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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高等教育”是一种面向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国家正大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对国际知名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有效借鉴

显得尤为重要。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为例,分析粤港澳建设国际高等教育的现状。从比较

视角切入,对比粤港澳大湾区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国际高等教育建设的相关实践,为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提供指导思路。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国际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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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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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s a world-oriented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The 

state is vigorously support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demonstration zone for higher education.In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ffectively learn from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ly famous higher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area.Take Hong Kong, Macao, Guangzhou, Shenzhen and Zhuhai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uilding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nd 

Macao.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e the practic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New York Bay Area and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Guangdong Greater Bay Area; San Francisco Bay Area; New York Bay Area;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引言 

纵观国际社会,美国两大湾区在国

际高等教育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美国

的国际高等教育既具有本国特色,也具

有全球国际高等教育的共性建设经验。粤

港澳大湾区目前在建设国际高等教育示

范区的过程中,存在制约其发展的因素,

需要借鉴学习美国两大著名湾区已有建

设国际高等教育的实践经验。研究目的

是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

的建设提供建设性意见。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

示范区建设现状 

1.1大湾区三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根据第五、六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

抽查数据,自2000年以来,深圳、广州及广

东省大学学历(含大专,下同)人口比例已

在快速提升。2015年的抽样数据表明,广

州这一比例达23.654%,2000年至2015年

年均增长6.888%；深圳,这一比例达

22.668%,2000 年 至 2015 年 年 均 增 长

7.666%。《深圳市人口与社会事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规划2020年常住人口受过高

等教育比例达30%。《广州市人口发展和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规划2020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

教育比例达到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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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香港、广州、深圳大专及以上学历

占人口比例 

1.2大湾区三地高校建设。截止2019

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分布着近150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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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多所世界500强高校。目前香港仅拥

有11所大学,澳门地区仅有澳门理工学

院等几所知名高校代表,而且这几所高

校的成立时间都比较晚,教育质量方面,

也远不如香港。广州市内的普通本专科

院校有80多所,广州拥有两所一流大学,

即：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这两所高

校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有着一定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目前深圳仅有10余所高校,

珠海在高教上也有相对的实力[2]。此外,

珠海在香港、东莞等城市联合办学,旨在

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但与国内重点院

校相比,珠海地区的高教实力仍然偏弱。 

1.3大湾区三地高等教育合作。教育

部联合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规划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通

过对港澳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引入,发

挥合作办学的优势。如华南师范大学在

澳门地区进行教学点的设立,就是粤港

澳联合办学的典型代表。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则联合香港高校共同办学,为其他

地区的高校进行合作创办提供了范例。

2018年12月,广州市政府联合广州大学等

高校进行合作办学,各方通过签订协议的

方式,共建高等教育示范区。在多方力量

的推动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在南

沙正式落户。粤港缔结了721对姊妹学校、

粤澳则缔结了69对姊妹学校[3]。 

1.4大湾区三地高等教育国际化程

度。根据QS、泰晤士高等教育和US News

的2018年排行榜单统计[4],粤港澳大湾

区早已成为名校集中的区域。大湾区的

高校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五百强排行榜中,

有9所排上了名次。而在US News世界500

强榜单中,大湾区只有7所高校排上了名

次。近年来珠三角九市纷纷启动新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香港科技

大学(广州校区)正在新建或筹建。东莞

市明确提出要建设“湾区大学”。中山地

区也在为中山科技大学的建设做准备。佛

山拟建佛山理工大学,该高校定位为世

界一流。一大批质量高、有特色的国际

高校将在珠三角九市相继崛起[1]。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

区建设现存问题. 

2.1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较低。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针对大

湾区教育示范区建设问题以及人才培养

计划的制定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就是要推动教育合作发展,建设大湾区

国际教育示范区。从2000年以来,高等教

育的人才培养水平,越来越成为地区和

国家综合实力与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标

志。例如旧金山湾区的旧金山市和圣何

塞市的大学生占居民比例达46至47%,纽

约湾区的纽约市和波士顿分别为38%和

45%,北京市超过35%。相比较而言,受高

等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还在20%

左右,两大指标都是国外三大湾区的一

半左右。因此,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较低是

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5]。 

2.2高校建设质重于量。现阶段,大

湾区高等院校数量不多,呈现典型的质

重于量的特征。广东省国际学校在教育

部注册备案的仅有18家[5],大湾区内中

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只有6家。与我国北

京、上海、长沙、西安和武汉等城市相

比,大湾区9市的高等院校数量没有优

势。但是,大湾区的香港高校,却能拉动

大湾区整体高校质量。据《深圳特区报》
[5]报道,泰晤士高等教育2019年亚洲大

学排行榜表明,大湾区高校进入100强的

有10所,是杭州湾的两倍,占亚洲100强

大学的10%。其中,深圳、澳门各1所,广

州2所,香港6所。 

2.3高校教育合作障碍大。粤港澳高

校和国外高校合作的过程中,因不同地

区的监管要求、管理模式、办学理念等

存在差异,合作模式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高校整体合作项目管理经验尚缺,如学

分互认、交流协议签订、招生计划与入学

要求等工作需要根据各学校的情况来制

定。高校教育交流尚未获得在网络上进行

跨境教育的允许,我国政府未批准高校以

远程、网络等方式在内地开展跨境教育

活动,目前实现三地间师生的交流互动

的途径只能通过面授课程、实习交流。 

2.4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不均衡。从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排名前十的院校

来看,主要被瑞士、中国香港、英国和新

加坡包揽。从整体排名来看,美国依然是

上榜院校最多的国家,共有57所院校上

榜。中国大陆共有13所大学榜上有名,

其中粤港澳共有4所院校,3所香港院

校,1所广州院校：中山大学。由此可见,

大湾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十分不均衡,

主要以香港领先,其次是广州,珠三角九

市与澳门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较香港、广

州程度弱[2]。 

3 美国两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

的实践经验 

3.1人才聚集力强,人才国际化程度

高。2015年相关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在我

国大湾区共有6797.49万人的常住人口,

其中1187.81万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占比

17.47%[3]。同时,在旧金山湾区的劳动力

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占比

46%,纽约湾区达到42%[4]。可见,粤港澳

大湾区的常住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

的人才占比并不高,从整体上而言,该比

例远低于美国的两大湾区。可见,粤港澳

大湾区并未形成人才聚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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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国两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受

高等教育人口状况比较 

据联合国数据统计,广州是粤港澳大

湾区的核心枢纽城市,外籍人才占总人口

的比重为0.36%,均低于北京(1%)、上海

(0.73%)。深圳是湾区中国大陆创新及开

放程度最高的城市,外籍人才占总人口的

比重为0.2%。而即便是国际大都市香

港,2016年外籍人士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仅

为8.6%[5], 远低于新加坡(33%),纽约

(36%),旧金山(50%)这些世界发达城市。 

3.2具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美

国高校办学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拥有发

达的高等教育系统,世界前100强高校,

美国高校几乎占据了一半,完善的高等

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美国高等教育取得

成功发展的因素。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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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体系结构是多层次的,它没有统一

管理的全国性机构,大众媒体、认证机

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各司其职,发挥

各类机构的作用,互相协调,共同保证高

等教育质量。 

3.3高校间制订战略计划。以旧金山

湾区为例：当地高校通过构建战略合作机

制的方式,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

这种合作机制下,学校内部的文化氛围

很浓厚,并且创造了例如学分互换、学历

互认等更优越的教学资源共享条件。从

研究领域来看,不同的院校在进行合作

交流的过程中,比较倾向于进行学术交

流与项目研究,即：通过共享知识和科技

资源,促使知识在多个交流层面上有了更

大的突破。旧金山也因此被称为“世界高

新技术创新的神经中枢”,形成了国际一

流科技创新的教育和科研开发集群。 

3.4高校与产业集群的合作和互动

发展。旧金山湾区目前已经形成了教育

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并且形成了地

域特色：第一,高等院校学科与产业结构

进行结合,实现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

协调发展。在早期发展过程,旧金山充分

利用了几所高校的科技研发成果,以此

掌握了国际领先技术。第二,高等院校与

企业取得了联系,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

关系,并且通过设立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的方式,加速转化科技成果。美国斯坦福

大学作为“创业型大学”的典型代表,

在创新发展过程,引导创新人才进行聚

集,并且注重对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 

4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

示范区建设困境的路径探索 

4.1创新办学体制,湾区大学要定位

于世界标杆。目前,广东省一所湾区大学

正处于申办过程。最终,该所大学可能成

为世界高等学府的标杆,而不仅仅停留

于一流大学层面。湾区大学应该在粤港

澳地区扎根,结合国情,突出特色,提升

办学水平,成为国际高等教育中的“领头

羊”。这所湾区大学有必要联合其他地区

共同办学,例如在总校建成之后,可以在

港澳或者设立分校。分校办学可以实施

多样化的模式,可以朝着研究型、应用型

方向发展,同时在珠三角地区设立办学

点,突破地域的限制。 

4.2深化高校人才培养合作机制。深

化高校人才培训合作机制,是深化高校

合作的重要措施,关系到高校人才培养

的质量提升和高等教育的质量发展。第

一,做好研究生培育工作,加大合作办学

力度,扩大人才培育规模,促进培养层次

的提升。第二,建立学科资源和课程资源

共享机制,引导本科生进行学术交流,实

现资源的高度共享。第三,引导高校之间

互认课程学分,鼓励特定高校开展课程

学分互认。第四,在珠三角区域完成大学

生实习基地建设项目,设立创新创业孵

化器,为前来广东创业就业的大学生,提

供良好的创业就业条件。第五,努力探讨

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估,完善人才培养评

估的标准体系,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

评估制度。 

4.3加大引入港澳教育服务力度。香

港和澳门地区的教育有着较高的专业化

服务水平,并且有着鲜明的国际化特色。

通常情况下,香港和澳门的教育会与西

方国家的教育接轨,引进港澳的教育服

务对提升广东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大有裨

益。广东省应该抓住这次机遇,支持港澳

高校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学术交

流、内部管理等方面更多自主权,由地方

政府加强党建工作、办学方向及条件保

障,将地域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以此提升

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水平,促进广东省高

等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提升[7]。 

4.4打造国际学校先行示范区。借着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高等教育示范

区”的新机遇,粤港澳各地要紧跟时势,

努力打造大湾区国际学校先行示范区。首

先,大湾区国际学校应从师资力量、教育

理念、课程教育、合作资源四个要素提

升其办学竞争力。其次,各政府与教育机

构要用轻资产模式助力国际学校的办学

扩张。最后,国际学校要夯实自身的运营

管理水平,合理的组织管理能力会成为

国际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5 结语 

面向世界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

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在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背景

下,为国家战略服务,促进社会的和谐、可

持续发展,是新时代大湾区高校办学宗

旨,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响应

我国支持大湾区进行教育示范区的建设

方针,学习借鉴美国两大著名湾区已有

建设国际高等教育的实践经验,将国际

知名大学引入其中,有利于落实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项目,实现教育

兴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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