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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理工院校发展国际化办学提供了历史机遇。结合 “一带一路”提倡

技术输出的导向，理工院校在学科领域、国际化办学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应加强顶层设计，以沿线国家

相关需求为导向，发挥学科优势，做好校园国际化基础软硬件建设，大力培养理工类留学生，提升国际化

办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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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 育 部 网 站 信 息，２０１７年 共 有 来 自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国留学生３１．７２万人在我国

高 等 院 校 学 习，占 当 年 外 国 留 学 生 总 人 数 的

６４．８５％。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留 学 生 开 始 关 注 我 国

理工科专业，希望学习中国技术，成为懂中国技术

的洋工程师。面对这一新形势，我国理工院校如何

应对机遇，把握主动权，适时推动国际化办学，发

展来华留学教育，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一带一路”与理工院校国际化办学的契

合点

“一带一路”建设贯穿欧亚大陆，连 接 了 亚 太

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在经济和投资结构

上有着较强的互补性，［１］在基础 设 施 建 设、道 路 交

通、物流等领域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也为理工院校

开展国际化办学提供了舞台。

首先，理工类专业符合 “一带一路”的建设需

求。与古 代 以 贸 易 为 主 的 丝 绸 之 路 不 同，当 今 的

“一带一路”是一条高科技之路。截 至２０１６年 底，

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１８５．５
亿美元，总产值达５０６．９亿美元，投资领域主要包

括科技、能源、交通运输等方面。以中老铁路、中

泰铁路等中 国 在 东 盟 国 家 开 展 的 基 础 建 设 项 目 为

例，相关建设都融入中国技术、标准与装备。我国

已于２０１６年加入 《华盛顿协议》，毕业生在中国获

得的专业认证可用于华盛顿协议其余１７国的工程

师执业资格申请，并与该国毕业生享有同等 待 遇。

我国理工院校完全有能力培养出优秀的 “懂中国技

术的外国工程师”，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

其次，理工类专业易于开展国际化办学。相比

人文类专业，理工类专业受国情、文化、政治、宗

教等方面 的 限 制 比 较 少，［２］实 用 性、通 用 性 较 强，

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如果能在专业课程设计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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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际通用的统计方法和评价标准，理工类专业对

沿线国家留学生具有较大吸引力，尤其是许多发展

中国家，他们高等教育中理工类学科比较薄弱，日

常教学所需要的大量实验设备比较缺乏，教学水平

较低。随着 “一带一路”的发展，不少沿线发展中

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对理工类人才的需求非常

迫切，希望能够 有 一 大 批 掌 握 基 础 理 工 科 专 业 知

识，又有一定国际化素质，能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的人才。因此，理工院校应该乘势而上，大力发展

与沿线国家的各类国际化办学。

最后， “一 带 一 路”催 生 了 “汉 语 言＋技 术”

培养模式。随着大量中资企业进入沿线国家投资设

厂，建设工程，作为技术语言的汉语成为必不可少

的要求。但 目 前 常 见 的 留 学 生 “汉 语 言”本 科 专

业，在教 学 过 程 中 比 较 强 调 学 生 的 语 言 技 能，接

触、了解专业术语较少，无法立即学以致用，造成

学习内容与实 际 需 求 断 裂。理 工 院 校 拥 有 学 科 优

势，如果在课程设计中嵌入汉语模块，发展 “汉语

言＋专业或技术”培养模式，在投入较少师资的情

况下，能够较快培养出一大批 “汉语言＋技术”复

合型人才，满 足 “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 家 对 “懂 技

术、会汉语、知文化”国际化人才需求。

根据教育部２０１６年 统 计 数 据 显 示，当 年 来 华

学习 汉 语 的 人 数 占 留 学 生 总 人 数 的３８．２％，比

２０１２年的５３．５％下降了１５．３个百分点，教育、理

科、工科和农学的留学生数量显著增加，增幅均超

过１００％；占 比 增 长 最 快 的 学 科 为 工 科，比２０１２
年增长了５．２个百分 点。［３］由 此 可 见，随 着 “一 带

一路”倡议以及相关建设的推进，我国理工类专业

的比较优势将逐步被沿线国家学生所了解、认 可，

理工院校推动国际化办学正当其时。

二、理工院校发展国际化办学的薄弱环节

一是对 外 宣 传 不 足。来 华 留 学 教 育 与 国 际 关

系、地区稳定有重要联系。相较于具 有 人 才 优 势、

宣传优势的师范类、语言类大学，理工院校的国际

化办学工作相对单薄。思想认识不足导致对国际化

办学工作重视不够，主动走出去的内在动力 不 足。

加之长期以来我国的留学热点专业集中在中文、中

医药、经 贸 等 专 业 上，理 工 院 校 对 外 宣 传 相 对 较

少，尤其是大量地方理工院校并没有发挥与沿线国

家山水相连的优势，错失广泛宣传学校，吸引留学

生的好机会。

二是国际招生定位不准确。毫无疑问，中国高

校越来越重视来华留学教育，但似乎更关注 欧 洲、

澳新、美加等较发达国家的学生，认为这样才能体

现学校国际化办学实力与水平。其实，“一带一路”

的迅猛发展告诉我们：只要有发展的眼光，利用好

比较优势，理工院校国际化可以做得更好。不少沿

线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不同的，

他们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较先进理工科知识，可为

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本土化人才。贵州理工学院是

一所地方院校，成立仅５年，成功吸引了塔吉克斯

坦、蒙古、老挝、巴基斯坦等多个沿线国家学生来

校学习。究其原因， “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需求

正是主要推动因素。由于中老合作的深入，老挝国

内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懂技术、会中文的工程

人才缺口很大，而地处中国西部的贵州正在进行许

多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留学生会有很多学习的

实践机会。我国在巴基斯坦设计、建造的许多大型

工程拥有先进技术。对巴基斯坦学生而言，工程技

术是热 门 专 业，来 中 国 可 以 学 到 实 用 技 术。通 过

“一带一路”倡议，沿 线 国 家 学 生 开 始 关 注 我 国 理

工科专业，希望来中国学技术。我国各省份都有大

批优秀的地方理工院校，如果能重视国际化 办 学，

以 “一带一 路”倡 议 为 抓 手，将 寻 找 到 新 的 发 展

契机。

三是国际化培养体系较薄弱。从高校授课语言

看，以中文授课居多，能够体现国际化教育水平的

全英文授课专业比较少。不少留学生由于无法承受

长时间的汉语学习，不得不放弃来华学习技术的机

会。从授课内容看，基本是按中国学生的培养计划

进行，缺少根据留学生 特 点 制 订 的 专 门 培 养 体 系。

从师资队伍来看，真正掌握英语，熟悉留学生教学

规律，能够因材施教的教师偏少，没有形成教育品

牌效应。从校园管理看，引入社会化管理和服务的

能力还不够，重管理轻服务，在留学生关心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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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施、活动场所方面还无法达到国际化标准。

三、当前理工院校国际化办学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沿线国家得到广 泛 支

持。我国理工科院校应当充分利用理工类专业的学

科优势，及时调整相关招生与培养策略，发展多层

次立体化的国际化办学体系，推动优势学科 “走出

去”，打造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品牌。

（一）加强国别研究，做好顶层设计

“一带一路”沿 线 共 计６０余 个 国 家，每 个 国

家，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类型的人才需求。这要求理

工院校要研究周边国家人才需求，结合本校的学科

特色，制订国际化办学中长期发展规划，有针对性

地建设学科，提升国际招生能力。如，中国高铁技

术的发展有目共睹，不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急

需高铁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发展自己国家的高铁或

者改造原有铁路，他们迫切希望与中国的相关大学

联合办学，培养轨道交通专业的国际化人才。北京

交通大学主动开设泰国高铁建设研修班，还与中国

路桥公司合作，由中国路桥公司全额资助肯尼亚留

学生在该校学习铁路相关本科专业知识。肯尼亚毕

业生在中国完成相关学习后，可直接参与肯尼亚蒙

内铁路的建设，这个案例已成为我国优质教育资源

输出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理工院校需要用国际

化的视野审视学科建设，通过网站、教育展等多种

渠道开展国际宣传，提升知名度。

（二）创新留学生培养模式，建立 国 际 化 教 育

培养体系

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所提供的专业课程的类型、规

模和质量。［４］首先，理工院校应当 重 视 国 际 标 准 通

用性，教学内容应当体现中国现代科技发展最新成

果和学科的发展趋势，确保教学内容与国际标准不

脱节。其次，依托同行业企 业、业 界 的 密 切 联 系，

推动国际 “订单式”“语言＋技术”培养模式，利

用中国优质教育资源为沿线国家提供智力方案，解

决技术 问 题，挖 掘 新 的 合 作 契 机。在 跨 国 “订 单

式”人才培养过程中，应重视 “专业中文词汇”的

教学，提高本土人才与中方人员沟通交流的 能 力；

针对留学生特点，结合企业用人需求，不过于强调

理论的传授，重在加强学生动手和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多开设适应第一线技术人员岗位需求的 专 业，

倡导现场教学和实际动手教学，提高教学实 效 性；

建立校企合作模式，尤其是积极联系在沿线国家有

投资项目的企业，形成 “以订单促招生，以招生促

发展”的 合 作 共 赢 模 式。此 外，以 英 文 授 课 为 抓

手，利用各类培训提升授课教师外语水平 （主要是

英文），或者有计划地 聘 请 外 教 承 担 一 定 数 量 的 课

程教学工作，并在教学工作量计算等方面给予国际

化办学课程适当政策倾斜，如增加课时费等。

（三）重 视 外 国 研 究 生 学 历 教 育，形 成 辐 射

效应

通常而言，研究生层次国际学生的规模是一所

大学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指标之一。美国学历留

学生中研 究 生 是 主 体，占 留 学 生 总 数 的４０％。大

力发展针对 “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 家 行 业 需 求 的 专

业、学科，培养硕、博士层次的国际学生，特别是

博士生，能较快形成良好的辐射效应。以清华大学

为例，清华大学主动站位，注重培养沿线国家需要

的高端理工类人才。其中，核能与核技术专业的硕

士学位，面 向 国 际 招 生，培 养 掌 握 核 电 知 识 和 技

能、未来能参与中国核电企业建设的国际化 人 才；

为了满足沿线 国 家 人 才 需 求，还 设 立 水 利 专 业 博

士、硕士学位 （英文）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的水利水电开发培养高水平人才。理工院校在制订

研究生的培养计划时，需要特别关注沿线国家公派

留学生的需求，他们往往承担着相关国家专业领域

的重要科研任务，能够把中国技术、中国方案带回

国，并形成效益。导师需要积极了解他们对科研条

件的需求，主动将他们纳入科研团队，给予他们更

多的机会了解、学习中国的高新技术，以便他们回

国后继续与中国保持联系，开展联合科研工作。

（四）完善国际留学服务体系，提 升 国 际 化 校

园服务能力

服务就是竞争力，是国家高等教育吸引留学生

的关键因素之 一，是 提 升 国 际 学 生 的 本 土 适 应 力

（文化适应、语言适应、生活适应等）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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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办学是系统性工程，涉及国际形象宣传、招

生计划、课程设计、教学管理、生活服务、就业指

导、后期跟踪等各个方面，绝不是一个部门单打独

斗可以实现的，必须通过全过程的管理、多部门协

同工作来实现，提高留学中国的美誉度和吸 引 力。

如，留学生公寓，从硬件看，国内高校的学生公寓

往往仅实现住宿的基本功能，较少在舒适度和便利

性上费心思。从管理上说，留学生是一个复杂的集

群，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差异极大，不

能简单化管理。再如，不少中亚国家的留学生信仰

伊斯兰教，更愿意自己烹制食物，那么就要考虑配

齐公共厨房的电器设施。留学生满意度的提升是增

强招生吸引力的重要方面。

（五）重视校友工作，拓展国际交流渠道

拥有一批 “知华、友华、亲华”的外国毕业生

是一所高校的巨大财富。埃塞俄比亚穆拉图总统曾

在北京大学留学，对中国感情深厚，他的儿子也非

常喜欢中国，希望到中国留学，攻读北京大学的博

士学位。穆拉图总统仅是千千万万来华留学生的代

表，但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做好留学生校友工作的重

要性和深刻意义。我国理工院校历来有与留学生保

持密切联系的好传统。东盟沿线国家毕业生回国为

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参与泰国东部经济走

廊等各国重点国家建设项目，他们将成为学校进一

步拓展国际交流渠道的重要资源，不仅能为学校带

来新的生源，而且能够带来潜在的国际合作办学或

人才培养项目。学校应利用各种机会加强与学生之

间的感情交流，缩小与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对已

离校学生，学校应积极主动与他们联系，关心他们

的工作、学习，邀请他 们 回 校 看 看，［５］不 断 强 化 他

们与母校之间的联系，增进感情，推动他们成为活

跃的国际校友。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重塑中国全球化战略的 比 较

优势，提升中国在技术、资本、标准等领域的国际

竞争力。“一带一路”倡 议 在 地 域 上 包 括 发 达 国 家

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家发展水平层次的丰富性为

理工院校发展国际办学提供广阔的空间。从办学模

式而言，理工院校既可以结合 “双一流大学”建设

等国家高等教育重大战略，与发达国家开展科研合

作，共同设立海外教学实习基地，把高等教育优质

资源引入国内，又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优势学科

的办学资源，为 欠 发 达 国 家 培 养 急 需 的 理 工 科 人

才，提升国际影响力。从办学层次而言，无论是语

言进修 生，还 是 专 业 博 士 生，都 可 以 从 “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找到合适的国家开展合作，为优质学

科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提供机遇。

我国理工 院 校 历 来 重 视 教 学 科 研 工 作 的 国 际

化，积极选派师生赴海外交流深造，形成了我国在

海外留学的学生和学者众多的良好局面，但海外的

渠道并没有很好地与学校国际化办学结合起来，大

学自身建设国 际 化 力 量 较 薄 弱。这 种 状 况 应 该 改

变。“一带一路”为理工院校发展国际化办学提供

了舞台。“做懂中国技术的工程师”是不少留学生

的期望，他 们 希 望 在 中 国 学 到 技 术，回 国 报 效 祖

国，与自己的国家共同成长。国际化办学是未来大

学新一轮发展的助推器，依托 “一带一路”所带来

的机遇，理 工 院 校 大 有 可 为，应 当 主 动 结 合 国 家

“双一流”大学建设，在 沿 线 国 家 提 前 进 行 调 研 和

人才布局，实施更加开放的留学生培养模式，扩大

在沿 线 国 家 招 生 规 模，切 实 提 升 学 校 综 合 办 学

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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