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一流”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简称，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提升高等教育

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继“211 工程”和“985 工程”之后在高等教育领域做出的又一重

大战略决策。在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正式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

体方案》，文件内容切实地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与“双一流”建设有机融合起来，并从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教学资源整合等角度确立未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方向。在 2017 年 1

月，教育部门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对双一流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并制定了一系列国际公认的高校及学

科建设标准。在同年 9 月份，三部委又发布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首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世界一流学科 465 个
[1]
。

同年 10 月 18 日，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建设以高水平大

学和学科培育、高等教育现代化治理、复合型人才培养、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服务、优

秀文化传承与弘扬等方面为总体目标，从而为建设一流师资团队、提升科研水平、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推进成果转化以及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积聚力量。在双一流建设的各项改革任务中，

着重强调了推进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性，要求我国高校要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高等教育要

切实提高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涵

美国学者布茨早在 1960 年就对高等教育国际化作出界定，布茨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是

一个国际体系，涵盖国际化的课程内容、跨国研究、培训流动、学者与学生的跨国流动等方

面，可以说这是早期较为全面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
[2]
。目前国际范围内较为权威的是国际

大学联合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国际大学联合会指出：跨国、跨文化的观点氛围与大学

的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等功能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就是高等教育国际化
[3]
。当前我国国内较

为权威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是顾远明教授给出的解释，即“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各国高等教

育在面向国内的基础上日益注意面向世界的发展趋势”，并从保持教育本土特色、吸收国际

高等教育经验、外语教学、人员交流、跨国合作等角度指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表现。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教育文化背景、时代发展紧密相关，所以是一个动

态发展过程，必然随着全球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而得以持续拓展。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

看，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全球化进程深入推进的必然趋势，也是教育传播交流的内在要求，

所以这种具有顺应历史发展意义的教育变化，绝不是依靠简单增量就能描述或实现的。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双一流建设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切实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这

充分表明了双一流建设的必要性，也为高等教育实现突破性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要求尽快改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促使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层面具有话语

权与核心竞争力，进而在努力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优秀人才。伴随着经

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国际间各国交流日益密切，许多领域都逐步建立起了国际通行的流



程与标准，这对全球高校发展而言也形成了基本的共同认知，即高等教育需要在保持自身特

色的同时进一步融入国际环境。与此同时，国际上公认的优秀高等院校，如牛津大学、剑桥

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等，在各学科领域发挥着引导学术研究、

开拓前沿科技、深化学科建设的作用，具有极强的国际影响力，是世界上各类高校学习的目

标。各国高等院校以国际名校为榜样进行自身建设时，需加深其与此类院校的沟通，强化自

身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促使院校向国际名校前进。在“双一流”建设视角下，我国要建成

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使高校建设以国际名校为榜样，这就对高等教育质量与水

平的要求有质的提升。而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全方位、多层次提升高校建设水平的途径，成

为“双一流”建设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我国的“双一流”建设成果需要被国际高等教育

社会认可，这需建立于科研、学术、人才培养、管理体系等方面国际化认同之上，以上建设

需要与高等教育国家化发展内容不谋而合。所以，只有推动高等教育融入国际教育社会，在

与世界顶级大学的合作交流中不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才有利于真正成功建设能被世界认

可和推崇的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

二、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典型问题

（一）参与主体意识不足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校办学与国家发展的共同需求，需要高校全体师生、政府部门等各

个相关参与主体的普遍认可与支持，但就目前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相关主体的参与意

识还不够充足，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

性与必要性并未达成普遍共识，很多高校的国际化道路得不到资金、资源的全力支撑，发展

之路异常曲折。甚至有些高校和领导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流大学的事情，一般高校没

能力，也没必要去发展教育国际化，自然也就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中缺乏进取意识和资源

整合动力。另一方面，不少高校教师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并没有建立起深刻认识，也没有从

国际化视野、国际化科研、国际化教学等方面做出提升努力。对于广大学生而言，由于得不

到及时的鼓励与引导，学生不具备相应的国际化意识与能力，自然也就欠缺参与国际交流与

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各个参与主体无法形成高度统一的国际化意识，阻碍了高等教育国际化

的顺利推进。

（二）过于追求量的发展

在大力推动双一流建设的发展背景下，各大高校通过不同途径、采用不同方法着力促进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对高校建设水平及国际化水平进行评判时，评判指标与方法通常需采

用可量化方式表示，以数字化为标准，才能凸显出其科学性与准确性。当前，国内采用的评

判标准是由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组成的研究

课题组制定的《中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该指标用“数量”或“比例”来衡量大

学的国际化水平。比如一级指标“战略规划与组织机构”中，通过“校级专职外事管理人员”、

“设置外事人员院系比例”两个二级指标来衡量；一级指标“人员构成与交流”中，通过“有



出国经历教师比例”、“获得海外学位教师比例”、“外籍教师”、“授衔专家”、“留学生”、“学

生出国交流”等二级指标来衡量
[4]
。作为评价指标，具体的量化有助于确定评价结果，能够

清晰地将结果表现出来。然而，受到数字化指标及考评标准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部分高校在

进行国际化水平建设时过多地关注评判体系中“量”的指标，未能发掘数字背后对高等教育

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导致院校国际化建设出现过于追求量的发展，紧盯指标数量建设的困局，

使得其在推动双一流建设和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并未抓到核心内涵，而是简单地将“量”作为

高校建设的核心，陷入过于追求数量发展的典型误区。

（三）教育载体不够丰富

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不同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外在特征和载体形式，像学生流动、教师流

动以及课程国际化就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最传统、最基础的建设形式，尤其是学生流动具有古

老且重要的发展历史。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经济、科技的持续发展，海外分校、互

认协议、跨国大学网等现代化形式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远程技术支撑下跨国虚拟传递具有

非常明朗的发展前景。现阶段，我国高校开发了许多联合培养项目，也搭建了不少合作科研

平台，为教师、学生、教育教学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供了具体载体。2019 年 4 月 4 日，教

育部发布相关公告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 7所大学的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立项建设，在与斯图加特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伦敦大学等全球知名高校的通力合作

下，预计在 2022 年中旬建设认定“区域污染控制”、“低碳清洁能源创新”、“非常规油气”

等一批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不过总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载体构建主要还是依赖

于教师、学生流动的传统形式，对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开发利用还不够成熟，与发达国家相比

处于较低水平的办学模式。此外，由于过于注重国际化发展，部分高等院校在引进国际人才、

进行国际科研合作以及学生联合培养时，忽略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除了老挝苏州大学、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等少数高校明确将传播中华文化作为设立海外分校的重要原因，并积

极开设中医、中文、中国文学等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专业以外，大部分海外分校和合作办学

项目仅仅为了教学需要开设短期汉语课程，专业设置大多选择金融、国际贸易、建筑等较为

热门的大类[5]。实际上这种做法等于放弃了高等教育最基础、最坚实的载体，容易使我国高

等教育失去自身的特色优势。

（四）机制体制有待完善

推进双一流建设、走国际化教育发展路线，是推动高校与高等教育全面发展的有力途径，

也需要依托完善的机制体制来奠定发展基础，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难以实现跨越

式发展，与现下机制体制不够健全密不可分。比如在外籍师资建设方面，如何使薪资收入更

加科学标准、医疗保险与退休保障更加公平完善、外籍人才子女教育问题如何解决，都需要

有明确的管理制度和系统的管理机制。又比如留学生服务方面，当前依靠奖学金制度吸引留

学生的模式，不仅与发达国家自费留学生比例差距较大，而且不利于提升留学生的质量。与

此同时，我国高校留学生管理理念相对滞后，缺乏完整有效的管理约束制度，留学生专业与



课程体系尚不健全，整体服务管理水平难以实现大幅提升。实际上，外籍教师与留学生的引

进管理只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部分，整个高等教育国际化覆盖面广泛、影响力深远，

对办学管理机制体制的完善要求也不仅仅是在原有工作基础上进行简单增加。

三、双一流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价值取向

（一）办学目标价值取向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价值主要分为两大类，即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前者指的是人们的

目标与信念，后者指的是人们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选择采用的手段与方法。高等教育国际化

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从实践过程来看其价值取向也在终极价值和工具价值两个层面有所体

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终极价值就是高校通过国际化办学所要实现的目的，即切实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和国际竞争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工具价值则是高校在国家化办学实践中采用什么

样的模式、利用什么样的手段，像国内外联合培养人才、引进优秀师资、开展前沿科研项目

就属于具体的工具价值。实际上，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践进程中，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始

终相互依存，都是办学目标的整体价值取向，而且整个实践过程以终极价值为导向，工具价

值为终极价值而服务。所以我们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国际化道路本身不是目的，

所以学校通过有多少交换生或留学生、开设了多少门外语课程、延聘了多少外籍教师、承办

召开了多少国际会议这些数量变化来标榜自身的国际化水平，无疑是没有跳出简单增量描述

的局限。高等教育国际化真正的、根本的、唯一的目的在于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与国际竞争

力，只是在效率评估方面需要综合考虑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性。

（二）办学内容价值取向

办学内容是高等院校开展教育的直观体现，是学科理论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价值取向关

乎着大学生获取的知识内涵。我国高校办学内容价值取向应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凸显

优秀传统文化地位，进而保障高等院校社会主义办学理念不偏移。而在双一流建设视角下，

国内高校及学科建设要跟进世界一流教育行业的 会

，院校与国际高等院校会进界门
、

门为统的的交

，

师作主在会以及疑
。在双景身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实际上是一

教育 秀道籍推过程，主要依生秀、师 、课程、教跳办学理践、办学描 关

管理模描等信景增 秀在 、道直内的流在增籍，进而估双多样的门 、门、教育学主

，

院校克直的双向互推直为疑。

，高校的办学内容价值取向会在原通过程中价

生马

，

极估承方教育思直影 。考

，

我国高等教育在办学内容选择方面中仅仅要极整师国际层面 优秀

，

一社会主义办学内容价值向

，

化在 教育描、办现教育传育建础人向外传育中国教面社会主义办学理践与教学内

，

从而在相互交与原的过程中实现 秀整师与教学质量提升 ，进而有效提升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所以体前、主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办学内

，

要以教育学 秀双向流在机价值取向，中仅要极引进、外优质教育教学

，

要保榜自身学内容核 导思想中

，

力推在我高等教育建国门、 向或行



（三）办学结果价值取向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全球教育竞争下高校的发展选择，同时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发展的重

要战略部署，高等教育应当在国际化建设进程中，对于办学结果应当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全

球化加速了经济发展、拓展了交往空间，但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可

能只依靠经济或政治手段，高等教育也要发挥更大作用。所以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要以提升

办学水平为价值导向，还要有价值贡献的意识与追求。高校在国际化办学实践探索中，要在

提升办学水平和国际教育竞争实力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充分关注人类社会

面临的重大难题，比如生存与发展之间的矛盾、生态文明与经济文明之间的冲突、区域发展

的严重失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课题，应当成为高等教育使命与责任的一部分。具

体办学实践中，高校需要培养大量具有国际视野的卓越人才，需要培养有能力、有责任、有

担当的有志青年，基于国际化发展的高等教育要发挥国际性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的作用。

四、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逻辑联接

（一）内在联系：双一流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原生动力

学科建设作为高等教育的具体落实点，充分展现了高校科研发展、人才培养、师资建设

等办学价值取向，也反映了高校的整体发展管理水平，同时亦能凸显高校优势与特色。而高

等教育国际化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主要目标是促使高等教育在保障国内基础之上注

重接轨国际，面向国际培养人才、拓展外语教学、深化科研合作及人才交流。由此可见，学

科建设的根本目标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落实点相一致，均以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建设为目

标，其能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生动力。而从高校和高等教

育的发展角度来看，学科建设具有起点意义，支撑着专业发展的知识体系构建。学科建设的

基础性与重要性决定了高校在办学发展过程中要将其摆在突出位置，而学科建设的水平可以

通过外部交流来快速提升，也可以通过多方合作来共同推动学科建设的整体进步。所以，就

高等教育内部发展而言，加强学科建设的现实需求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国家

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也充分表明了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达到“世

界一流”的学科高度，既需要与国际一流学科充分对接，从而吸取经验、查漏补缺，推动我

国学科建设的突破性发展，也需要在国际教育社会中展示我国的学科建设水准，以提高我国

高等教育竞争力。

（二）外在关联：双一流高校建设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实需求

全球化进程持续推进和国际竞争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我国需要充分参与国际治理、

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面向世界培养具有国际视角、具备完备知识体系、具备

处理国际综合事务能力的优秀人才，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教育和学

术的跨国合作中实现整体办学目标。在新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深化改革进入关键阶段，需

要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尽快转变。基于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发展新常态遇到的新问题、提

出的新要求，需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支撑作用，高校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先进的思想理



念、强有力的技术创新以及高水平的人才供给，通过智力支持与人才供应两个关键方面为社

会经济发展抓住重要时代机遇。所以，我国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下，

通过与其他知名高校联合培养学生来加强人才储备，也需要通过与国际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

合作研究问题、信息资料共享、技术手段交流来创造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条件与环境。

（三）内外协同：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形成合力

总体来看，我国需要加强双一流建设，需要切实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这是加强学科建

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内生动力，也是契合经济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决策的外部需求，正

是以内外因素为合力，才能保证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稳步推进，才能保证高等教

育结构得以科学优化，多元化人才需求得以基本满足。《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833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8.1%，全国

高 校 数 量 2663 所 ， 其 中 本 科 院 校 1245 所 ， 高 职 （ 专 科 ） 院 校 1418 所 ，

科研机构 235 个。从教育部发布的公布数据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高等教

育结构合理性、类型丰富性并没有随之得到提升，尤其是一些地方新建院校，由于办学历史

短、办学经验少，在传统办学理念引导下依然热衷于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对社会复合应用型

人才需求的支撑作用十分有限。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内涵式发展时期，高校要明确自

身定位、彰显自身特色与优势，在整合各项教育教学资源的同时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平衡

人才供给类型提供保障。

五、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一）拓宽国际发展视野

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不断拓宽国际发展视野，为深入、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奠

定基础。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中，我们看到的师生你来我往，看到的建项目、做访问，实

际上都是外在的国际化表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键内涵在于其办学理念、办学视野以及办

学战略，这些也是决定高等教育国际化实际成效的重要因素。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我们一

方面不能限于一国之内，而是要将我国的高等教育和高校放在国际高等教育之中，正确审视

自己的发展水平，正视自身与国际名校之间的差距表现，也要在国际高等教育舞台中科学地

自我定位，透过与世界名校之间的差距来分析未来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诉求。另一方面，教

育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与其他社会事业存在高度关联，所以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只

从教育本身的角度出发，而是要放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从宏观环境的变革

之中审视高等教育的作用与价值。因而，教育部门及各地政府应当发挥领导及组织功能，有

效地为高等院校国际化建设提供助力，为其出台先关政策进行支撑，从而使国际化成为高等

教育的竞争特色，成为高校办学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

（二）丰富教育教学载体

双一流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以国际名校为标杆实现一流学科、一流大学建设的有

力途径，需要不断丰富教育教学载体，以推动多层次、多领域的协同发展。在具体实践过程



中，我们对教育教学载体的开发与利用要注重由单向流动向双向互动努力转变。首先，从科

研角度出发，高校需积极参与并组织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为院校师生提供与国外领军人物

接触的机会，并以会议为平台促使教师群体在科研领域要与国外领军人物建立深度合作关

系，进而与国际科研团队建立稳定合作关系，提高科研项目的联合开发水平，提升学术论文

发表质量。其次，从人才培养方面着手，高校应搭建长期持续的联合培养平台，在优势领域

内应当着重推进学生联合培养、导师互聘、交换任教等深度互动项目，打破以往以单项流动

和短期访问为主的浅层次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最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层面落

实，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各种培养项目、合作平台只是教育管理的外在载体，还需要依靠

本土文化载体来把握国际化建设的原则与方向，比如高校在打造特色学科、特色留学项目、

特色课程中，要进一步加强中华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传承与弘扬工作。

（三）突破管理体制边界

高等教育国际化需要以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和机制建设作为支撑，这就要求高校做好办学

发展设计，在符合自身发展诉求和国家战略目标的情况下，努力突破管理体制边界。高校在

办学过程中要充分对接国际前沿，以国际先进水平重新审视和梳理学术标准与教育教学体

系，建立起与之对应的国际化管理体系。在人才引进方面，要着重完善人事管理机制，特别

要建立起符合国际要求和国内标准的外籍教师引入政策，要提高对教师职业发展的关注与支

持，除了提供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和充足的科研经费以外，还要为教师获得专业成长、解决

职业倦怠、保持良好职业素养提供全面服务，从而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师资建设管理走向制

度化、规范化发展道路。在学生培养方面，要加强专业建设和课程体系优化工作，以培养创

新型、应用型优质人才为目标，结合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完整的学科课程体系，梳理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路径。高校要在海外实习、联合培养等培养项目中培养学生全球胜任

力。

（四）加强国家战略设计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我们需要反复审视战略选择的目的与意义，要

从国家战略发展的角度做好整体设计工作。习总书记曾明确提出，我国的双一流建设要坚持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进程中既要趋同也要求异。具体来

看，双一流建设不可能闭门造车，需要充分借鉴国外优秀大学的成功经验，以实现双一流建

设与教育公平之间的协调发展。现阶段，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趋同模式强调了“普遍入学

又促进优秀”，也就是要在相对普通的领域追求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在在智力活动层

次较高的领域突出对优秀与卓越的追求。因而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要保证丰富的层次和多

样化的选择，其次才是引导高校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以满足教育公平与教育发展的共同

要求。我国高校是根植于中华大地的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

所以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要符合中国国情，要坚持四个自信，要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贡

献力量，这是一个保持自身特色的过程，也是一个求异与趋同博弈的过程。



结语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同样也是教育事业与人类文明

的共同进步。我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和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求下，全面推进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发展战略、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步伐，是提升我国综合实力与教育竞争力的

必然选择。在当前发展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发展规模、发展速度方面取得明显进步，

资源整合能力、建设经费支撑能力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不过依然面临着国际化纵深发展不足、

参与主体和各种资源以单项流动为主等问题，这也说明我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还没有

抓住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等关键性因素。所以在未来发展进程中，还需要不断推动高等教育

国际化的内涵式发展，要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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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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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hoice and external feature, and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improve the discourse power and competi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established a

development direction to further enhance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but it is also facing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excessive pursuit

of quantitative development, insufficient educational carriers, and inadequat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we must adhere to the correct value orientation from the objectives, content, and

results of school running, and build the basic logical approach from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higher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external demand of national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en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and coordinate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through strategic choices such as

broadening the horizon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nriching the carrier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reaking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management systems,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strateg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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