置，中泰铁路是泛亚铁

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泰铁路建设是“一带一

路”的旗舰项目。 

泰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起步早，在教学方法、体

制、课程设置方面多采用欧美国家模式，与发达国

家的学位互认也已经较为完善。但泰国在对外工程

技术领域设置着较高行业壁垒，与泰国开展长期合

作的基建项目面临着多种困难。而从长远看，我国

在泰国建成的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势必交由泰方运

营维护。因此，在高等教育方面与泰国开展铁道工

程方面的专业教学合作意义重大。 

针对轨道交通领域中泰合作办学的迫切需求，

本文通过广泛调研与分析，对合作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风险归纳为文化和行政风险、经济和法律风险、

教育质量和监管风险等，并针对各类风险制定风险

应对策略，为中泰合作办学项目提供参考。 

一、文化和行政风险 

(一) 文化风险 

从两种不同文化的集合体间的冲突至具有不

同文化特征的项目内部人员间的冲突，文化冲突带

来的风险伴随着文化的高渗透性遍及合作项目的

方方面面[2]。高等教育国际化也始终强调以保护本

民族文化为前提，但接受外国教育资源势必会引进

外来文化，这种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从本质上决定

了文化风险存在的必然性。本文依据泰国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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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了部分典型文化风险因素，并对之进行详细 

分析。 

泰国被称为“黄袍佛国”，佛教徒占全国总人

口的 93%，泰国人对僧侣格外尊敬，佛教教义所规

定的禁忌、礼节等，已经深深融入了泰国的民俗当

中，并颁布了许多专门保护宗教设施的法律。在中

泰合作办学期间，中方人员如果对泰国的宗教习俗

不够了解，触碰到泰国的宗教禁忌，容易引起泰国

人民对于中方人员的反感和抵触情绪，甚至带来不

必要的法律诉讼。 

除上述较为具体的部分文化风险外，文化冲突

产生的风险因素还体现在不同文化导致的个人行

为方式、组织模式和机构内部文化的差异上。泰国

的西化程度较高，在日常交往中教师和学生的英语

交流能力均较强，同时泰国人非常注重礼仪，在国

际交往中往往表现出宽容和善的态度，这与我国有

相似之处，但两国文化差别依然不可轻视，例如泰

国一夫一妻制的实行不完全，教师在泰国地位较

高，等等。 

(二) 行政风险 

泰国为君主立宪政体，但自 2013 年以来泰国

政治存在动荡，我国与其开展的高铁项目也遇到了

多次挫折与停顿。与泰国展开长期的合作办学项目

有必要考虑政治风险，但政治风险属于系统风险，

难以规避。 

此外，政治风险还体现在因政府给予的财政补

助有限而加剧的经济风险以及我国高等院校管理

体制受行政机构制约带来的风险[3]。自我国高等院

校扩招以来，高等院校的在校人数快速增长，但政

府提供的财政补助相对有限。且由于我国将高等教

育被定义为公益性事业，对于对外输出教育资源的

回报有很严格的规定规范，仅仅通过收取学费维持

机构运行将导致办学机构资金薄弱，使中泰合作办

学面临更加严峻的经济问题。 

除政策变动带来经济风险外，中泰两国对待高

等教育采取的是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中国高等教

育以公办为主，其内部由党委机关、行政机关或二

者的联合体(双轨制)对高校进行管理，其层级分明、

规模庞大、行政化管理特点鲜明[4]。泰国对教育机

构的管理模式虽同样为从上至下政府管理，但相较

而言，泰国的高等教育呼吁去集中化、自主化和国

际化相对较早，其内部组织管理相对较为灵活自 

主[5]。内部管理方式的不同可能导致在合作办学的

过程中出现内部管理组织难以协调、运行效率低下

的风险。 

二、经济和法律风险 

(一) 经济风险 

较之于其他风险，经济风险对于合作办学项目

的影响更为直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的经济风险

主要有汇率风险、宏观经济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和

税收风险等。 

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指经济主体在持有

或运用外汇的经济活动中，因汇率的变动而蒙受损

失的可能性，主要分为交易风险、折算风险、经营

风险。汇率波动直接影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投资

收益，进而影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长期正常运

转。自 1997 年以来，泰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

汇率存在不稳定因素。中泰双方原本都认可的合作

协议，在合作办学项目开展的过程中有可能因为汇

率的波动变得不合理，不利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

顺利进行。 

中外合作办学虽然不属于新兴事物，但目前我

国尚未针对中外合作办学建立完善的税收制度。由

于教育行业的特殊性，教育行业在我国一直享受着

免税的优惠政策，“税收不进校”的理念深入人心。

中国国民的税收意识较薄弱，在与外国签订合作办

学的条约时容易忽视税务的缴纳问题，给之后办学

过程的财务处理留下了涉税风险。 

要将中泰合作办学项目做好，除了要面对泰国

当地的教育行业的竞争，还需要面对来自日本和西

方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泰国对于自己国家的市场

保护尤为重视，在许多领域包括教育领域都设置了

许多壁垒。中泰合作办学项目既要适应时代的潮

流，又要有中国教育的特色，否则将很难在竞争市

场中获胜[6]。 

(二) 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属于社会风险的一种，它是基于法律

规定对个人或组织将要采取的行动方案而带来损

失的可能性。泰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单一，

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全，法律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

性，法律风险的控制和管理难度较高。中泰合作办

学的法律风险主要来源于中方对泰国教育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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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熟悉。泰国的一些法律法规仍与国际法相冲

突，合作期间一旦发生法律纠纷采用何种法律值得

考虑，有必要利用国际法律和条约来规避风险。此

外还应结合中泰合作办学项目自身的特点，采用风

险管理和风险转移的手段以尽可能减少法律风险

带来的损失。 

三、教育质量和监管风险 

中泰合作办学的过程，是由一方提供教育资

源，另一方接受教育资源并最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

过程，供应链中任何一个环节无法满足需要，都将

导致合作办学的教学质量下降、教学进度滞后甚至

失败。 

(一) 教学质量风险 

各国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本国输送高素

质创新人才，其教育理念及管理模式均与本国的社

会需求相契合，我国教育模式注重应试分数，以教

师授课、学生被动接受为主要教学方式；泰国的高

等教育较早走向国际化，有以朱拉隆功大学为代表

的多所高水平、国际化的高等学府，其办学模式多

效仿西方高等教育，秉持分数与实践均有应侧重的

教育理念，输出的高素质人才也能较好地满足泰国

国内社会的要求。 

中泰合作办学由输出方提供教育资源，而最终

成功与否取决于教育资源能否为输入方所用，双方

自身对教育资源的要求不同很可能导致教育目标

出现偏差，最终出现教学质量不满足要求的风险。

此外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师资力量短缺的现象，由此

引起的教学和管理质量下降同样不容忽视。 

中泰合作办学缺乏相关经验，未知因素较多，

合作双方均承担了一定风险，在合作初期时容易倾

向于保守策略。这意味着合作双方均有意降低合作

水平以降低潜在风险，容易使合作办学项目陷入

短、平、快的误区。2018 年 7 月 4 日，教育部公示

了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终止的名单，其中

包括 5 个机构与 229 个项目，根据通知文件描述可

知，被终止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机构存在学科专

业能力不强、缺乏内涵式发展机制、教学质量不高

的问题。 

中泰合作办学不仅要满足教育资源输入方的

需求，同样要面对发达国家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

发达国家国际教育机构凭借成熟的国际化办学模

式在办学初期吸引优质生源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

而国内高校除了在中华传统文化专业方面无可替

代外，其他专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相对较弱。生

源质量相对不高可能使合作办学机构难以完成既

定教学目标，因教学目标未达成而导致社会声望下

降将使后续生源质量愈加下降，陷入恶性循环之

中。对于中泰合作办学机构来说，在初期制定具有

一定吸引力且切实可行的教育目标非常重要。 

(二) 监管体制风险 

中泰合作办学的监管体系是由中国高等教育

监管机构、中方教育机构内部监管、泰方教育机构

内部监管、泰国高等教育监管体系、社会公众监督

和第三方监管机构共同组成的。 

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例，泰国土木工程专业学生

的学位、文凭以及工程师的从业资格的认证权完全

掌握在泰国工程师协会手中，这也就意味着泰国社

会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能力要求更侧重于生产

实践而不是书本理论[7]。相似的情况也存在于泰国

建筑师协会，毕业后的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如不能满

足工程师协会的需求，其对于教育机构的否定将是

致命的。泰国工程师协会与泰国建筑师协会对本土

从业者的保护非常重视，其对从事相关专业教育的

外来教育机构的态度不明朗。泰国工程师协会、泰

国建筑师协会在 2018 年向泰国劳工部就业局递交

了反对全面开放 12 类特种技能职业工种的外国人

准入限制，其中主要包括工程师与建筑师。尽管根

据中泰双方 2007 年 5 月签署的《关于相互承认高

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定》，中泰合作办学的学位

互认工作已经比较成熟，但学位互认只是合作办学

的基础性工作，双方监管体系协同与否将直接影响

教学质量的判定是否统一，其中可能出现监管体系

间标准不同导致的最终教学质量不满足社会要求

的风险。 

四、风险应对策略 

风险应对措施可分为避免风险、转移风险和降

低风险等措施[8]。 

在文化和行政风险方面，以避免风险措施为

主，结合降低风险措施。应在合作办学开展前期针

对两国文化差异对合作双方的人员进行充分的教

育；在中泰合作办学期间，中方人员需要深入了

解泰国的宗教习俗及相关法律；在组织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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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教师的外语教学能力要严格考察；对于生

源的外语水平同样要进行评估，并针对不同水平

的学生设置必要的外语学习计划。针对双方教育

机构运行机制不同可能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需

依据合作办学的主要目标选择相应的最合适的合

作办学模式[9]，在此基础上本着对等合作的精神，

双方积极沟通，在合作过程中不断完善内部合作

机制，降低风险。 

在经济和法律风险方面，针对由汇率波动带来

的风险采取风险转移策略，在合作条约中确定汇率

变化的价格调整方案，采用调值公式进行动态计

算。针对税收风险，如合作项目不享受免税政策，

需明确合作双方的缴税比例并落实到合同条约中。

任命熟悉中泰两国法律的国际化人才、依托泰国本

地较为可靠的教育代理咨询机构，通过风险管理和

风险转移手段降低中泰合作过程中的风险等级。 

在教育质量和监管方面，我国高校应如实对外

宣传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做到信息公开透明，积

极接受社会监督。在合作办学的过程中根据社会反

馈及时改进办学策略和管理模式，制定合理可行的

办学目标。在充分了解合作国监管机构提出的办学

要求的基础上，制定更为详细完善的内部评估机

制，在办学过程中关注各方监管机构的反馈，及时

调整办学计划和办学策略。 

总之，面对强大的世界教育市场竞争，我国高

校一方面应进一步提高国际化水平，凸显专业特色

和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应充分了解目标国的文化、

行政、经济、法律和教育体系，制定风险应对策略

体系，提高抗风险能力，最终实现高等教育走出去，

提升我国软实力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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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ctively cooperate in education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On the one hand, they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for the target countries, hence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long-term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country and these target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an enhance the level of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of China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o a deeper level. A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Thailand has clos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economy, trade, culture and tourism. Sino-Thai universities have a good foundation for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int education. But, becaus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n politics, culture, religion and 

education system, plus the potential shortcomings of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there exist many 

risks i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studies, expert interviews and other 

forms, combined with China's Sino-Thai cooperative school-running projects,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risks of Sino-Thai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school-running projects into these categorie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isks, legal and economic 

risks, education and demand risks. At last, the risk avers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One Belt and One Road”;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ailand; risk; evas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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