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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到现在已有六、七十年历史,尽管积累了一定的

发展经验,但其中民办高校真正意义上主动参与国际化发展仅仅只有短短的十来年,与公办高校相比,在发展

模式和路径上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较少,尚未形成科学成熟的发展模式。随着当前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和高

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加快,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在国际化大军中如火如荼蓬勃发展。但对于民办高校而言,未来

国际化发展究竟路在何方,本文作者根据多年相关工作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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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a history of 60 or 70 years 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 of last century. Although som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has been accumulated,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only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 short period of more 

than ten years. Compared with pub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few successful experiences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path, A scientific and mature development model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s also booming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rmy. However, for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ere is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ath?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according to many years of relevant work experience, hoping to play a role in attracting 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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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在确定了国际化的战略选

择和总体目标后,正确选择国际化的模

式与路径至关重要。各民办高校应根据

自身的办学环境、办学资源,结合学校总

体发展战略,综合考虑当前复杂的国际

环境(如部分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出

现的”逆全球化”、“去中国化”思维等),

研究确定在此背景下国际化战略规划,

并依此制定自身的国际化模式和路径。 

1 当前民办高校国际化现状分析 

中国民办高校主动参与国际化起步

较晚,普遍存在发展理念不清、师资力量

薄弱、生源质量不高、战略管理队伍匮

乏、资金投入不足、国际化项目规模小

和模式单一等问题。虽然有些民办高校

开展了一批出国预科项目、联合培养项

目、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但此类项目中绝

大部分的国(境)外合作大学办学水平较

低且项目的营利性目的极强,项目整体

运行不稳定,质量参差不齐。此类项目实

质是对本校学生资源的二次开发,背离

了国际化的初衷。这些问题究其根源,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民办高校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理念存在认识误区。我国在高等教育国际

化发展初期,为快速融入国际化发展浪潮,

采取了由国家投入大量经费来推动优秀

师生等国际化要素跨境流动的举措。受此

影响,民办高校误认为国际化必须有大

量经费投入且仅限于精英人才的流动,

使得民办高校对国际化“望而生畏”。 

二是民办高校对人才培养与国际化

的关系认识不足。社会上,特别是身处民

办高校的管理者认为,中国民办高等教

育以面向地方区域经济建设,重点培养

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毕业生主要面向国

内就业市场,没有走国际化发展道路的

必要性,同时,受社会普遍认知及多种因

素的影响,民办高校的生源质量普遍不

如同类公办高校,造成民办高校师生怀

疑走国际化道路的可行性。这些认识错

误地将办学类型的不同与是否可以国际

化混为一谈,将国际化误认为是培养精

英的专利。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

下,我国不仅需要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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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人才和高级专业人才,同时更

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基层应用型管理人

才和一线技术人员。而后者正是民办高

校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尽管应用型和

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类型不同,但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目标是一致的。 

三是民办高校治理结构的影响。目

前我国民办高校绝大部分都为营利性质,

且普遍借鉴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即董

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此治理结

构下,一方面投资方对学校董事会和高

管团队的决策有很强的导向性,使得高

管团队在制定学校发展战略规划时必须

考虑学校的营利因素。另一方面董事会

对高管团队的工作评估会更关注于经济

状况、招生指标完成情况、毕业生就业

率等可量化、显示度强的工作。而对于

学校国际化这类着眼长远、久久为功,

需要情怀的“良心活”,往往会重视不够,

致使学校高管团队对国际化精力投入不

足,甚至偏废,束之高阁。 

四是民办高校人才保障体系的“先

天不足”对国际化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目前,由民办高校、教师个人和政府机构

等共同构建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

和民办高校“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

办学的特点,造成教师缺乏对学校的归

属感,教师流动性较大,人才队伍不稳定,

致使学校亦不注重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建

设。缺乏教师支撑的国际化发展,自然会

成为一句空话,无法落实开展。 

2 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模式类

型分析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模式是历史、文

化、体制、制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模式各

有千秋,即使是同一国家,其高等教育的

国际化模式也不尽相同。学界从不同角度将

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主要分成以下几类： 

2.1根据参与国际化的态度不同,可

分为主动型国际化和被动型国际化。主

动型国际化采取主动的国际化策略,并

确定国际化理念、政策措施、重点领域、

方式方法；而被动型国际化则被动跟随

国际化发展潮流或在外力胁迫下被动采

取国际化发展模式。 

2.2根据其资源输送方向不同,可分

为内向型国际化和外向型国际化。内向

型国际化是以输入资源(教育项目、机

构、课程)和输出人才与教育消费者等国

际化活动或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模式,

而外向型国际化则以输出资源(项目与

机构、教育管理者与师资)和输入学生等

国际化活动或形式为其主要特征。 

2.3根据国际化活动发生地不同,可

分为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和跨境国际化(International 

ization Cross-Border)。在地国际化是

旨在提升本地师生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理

解能力而开展国际教育活动的模式,跨

境国际化是以国际化要素跨国流动为核

心的国际化模式。 

3 民办高校自身国际化模式甄选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以面向地方区域

经济建设,重点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综合考虑民办高等教育所处的发展维

度、能获得的内外部资源(生源质量、经

费投入、师资水平等)、和面临的国内外

办学环境等因素(如新冠肺炎全球疫情

等),以及民办高等教育国际化现状,上述

各类型的囯际化模式虽有其借鉴意义,但

不可生搬硬套,因这些模式未充分考虑到

中国民办高校国际化面临的现状,缺乏针

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笔者认为根据

民办高校国际化战略选择的不同,国际化

可分为内涵型国际化和外延型国际化。内

涵型国际化的战略选择是利用国际化手

段提升教育要素的质量和效率,实现高等

教育质量和国际化育人能力的提升,它以

打造国际化课程体系为主导,辅以交流项

目和课外活动,并将国际化发展理念融入

学校的主要功能。外延型国际化的战略选

择是通过推进国际化要素向外的流通,实

现旨在为学校创建品牌,扩大学校的国内

外影响力,提升学校的知名度,不断改善

学校办学外部环境等目标。它的核心以推

动国际化要素向外流通为主导,并以开展

项目的跨国实施和文凭的互授与联授以

及来华留学国际教育为主要表现形式。当

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应本着重点提升办

学内涵的国际化理念,针对办学质量急需

提升的现状,采取以内涵型国际化为主体,

内涵型国际化和外延型国际化相互促进

的发展模式。在实施中,内涵型和外延型

之间的具体协调关系可由各校根据自身

实际需求进行政策安排。 

这种将国际化内化成育人能力的内

涵型国际化和外延型国际化相互融合、促

进的模式可行性高、可操作性强,它既与民

办高等教育当下所处的维度相锲合,又不

需要大量的人、财、物投入。虽然各民办

高校国际化的战略选择各有不同,国际化

模式也会各有特色,但是,以内涵型国际

化为主体,内涵型国际化和外延型国际化

相互促进的模式应该将成为民办高校国际

化发展的主导模式。各民办高校可以参照

这种思路,形成自身的国际化模式与路径。 

中国民办高校国际化发展之路依然

任重道远,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尚存不

小差距,目前,影响我国民办高校国际化

发展的问题涉及面广,不可能在短期内

全部解决,部分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国

家相关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及社会认

知的转变。笔者在此文中对中国民办高

校国际化模式进行探讨,以期能和师生

们共同讨论,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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