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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的国际化建设水平事关中国人才培养的质量，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一环。

虽然中国高校的国际化水平评价目前已有一些专门性的指标体系，如国际学生数量等，但还不足

以全面科学考察高校国际化发展与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结

合度、有效度，尤其在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目前评价标准的滞后性日益明显。鉴于此，文章

提出了改进高校国际化质量评价若干关键向度，并从具体实施策略方面为未来如何确立更符合新

时代中国高校国际化发展需要的质量评价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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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fluences the quality of talent

nurturing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valuation reform in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lthough the

assess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quality currently has some specialized index system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numbers,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measure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and effectiveness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urther more, in terms of nurturing the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the lag of the current assessment standard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obviou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everal key dimensions to improve the assess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quality, and the

particular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which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stablishing a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that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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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

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

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

要成果，中国高校的国际化建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科学统筹，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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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作为，在“双一流”建设中不断实现关键性管理

机制突破，在各种国际大学评价体系中获得了显著

进步，提升了中国高校国际化建设水平。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进高校国际交流合

作评价，促进提升校际交流、来华留学、合作办学、

海外人才引进等工作质量”。实际上触及到了中国

高校国际化发展目前所遇到的关键核心问题，即中

国高校的国际化发展未来究竟应该以何种标准进

行建设。目前，中国高校都把国际化作为学校争创

一流高校的重要指标，但如何衡量一所高校的国际

化建设水平，目前虽然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如国际

学生数量、双学位项目、师生海外交流情况、外籍教

师数量、境外办学情况等，但在管理体制、运行机

制、质量评估、协同创新等方面，都还未形成得到普

遍认同并能具体推行的评价标准，总体上仍是在中

国教育国际化发展总方向、总目标的指导下，各高

校根据本校国际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提出本校国际

化建设的具体指标要求和实施办法。

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中国高校的国际化目

前迫切需要基于中国文化自信，直面世界复杂变

局，着眼引领世界教育命运共同体发展，既加强顶

层设计，又因校制宜，形成既具有普遍适用性又具

有高校针对性的国际化评价体系，目前，这一体系

应包括以下关键向度。

一、国际化决策咨询的贡献度

每所高校的国际化都自有特色，自成一体，但

都属于中国教育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该服

务于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整体发展需要，其中既包括

具体工作，也包括理论研究。目前，高校国际化现

状与发展研究，尤其是在世界视域下着眼于中国教

育国际化全局进行的前瞻性、整体性研究相对缺

乏，长此以往，必会导致中国高校国际化竞争力不

足，也无法为中国高校未来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充沛动力。高校国际化水平的高低，理应包

括高校在中国教育国际化理论建树和决策咨询方

面的贡献度，即提出了哪些务实有效的理论观点，

对政府国际化决策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对中国教

育国际化产生了哪些实际推动，等等。高校的国际

化研究应加强统筹，多学科参与，中外合作，不同高

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智

库联盟，彼此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在合力提升中国

教育国际化决策咨询能力的同时，全面提升中国教

育国际化的水平和在世界教育体系内的话语权。

二、高校国际化资源的共享度与平衡度

高校内不同部门国际化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不

同，进展程度不同，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国际化资

源分布不平衡是常态。一般优势专业的国际影响

力和吸引力大，国际化程度相应会较高；发展较慢

或相对处于劣势的学科和专业的国际化资源一般

相对匮乏，国际化发展较慢或内驱力不足。但从

学校国际化发展的整体性规划和总目标来看，只

有“一园开百花”，全校国际化一盘棋和谐发展才

是良性生态。为此，高校应在科学规划学校国际

化整体发展目标与方向的同时，科学协调本校已

有国际化资源，如推动国际学生招生资源共享，合

作建立一些双学位、跨学科双学位项目，实现国际

学生跨学科跨专业培养、文理交融培养，为国际学

生开设的全英文通识课程向中国学生开放，对外

交流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要从学校全局考虑，使每

一个项目都发挥多维向度作用，活动范围和效果

的辐射面尽可能大而广等等。目前，一些高校还

相互合作，推动高校之间国际化资源的共享，但因

为缺乏科学规划，可持续性不强，未来需要加强制

度建设，形成合作共享机制。

高校国际化建设具有很强的博弈性，既包括中

外博弈，也包括国内高校之间的博弈和高校不同单

位之间的博弈。目前高校一般将国际化作为学院

或部门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各单位之间在一定程

度上构成了竞争关系，对局部利益的关注有时会影

响对学校国际化全局发展的主动思考和贡献的积

极性。为此，高校应基于国际化发展总规划、总目

标，根据不同学院、学科对国际化的实际需要，差别

化制定国际化发展目标、实施策略和考核指标，做

到学校全方位规划，各单位分解具体指标，将国际

化融入师生自身发展追求，从而实现以局部差别化

发展达成学校国际化整体化发展，在差别化发展中

实现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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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中外学生融合度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既是为了自己走出去，

也是为了别人走进来。中国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

能持续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化人才的重任，而

要培养出敢于承担、乐于承担、能够承担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使命的中外优秀学生，就必须使学生既

具有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又具有国际视野和世

界意识，能在世界风云变幻中牢牢扎根于民族之

魂，成为真正的民族栋梁之才。

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多元文化的世界。目前，能

够直接到海外接受教育和从事文化交流的中国青年

比例很小，而中国的世界化之路又迫切需要大量的

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工作能力的人才。来华国际

学生教育属于典型的内向型和外向型兼具的教育资

源：所谓内向型，即来华国际学生通过在中国的学习

和生活实现自身的国际化，以中国为桥走进世界；所

谓外向型，即中国学生可借力来华国际学生实现自

身的国际化，以来华国际学生为桥走向世界。因此，

加强对来华国际学生作为一种国际化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无疑是一种直接且有效的国际化人才培养途

径。来华国际学生为中国教育国际化提供了近在身

边的资源和环境，但因为对教育国际化的一些片面

认知，在国际学生管理方面形成了将来华国际学生

教育孤立于中国教育国际化整体之外的单向思维方

式，使得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还基本上被视为一种“特

殊教育”，学习和生活环境都相对特殊：由专门的机

构单独组织教学，并住在专门的国际学生公寓；各种

校园文化活动，也常常将国际学生排除在外，形成来

华国际学生教育的“象牙塔模式”。这既不利于培养

既理解中国、又能从感情上亲近中华文化的国际学

生，同时导致对来华国际学生作为一种国际化教育

资源的开发不足；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将中国学生

隔绝于最方便其了解外国文化、养成跨文化交流能

力和国际视野的“国际资源”，错失了不出国门而知

世界的良机，影响了中国青年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影

响到他们向世界讲中国故事的能力。

鉴于此，高校应立足实际，努力拓展中外学生

融合培养模式，一方面可提升国际学生融入中国的

主动性，另一方面促使中国学生充分利用学校现有

的国际文化资源，培养自身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更

深入理解民族文化的习惯，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

界观，培养出未来能与世界不同国家的青年共同建

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化人才。

四、海外孔子学院与国内高校国际化

教育的衔接度

孔子学院不是单纯的教育机构，而是中外人文

交流和文化博弈的构成成分，这与世界上任何国家

的海外语言文化教育机构的性质是一样的。将来，

孔子学院应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上重新定位，

融入世界文化一体发展过程，在坚持以中文和中外

文化交流为主干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基于前瞻性

的预判不断调整具体发展计划和步骤，做到未雨绸

缪，运筹帷幄，有条不紊。

目前，孔子学院的功能基本上还是“向外”，并

未能成为中方合作高校的“内在”组成部分，孔子学

院如何在更高层面、更多维度助力中方高校国际化

发展，目前还缺乏有效整合。未来应从实践和运行

机制方面，推动形成孔子学院与中国的来华国际学

生教育命运共同体，使孔子学院工作成为高校国际

化发展的海外延伸和基地，使国内外国际学生教育

形成共赢机制，在生源、师资、教材、课堂教学等方

面实现国内外国际学生教育资源共享。实际上，孔

子学院的工作主体目前仍是中文培训，只是海外学

生了解中国的基础性教育，是为他们深入理解中国

所做的准备性教育。在未来，孔子学院可以作为来

华国际学生教育的重要端口和人才储备库，吸引更

多的国际学生来华进一步学习中文，研究中国。借

力孔子学院，中国高校可以更加科学地推动中外国

际学生教育进一步整体化设计、协调性发展，形成

“内外一体化”运作机制，使孔子学院成为所在地教

育体系一部分的同时，也成为来华学习的一部分。

这对优化目前中国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结构、提

升培养质量、推动中国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转型

升级，也能产生积极有效的帮助。

要实现这一目标，目前孔子学院与所在地的海

外教育机构和中国对应的教育机构可以互信共商

建立起务实有效的三方或多方合作机制，比如优选

一些办得好的孔子学院，有意识地按照学科建设模

孙宜学：改进高校国际化质量评价的关键向度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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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外合作高校以语言教学为基础建立一些双学

位、跨学科多学位项目，制定“中文+专业”培养方

案，建成“3+1”“2+2”“1+4”等等灵活的人才培养模

式等，这样，一旦将来孔子学院成为所在国教育机

构的一部分，借助已经先期建立的人才培养联动机

制，孔子学院的人才培养体系就可迅速与中国的人

才培养体系对接。只有这样，孔子学院才能真正成

为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海外延伸、中国走向世界的入

海口、中外人文交流的主动脉，同时也获得无穷的

生命力。实际上，只有形成这种联动机制，才会不

知不觉形成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与孔子学院中文教

育及所在地教育相依共生。［1 ］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将会有

一段缓慢发展期，孔子学院作为国内来华国际学生

教育的端口，将为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恢复与更加

繁荣注入生机和活力。

五、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引进的有效度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文化多元化共存，

人才同属一个地球村，空间距离已经构不成人才流

动的障碍。而在人才的常态流动过程中，世界文化

的多元性常常决定着不同国家或地区人才政策的

多元性，人才会因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而选择不同

文化滋养出的生长土壤和发展空间，其中既有物质

因素，也有感情因素。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蓄水

池，同时也是吸引人才的凤凰台，如何因地制宜培

植好适宜人才成长的土壤，栽好引凤筑巢的梧桐

树，已成为高校国际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事实上构成了世界人才

争夺战的一个分水岭。在疫情之前，人才流动通道

不畅主要受制于主观因素，个人意愿起主导作用；

疫情暴发后，人才无法流动则主要出于客观因素，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目前，疫情仍处于动态发展

中，世界各国的安全性因疫情变化也时刻处于动态

变化之中，而人才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拟流动

的人才多持观望态度，安全指数成为决定人才流向

的首要因素。

目前，中国疫情防治得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全

国人民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华民族表现出

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使世界更加相信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对海外人才产生的向心力越

来越大，形成了引进人才的良机。高校应主动作

为，统筹规划，一体协作，着眼长远，保障有力，有效

拓宽人才流动通道，“一人一策”，精准对焦人才需

求，以诚意留人，以制度为人才发展提供保障，以国

际化为契机和动机，推动高校国际化人才发展形成

“育—引—育”良性生态循环，以“育才”为主，以“引

才”助“育才”，将高校培育成枝繁叶茂、鸟语花香的

“国际人才林场”，从而推动中国高校实现从“抢才”

到“育才”的转变，从人才消费向人才产出转型。［2 ］

疫情过后，世界人才竞争会进一步激化，在疫

情非常态形势下，中国高校在人才引进和服务体制

机制上应进一步调整优化出更加科学、更加公正、

更加可持续的人才制度，“以人才为中心”，以中国

的发展实力为保障，不但要把高校建成一个世界人

才的容器，而且还要成为人才的孵化器。

六、高校国际化运行机制的灵活度

国际化建设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因而

以不变应万变是行不通的，高校国际化运行机制必

须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能以变应变。在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高校国际化运行机制缺乏机动

性与灵活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显露出来。在防疫

过程中，作为中国高校的一个特殊群体，国际学生

的疫情防控遇到了一些特殊困难。相对于中国学

生，这一群体在政策适用度方面比较特殊，一方面

各校必须加大人力物力对留校的国际学生进行心

理疏导和学业上的帮助，另一方面面临着对一些因

疫情急于回国的国际学生难以坚决阻止、对假期期

间离校外出旅行访友等等的国际学生动向又难以

准确掌握等问题，短期班国际学生则可能在疫情发

生后就脱离了原学校监管，实际上处于无序流动状

态，去向难明。国际学生群体因此成为高校疫情防

控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疫情之初，国际学生招

生、滞留校园的国际学生管理等方面暴露出来的问

题和高校最初应对过程中表现出的无措，从一个方

面表明高校国际化工作机制缺乏灵活性和机动性，

在应对重大国际性突发事件方面，中国高校还缺乏

系统有效的机制和制度准备。［3 ］

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所催显出的中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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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国际学生管理机制上的困难，实际上也可以成为

高校国际化机制完善与优化的良机。中国高校来华

国际学生教育取得如今这种成就，极大地得益于管

理机制体制，而这些应该与时俱进，适时进行必要的

改革，以推动中国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在新时代实现

新的转型和升级，其中一个重要转向，就是要尽快推

动中国高校国际学生教育向市场分流。

目前，中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教育基本分两部

分，即学历教育和中文培训，而且在很多高校后者

还占主流，一些学校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或国际化需

求不断加大这部分国际学生的比例。实际上，虽然

这种做法短时间内会提升中国来华国际学生的数

量，但却会整体削弱培养质量，长此以往，甚至会导

致中国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质与量的本末倒置，阻滞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最终影响中国的国际

形象和国际影响力。为避免出现这种后果，就要着

眼于未来，基于中国教育整体发展目标重新调整国

际学生教育的布局和结构，与各种教育力量在协作

的基础上实现再分工，其中包括中国高校的国际学

生教育退出中文培训市场，将这部分教育职能分阶

段分步骤逐步还给市场，同时向社会上的语言培训

机构公开来华国际学生学历教育中文水平标准和

专业学习过程中的中文和文化教育方案，以便于培

训机构可以根据不同高校不同专业对国际学生的

要求，自主选择制定整体规划和专门培养相结合的

培训方案，其中学历教育国际学生数量占比较大的

高校甚至可以与培训机构建立合作机制，专门化针

对本校的学历教育需求进行培训，形成校企联动机

制，实行点对点供需性培养。而将语言培训与学历

教育分开也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高校在向社会

分流部分国际学生教育资源后，则应加强提升学历

教育国际学生的培养质量，如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

标准，完善专业学习与中文暨中华文化、中国社会

融入活动的结合，进一步推动中外学生的深度融合

式培养。一旦新的国际学生教育机制形成良性循

环，中国高校从招生入口就能获得更优质的国际学

生生源，学校的国际化水平也会顺应得到提升，最

终可以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率和经济利益。

目前，要实现高校国际学生教育向市场分流还

存在着很多困难，既有思想认识上的困难，也有实

际操作方面的困难。中国高校的汉语培训体系已

相对比较成熟，但相关的汉语培训机构还基本上处

于散兵游勇状态，如在运营成本储备、师资、住宿、

课程衔接等方面，尤其是在国外的影响力方面，都

还没有做好准备，彼此之间缺乏联动和合作，迄今

没有形成规模化、集团化的培训机构，也没有出现

能够被国际学生和教育机构广泛认可、行之有效的

经验模式。为此，中国高校要积极输出教育经验及人

才，逐步与国内外相关力量合力培育出能够顺利接

手高校汉语培训工作的社会环境和运行体制，其中

最重要的是尽早确定行业资质准入和评估标准，确

保从始至终将国际学生培训机构的运行纳入规范

的管理机制，纳入中国社会的整体管理机制之内。

总之，中国高校国际化建设水平直接决定着中

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决定着中国

的世界话语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顺利实施，必须

不断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指标考核

体系，使中国高校的国际化建设水平与中国的综合

实力相称，与中国的世界影响力相称，最终推动中

国高校跻身世界一流高校，并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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