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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国际生自愿来华求学的人数不断攀升，我国对国

际生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加深。当前，我国在国际生教育方面还面临一些挑战，如：我国高等

教育水平与欧美国家相比优势不明显，对国际生的吸引力不足；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培养方案不够完

善，等等。中南大学冶金工程专业结合自身优势，建立“校企政”协同培养人才的模式，严格把关国

际生的生源质量，提高入学门槛，加强国际生人才队伍选拔体系建设，完善国际生招生评价体系，建

立以学生为中心、以质量为导向的国际化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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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高校对

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日趋重视，鼓励国际生来华发

展的政策条例相继发布，国际生来中国求学的意

愿也愈发强烈。截至 2018 年，来华留学的学历

生(获取学历、学位的学生)总数达到了 25.81 万

人，约占来华留学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研

究生人数达 8.5 万人，相比上一年增长了 12 个百

分点[1]。国际生来华求学的数量持续上升，彰显

了我国高等教育对国际生的吸引力。与此同时，

随着“走出去”企业的数量与日俱增，具有国际

视野的人才、胜任跨文化交流的专业人士、有着

中国与国际生母国双方教育背景的高素质管理

人才及技术人员、有着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

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将是“一带一路”倡议下

的人才主力军[2]。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生教育面临

的挑战 

2016 年教育部发布的国际生生源地排行榜

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印度尼西亚位居前 

十[3]。可见，印尼学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认可。

但尽管如此，我国在招收印尼学生在来华留学方

面，仍面临挑战。 

第一，我国高等教育还处于发展阶段，对国

际生的吸引力不足，尤其是与美国、英国、俄罗

斯等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在教学质量、教学模式

以及毕业生的发展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不明显，致

使许多优秀的青年学生更愿意选择去欧美国家

留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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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历史不长，尽管

印尼人民对我们的中式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有

着浓厚的兴趣，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态度也较为

友好[5]，但对于印尼青年一代来说，他们对在印

尼的中国企业了解较少，对来华求学后进入印尼

的中国企业工作的目标也不明确。 

第二，国际生的生源质量参差不齐。较低标

准的国际生招生政策不仅不利于我国对他们的

培养，甚至还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地

位。优惠政策的提供并没有增加他们对中国的友

好感知[6]。 近些年来，我国为了大量引进国际生，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际生的入学要求，放松

了对国际生的考核标准。甚至有一部分高校为完

成留学生招生比例，在招生的过程中直接忽视生

源质量，一味追求“量”而舍弃“质”，导致国

际人才队伍素质难以保证。同时，由于国际生与

本地教师之间存在文化差异、语言沟通等问题，

致使在培养国际生的过程中，教学质量不尽如人

意。而欧美国家已拥有一套成熟完善的国际生培

养管理体系，他们对国际生的招生、培养、毕业

有着非常严谨的制度流程。在高标准、严要求的

培养下，欧美国家的国际生水平能得到较快的提

升，从而吸引更多的国际生前去求学。 

第三，国际生的培养方案有待改进。相关研

究人员对我国高校国际生培养进行了调研，发现

国际生的培养管理过于弹性化，与中国学生较为

严格的管理模式相差较大。此外，在科研方面，

导师对于国际生的期望值也不高，为他们设置的

学习强度与难度相较于中国学生其标准更低[7]。

在现行的培养模式下，不少国际生反映有些教师

讲授的内容缺乏深度、难度，在基础理论知识部

分讲述过多，与学生的互动性较少。然而，由于

学生基础不一，老师们在培养过程中，即使采用

高强度、高难度的培养管理模式，提供“一对一”

“多对一”等指导，也很难达到教学目标。 

二、印尼来华学生“校企政”协同培养的战

略意义与核心任务 

    印度尼西亚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8]。近年来，印尼与中国的合作

项目日益增多，我国通过对印尼学生的培养，加

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印尼的国际教

育合作，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同时也为巩固两

国友好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国已有不少企业在海外设立境外分

公司和办事处，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投资[9]。但有

部分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有限，在“走出去”的过

程中遇到阻碍，部分海外企业缺乏具有当地背景

又精通中国文化的高素质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

人才。因此，我国驻海外企业招揽合适的人才成

为其考虑的重点[9]。人才储备是我国企业在印尼

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

针对中国海外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结合冶金工程

专业近 70 年的办学特色，依靠多年的国际合作

办学经验以及强有力的师资队伍等优势，培养了

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热爱中国、了解中国、促进

中印(印尼)两国共同发展的印尼学生。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生培养的措

施与实践 

(1) 做好顶层设计，建立“校企政”协同培

养人才的模式。此培养模式采用中国高校—中国

海外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三方联动的

方式，实现从被动“等上门”到主动“走出门”

的转变。中国循环经济企业—— 格林美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将发展海外项目作为公司的重要战略方针之

一。公司在 “镍资源项目”的投资上，秉承与

印尼人民共同发展的理念，积极与中南大学、印

度尼西亚共同资助、联合培养印尼冶金工程技术

人才。“校企政”三方结合自身优势，进行资源

重组，在印尼开展镍资源冶炼与深加工，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项目体系。此次项目的完美合

作，开创了企业、高校及印尼政府在冶金领域人

才培养的新模式，实现了印尼冶金工程技术人才

的本土化，为印尼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人

才队伍。同时，也对培养对华友好人士，扩大我

国国际教育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格林美公司、中南大学积极响应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与印尼合作，发挥印尼学生所具备

的双边文化背景优势，为两国的友好交流搭建 

桥梁。 

(2) 严格把关国际生的生源质量，提高入学

门槛。加强国际生人才队伍选拔体系建设，在入

学前根据学生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进行严格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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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完善国际生招生评价体系。人才培养是企业

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格林美公司与中南大学携

手在印尼本土的学校中进行了生源选拔。中南大

学与印度尼西亚海事统筹部、中国格林美股份有

限公司开展合作，从学生对华友好态度、业务能

力、外语水平(包括英语和汉语)、创新能力等方

面进行考核，三方共同参与选拔一批优秀学生攻

读中南大学冶金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今中南大

学冶金与环境学院印尼特色班的学生，均来自印

尼大学、万隆理工学院、哈桑丁大学等几所印度

尼西亚知名高等学府。 

(3) 建立以学生为中心、以质量为导向的教

学体系。冶金工程专业印尼班实行“校企政”协

同培养模式，采取“2+1”的培养管理办法。国

际生学习时间共三年，前两年，学生将在中南大

学学习，最后一学年前往格林美公司进行专业实

践训练。第一、二学年期间，中南大学将根据格

林美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制定针对印尼特色班的

培养方案，如要求学生掌握冶金物理化学、冶金

传输原理、冶金原理及工艺、材料科学基础和冶

金环境工程等方面的知识，学习学科前沿理论。

此外，中南大学还为国际生提供各类国际学术交

流机会，如邀请国外知名专家为印尼学生开展讲

座，受邀专家来自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芬兰等多个国家，让印尼学生与国际知名专

家进行零距离交流。除此之外，还为印尼学生开

设中国文化、日常汉语和专业汉语课程。 

由表 1 可知，中南大学冶金工程印尼特色班

实行双导师制培养方式，除了国际学院对印尼学 
 

表 1  冶金工程印尼特色班培养要求 

模式 培养要求 

1. 实 行 校

内外双导师

制 

吸收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领

域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承担冶金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2. 双 导 师

负责国际生

培养全过程 

学校导师：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选定研究方向、撰写学位论文等 

企业导师：指导学生在企业的实习与训练、

学位论文的进一步完善等 

3. 国 际 生

根据个人培

养计划按学

期选修课程 

进行严格考核筛选，不合格者予以重新考

核或淘汰 

生进行日常管理外，印尼学生在学习中还有班导

师对他们进行指导。印尼班还配备了一支高水平

的教师队伍。他们有着海外留学背景、强劲的科

研实力和丰硕的科研成果。在教学上，教师们均

采用全英文授课。校外导师由有着丰富工作经

验、强大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和资深企业管理人

员组成。在导师任务分配上，校内导师主要负责

指导印尼学生制订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

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和专业实践、确定学

位论文课题、撰写学位论文等。校外导师负责印

尼学生的实践环节及带领学生走进企业进行直

观学习、现场学习，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专业技能与实践操作更

好的结合，从而使得印尼学生能更有目标性地开

展毕业论文的撰写，毕业后能尽快完成从学生到

企业员工的身份转变。 

四、结语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

国际生自愿来华求学的人数不断攀升，我国对国

际生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加深。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下，我国将培养出一批具有专业特色的

国际化人才，为国家驻海外企业输入具有相关语

言、文化、工程背景以及创新思维于一身的新型

人才。中南大学结合冶金工程专业国际化的办学

优势，采用“校企政”三方协同培养人才的模

式，为冶金学科的发展培养出了新型国际化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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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advancement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come to China to study voluntarily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and China’s  

emphasis on the train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t present,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ill has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attraction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even quality 

student source, and insufficient training programs. The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major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ombines its own advantages to establish a cooperative model of “school-enterprise-government” 

collaborative training of talents, strictly controls the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aises the entrance 

threshold, strengthe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talent team selection system, improves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enrollment evaluation system, and establish a new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at is 

student-centered and quality-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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