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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教育部网站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4月27日，全国范围内现有普通本科高校开展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含内地与港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与

项目）共计730个，其中西部地区本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

项目约115个，仅占目前全国总规模的15.8%，而东部10省 

（区、市）占比为65.1%。数据表明，西部地区虽然近年来

有效提高与境（国）外高等院校开展合作办学，但在机构

和项目规模方面依然相对滞后，与东部地区尚有差距。从

地域空间分布特点上来看，西部地区中重庆市共有28个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与合作项目，数量相对较多；宁夏、青海

和西藏数量则为0。同时，中外合作办学中西部高校合作的

外方高校在国家和地区上较局限，合作的外方高校多集中

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与中东欧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办学尚待发展。[6]

西部高校“新工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措施与建议

（一）争取政策支持，加强产教融合

西 部 高 校 应 在 利 用 好 国 家 政 策 支 持 的 同 时 ， 积 极 争

取地方政府在人才引进、资金投入、科研项目导向、中外

合作办学审批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同时，应广泛开展校

企合作，从人才的需求端入手，促进西部高校与区域内外

优势企业联合办学，培养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工科”

国 际 化 工 程 人 才 。 还 应 通 过 扩 大 国 际 交 流 吸 引 “ 一 带 一

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中的先进企业，鼓励其扩大对华投资

力度、加强科技合作，将中国西部地区的行业资源优势转

换升级为区域学科优势，捕捉产业升级发展领域最新的科

技人才需求，摸清高新技术产业及其未来技术重点发展方

向，深入扎实推进沿线科教结合、产学融合、校企合作，

积极创建产业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

（二）开展高水平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

西部高校应努力建设适合自身办学定位的国际化师资

队伍，把国际化师资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一 是 要 重 视 外 籍 高 水 平 师 资 引 进 ， 重 点 引 进 具 有 高 水 平

科研和学术能力的外籍教师，通过为本科、研究生等多层

次学生以线上和线下等多种方式授课，开展国际前沿技术

的学术讲座，与中方教师开展科研和学术上的交流合作，

完善中方和外方教师的“双导师”制度等措施努力提高国

际化人才培养质量。二是要在现有基础上为国内教师赴国

（境）外交流、访问提供更多支持，包括提供更多出国项

目机会和资金支持，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等。除此之外，

西部高校应鼓励教师参加国际工程资格培训和认证，以提

高其国际化科研教学水平。

（三）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高校的合作交流

中外高等院校合作办学和留学生来华接受高等教育是

我国西部高校目前开展跨境国际教育和交流办学的主要形

式。西部高校应着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建立中

外合作办学的合作关系：增加授予“双学位”类型的合作

办学形式；向人工智能、计算机等新兴专业的合作办学项

目倾斜；引进对方高校的课程体系并加以改进，以适应中

方办学条件；引进对方高校外籍教师进行授课，提高外籍

教师的授课比例。随着近年来华留学生人数逐年平稳地递

增，留学生层次逐年提高，西部高校不仅要更好地吸引留

学生，更要将留学生的培养与本校学生的培养深度融合，

进一步提升留学生的培养质量。由于各国高校的成绩评定

体系区别较大，西部高校应尽快完善与沿线国家各高校间

课程互认、学分互认等制度，为各国学生来华留学打开通

道。针对留学生的语言培训方面，西部高校应加强对外汉

语师资人才的培训，加强英语和小语种师资力量，搭建汉

语培训分级课程体系，编写高水平教材，将语言培训融入

专业课教学中。

（四）构建面向“新工科”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联盟

分阶段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联盟建设。第一阶段，以

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的高校为中心，辐射周边区域高校，形

成西部地区国际化人才培养“小联盟”：着重发挥重点高

校的人才培养牵头作用；建立“共享体系，共享课程，共

享师资”为主要内容的联盟主体；发挥各院校优势，围绕

工程教育国际化办学理念共建学院、专业，例如工科院校

着重工程类专业培养，文科、师范类院校着重工程管理、

语言文化培养，综合类大学全方位发挥支撑作用等。第二

阶段，“小联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企业合

作形成国际化人才培养“大联盟”：重点将西部地区产业

发展与“一带一路”发展相结合，形成核心产业人才培养

标准；产学研一体化，打造面向“新工科”的国际化人才

培养高校集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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