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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论

第一章　引　论

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经济活动日益卷入国际分工与合

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速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培养

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掌握国际标准、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

国际竞争的技术技能人才已刻不容缓。与此同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和《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迫切需要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

平，用职业教育的发展升级来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而实践证明，国际化

是追赶教育发达国家，实现我国教育发展升级的有效途径。在这一背景

下，我国许多高职院校把过去单纯的外事活动上升为国际化发展战略，作

为新时期学校适应对外开放战略需求和提升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高职教

育的国际化逐渐成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一大潮流和趋势。

目前我国已与多个国家、地区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

组织建立了合作和交流关系，并设立了多个双边和多边教育高层交流的定

期磋商机制，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及中美、中欧等人文交流高层磋商

机制的建立，为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交流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双边和区

域教育国际合作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

国际上对高等教育国际化也达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并采取了丰富多

样的应对举措和发展策略，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已进入了竞争性的合作阶

段。以英、美、澳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其教育输出主要以经济和市场化为

导向，通过海外分校、课程衔接、远程教育等拓展跨境教育服务；以我

国、马来西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为代表，其教育输入以加强

本国高等教育能力建设为导向，因而更强调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国内高

等教育的质量和竞争力。

在职业教育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欧美国家已建立起了与其

发达的经济社会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了先进、成熟的职教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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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支撑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国家法律体系、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对包括

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整体上的比较优势。德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英国等职教发达国家为实现与其自身经济发展相配套的职教目标和应

对生源不足的挑战，日渐重视并拓展发展中国家的职教市场，我国已成为

这些国家最重要的全球市场和生源输出国。在此背景下，快速发展的我国

职业教育将逐渐面临多重挑战。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职业教育的高等阶段，我国高职教

育已被国际教育、国内普通高等教育和外向型企业由被动到主动地走上了

“蒙蒙撞撞”的国际化发展道路，且已被国家决策层所关注。随着我国大

众教育的普及和在WTO组织中作用的发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以及近年来国家和区域政策对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明确化鼓励

和支持，许多高职院校尤其是沿海区域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积极涉足中

外合作办学，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同类院

校的改革发展经验，融入院校国际化发展浪潮。但参照国际形势，一是我

国高职院校的应对措施迟缓且效果不明显；二是尽管政府也注意到了高职

教育的国际化问题，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存在使得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妥善的

解决路径。基于此，本书拟对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特征、其他国家或

地区高职教育国际化路径实施的一般规律及影响因素等作以梳理和分析，

并对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的构建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第一节　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教育国际化已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热点话题。国外国际化研究分为很

多领域，包括高校、高职教育、国家、区域、国际、全球等多种层面，各

个层面的研究路径、理论取向也存在些许差别，在很多关键性问题上（如

国际化的内涵、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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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西方学术界还存在着激烈的讨论。

1．高校教育国际化路径研究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汉斯·德·威特（Hans de Wit）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的策略》（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1995），对

高校教育国际化方面的挑战、应对的策略及未来发展趋势做了详尽分析；

其次为简·奈特（Jane Knight）。她针对普通高等院校提出了包括活动、成

果、动因、过程、精神文化、海外/跨境等互相不排斥的6种路径选择。

2．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国家政策方面的路径研究

代表性成果有荷兰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组织等编写的《欧洲高等教育国

际化的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ies for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1997），除了分析10年来欧洲一些国家教育国际化的

国家政策，还对“欧洲化”及“国际化”间的关系作了研究。

3．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路径的比较研究

代表性成果有汉斯·德·威特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策略：澳大利

亚、加拿大、欧洲与美国的比较》（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ustralia， Canad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95）等，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比较分析。

小结：国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路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成果，为本书的

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现有文献很少从国家层面系统提及高

职教育国际化路径问题，同时也缺乏对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路径选择的实

证研究。本书将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为研究对

象，针对高职教育国际化内涵特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一般路径选择规律

及影响因素探讨，展开对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路径选择现状的实证调查，

进而构建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的假设框架，最终为提出并完善我

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

二、国内文献综述

本 书 以 中 国 知 网 （ C N K I ） 为 资 源 库 ， 以 其 中 的 “ 期 刊 ” “ 博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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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会议”及“报纸”为检索资源，以“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II辑”“经济与管理科学”为文献分类目录，通过1979—2016年间“篇

名”为“高职国际化”“高等职业国际化”“国际交流”和“对外交流”

的“模糊”匹配，对与高职教育国际化研究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检索，共检

索到1000余篇文献记录。在此基础上，通过反复核对后，删除了重复、与

高职不直接相关及非研究性文献，得到有效信息500余篇，其中硕士论文9

篇，博士论文1篇。从发表时间看，2000年前，只有零星文章发表，20世纪

90年代末这种现象也没有得到明显改观，直至2000年（我国加入WTO），

相关期刊文章才逐渐丰富起来，2014—2015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高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概念研究

从研究成果来看，对高职教育国际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且多是借

鉴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的界定，强调高职教育的国际化就是一种趋势和过

程，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为融入说，以孙芳仲、林若红的观点为代表。即从我国高职教育的

国际化出发，以低姿态的方式强调要主动靠近并融入先进职教体系，“是

作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面向世界的办学过程，容纳世界先进的职业教育资

源的一个活动过程，也是我国的职业教育融入世界国际职业教育的一个过

程。”a

二为流动说，以杨旭辉为代表。即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资源，从市场

客观配置角度界定，“是高职教育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国家与国家之

间按市场规则的合理流动，是一种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进行的资源

配置活动。”b

三为本土说，以赵龙祥为代表。即从发挥效应角度认为这个过程应

起于本土，落于本土，“是指一个国家高职教育以国内化甚至区域化为基

础和前提，面向国际发展的、动态的、渐进的过程，是把国际的、跨民族

a 孙芳仲，林若红．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探析[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

39-42．

b 杨旭辉．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内涵、标准与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06（12）：64-6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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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观念融合到高职教育教学、科研和服务诸功能中的

过程。”a何涛等也持这种观点。

四为操作说，以陈保荣为代表。这种观点已从上面三种观点的宏观说

进入到了微观的人才培养角度界定，“是高等职业院校依据国际公认的课

程标准，运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在国际范围内通

用的技能人才，是一个综合而又完整的教育过程，强调对培养对象——人

的塑造和激发，使之趋向于合乎共同标准的教育活动。”b

五为阐释说，以钱景舫为代表。这与上面的四种分类有所不同，主要

表现在它不是界定概念，而是分析内涵，如从多种角度（人才培养、课程

和教学内容、教育制度体系、教育活动范围等）具体阐释高职教育国际化

的内涵c。换种角度来看，这样的界定也更富有分解性。

当然，这几种观点并不是完全割裂开的，各自也并不完全是偏于一种

纯粹的观点，多存在着交叉的可能，如“融入说”和“操作说”观点的结

合，“本土说”“操作说”和“阐释说”的结合等。可见，对高职教育内

涵的探讨，切入视角越来越细，综合化程度越来越高，且对实际操作的指

导性已越来越强。与此同时，由于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高职教

育国际化的概念研究除了数量少，在内容上也过于含糊与跳跃，缺乏专题

性的理论探讨与观念独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容研究

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容一般可以用观念、教学、科研、机制等四个

层面涵盖，但还有很多细的分法，如有研究者将其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维

度，认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在理论上包括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

系、师资队伍，实践上包括国际化合作与交流等具体的活动，有论者提出

6要素说（观念、机构、课程、合作办学、科研合作、师生交流）d，更有

提出10因素说（观念、目标、课程、交流、模式、物质、资源、管理、学

a 赵龙祥．论高职教育的国际化[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19-22．

b 陈保荣．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及对策研究[J]．职教论坛，2012（1）：15-18．

c 钱景舫．加入WTO与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J]．职教论坛．2000（11）：22-23．

d 胡海燕．高职教育国际化及实践思考[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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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评价）a等。在诸多内容中，每个部分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部分是高

职教育国际化实现的关键等，也有很多观点并不统一。

总之，高职教育国际化是一个系统、整体的国际化，任何一个内容的

缺少或弱势都会影响整个国际化的进行。因此，其内容的推进应该是每个

内容国际化的综合体现与结果。

（三）高职教育国际化的个案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以具体的国别或区域为研究对象，在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基础上再综合提炼共性及需借鉴的经验模式。

1．国际比较研究

国际比较研究主要是从国外（以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为

主）高职院校国际化内容出发，以一种建议的形式呈现出来以供国内参

考，如从新加坡高职教育的理念、课程体系、教师资源、教学方式、教育

交流与合作方面分析其国际化的特征b；从高职教育国际化模式、发达国家

高职教育国际化特点对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启示进行的比较分析c；再如，

从教育产业化角度提出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开拓国际教育市场，开拓“南

南水平合作”项目等提议d。此类研究对国内高职教育国际化理论研究具有

很强的启发性，但不同国别、不同国情、不同发展阶段等客观因素也决定

了此类研究的操作性和实用性并不强。

2．国内区域研究

此类研究中，对京津、穗深等珠三角及江浙一带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研

究较多，如《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现状及发展策略》《深圳国际化

进程中的高等职业教育》《广东省高职院校国际化现状调查报告》等，不

仅表现在成果的数量上，且内容也很全面，涵盖了区域高职教育国际化的

现状、目标、模式、对策及趋势等宏观层面，甚至细致到对一所具体高职

a 贺继明．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探析[J]．教育与职业，2009（14）：26-28．

b 李霆鸣．新加坡高职教育国际化特征[J]．职教论坛，2008（3）：51-53．

c 张赓．高职教育国际化进程国际比较研究[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99-100．

d 姜维．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路径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06（5）：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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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国际化的研究，如《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析——以广东农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高职院校如何走国际化发展之路——以南京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为研究个案》等文章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纵观高职教育国际化的个案研究，多是就个案论个案，实践指导效果

并不显著。如对国内具体高职院校国际化实践的经验总结，其措施与宏、

中观层面相比，更易操作，但多趋于所开展的国际交流合作活动的罗列，

缺少普遍性。

（四）高职教育国际化中的“关系”研究

1．与WTO的关系

鉴于2000年我国加入世界经贸组织的背景，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2000年至2005年（以2002年10余篇的数量为最）。一是以WTO为背景讨

论高职教育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基于高职教育的职业属性及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围绕入世后高职教育面临的一系列机遇与挑

战展开，如《入世：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应对》《“入世”与高等职教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都属于此列；二是讨论入世与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关

系，如有论者就认为国际化是入世的一个必然结果，入世是国际化的一个

重要发展动因等a，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二者存在着因果关系。

2．与区域化（地方化）及本土化（民族化）的关系

如果说WTO拉开了高职教育国际化研究的帷幕，那么，与区域化、

地方化及本土化关系的研究则把高职教育国际化问题推向了中观和微观层

面。相比而言，对于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进程，若WTO的加入是客观环境使

然，具有一定的启幕性，那对与区域化、本土化关系的强调乃至对应对措

施的研究则真正走进了主体。对与区域化的关系，有论者就认为二者是兼

容与超越的关系：国际化必定具有区域化的特征，且又超越区域性。因此

推进高职教育国际化，就必须“既要保持地方性、又要超越地方性”，即

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推进国际化b。

a 钱景舫．加入WTO与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J]．职教论坛，2000（11）：22-23．

b 孙芳仲，林若红．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探析[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

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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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讲，与本土化（民族化）关系的讨论是“关系”研究中的热

点，也是未来的研究发展趋势，因为它对细节操作的理论指导意义非常明

显，即国际本土化的实施问题。从CNKI的检索情况看，“国际化与本土

化”“国际化与民族化”的专题研究成果只有零星几篇，论者多还是在提

醒推进国际化进程需把握的原则和注意事项中点到，但并未真正展开。如

大多论者从二者关系重要的角度，阐释与本土化、民族化相结合是国际化

活动中的重要原则，也有论者认为要在保持国家特性、注重地方特征及形

成院校特色的过程中处理好国际化与国家、地方和院校的关系a，但对如何

处理并未展开。对其作为专题进行研究的论者，则有的从构建中国特色现

代职教体系角度，不仅指出当前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与本土化构建过程中

存在的“三重三轻”和“三多三少”问题，也从宏观提出了处理二者关系

的对策b；也有论者在提出高职教育的“本土国际化”战略这一宏观层面

的同时，深入到了人才培养的微观层面阐释，即从坚持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构建“本土国际化”的培养支撑体系及推进第一、二、三课堂

的有效联动等三方面，让绝大多数学生在国内完成他们的国际化培养，特

别是在本土完成对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能力结构的培

养。c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论者多意识到了处理二者关系在推进高职

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认为在学习借鉴的同时一定要结

合自己国家的民族性和国情需要以及区域和具体院校的个性特征，实现

中外融合基础上的创新，且已开展了可行性研究，如对具体院校开展国

际交流与合作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国际化与本土化、区域化相

结合的可行性探讨，无论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都值得推荐。但综合来

看，研究面铺得比较开，且多限于对活动的叠加、对做法的罗列、对经

验的介绍，尚缺少理论依托，因此并未将个案的特殊性上升至普适的共

a 杨虹．高职教育国际化初探[J]．职教通讯，2003（4）：22-24．

b 蒋旋新．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际化发展与本土化构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1（24）：10-14．

c 任文杰．以“本土国际化”战略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A]．中国高职高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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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够系统和深入。

（五）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路径研究

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路径研究是当前高职教育国际化研究中的热点，也

是本书的研究重点。简·奈特针对普通高等院校提出了包括活动、成果、

动因、过程、精神文化、海外/跨境等互相不排斥的6种路径选择a。奈特的

国际化理论大多以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国际化现状为研究背景，且更多地

聚焦于“国外国际化”的研究。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通高等院校，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高职院校国际化问题的解释力还有待检验。

国内的路径研究在分类上主要分为高职院校层面国际化路径研究、区

域高职教育国际化路径研究和国别高职教育国际化路径研究，内容上主要

分为高职院校国际化战略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及国际化人才培养研

究三个大类，在方法上主要有定性描述及定量分析两种。

1．高职院校层面国际化路径研究

这类研究侧重从院校问题及策略方面进行分析，代表人物及著作有黄

华的《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从政府、高职院校及联动机

制三个层面对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其他的

论文如陆颖等提出的5种路径建议（规划、队伍管理、教学体系、教育资源

及学生交流）、王玉香对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出的建立“渐进型梯级式的分

层系统”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路径建议等，均是从院校层面进行的策略

研究。

2．区域高职教育国际化路径研究

这类研究多是在阐述高职教育国际化内涵及必要性基础上，提出实现

区域国际化发展的路径，以江浙地区的对策性论文探讨为主，如蔡文芳等

提出的包括营造国际化氛围、开展“走出去”的营销策略及提高国际服务

能力等的宁波市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骆文炎结合区域发展提出的6项

“浙江发展举措”等。

a ［加］简·奈特．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与发展[M]．刘东风等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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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别高职教育国际化路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对发达国家高职教育国际化经验的介绍及对我国的启

示，如李富通过对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职业教育国际化

历史的分析，对江苏职业教育国际化路径提出了建议；李霆鸣、唐艳等则

分别分析了新加坡、德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特征对我国的启示。但在文献查

阅中，一方面这类研究所占比例极少；另一方面多为经验介绍，差异性研

究少。

在整体策略研究方面，以定性研究居多，偶有定量分析。如有论者提

出3种发展策略（培育国际化意识、探索国际化道路和国际合作方式）a、5

种路径建议（规划、队伍管理、教学体系、教育资源及学生交流）b，也有

结合区域发展提出的6项“浙江发展举措”（树立国际化培养目标、制定国

际化发展规划、培养国际化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

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及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c，更有论者通过较

翔实的数据资料整理，探讨了江苏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结构适应性与对策思

考，从微观角度提出了3种“江苏对策”以经济国际化引领教育国际化、协

调教育国际化资源的区域配置及加强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行业适应性等d，不

过这种结合定量分析的研究成果非常少。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高职院校国际化战略实施中最重要的一个层面。黄

华的博士论文《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已对此问题作了系统

综述。它将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研究成果概括为3个方面：历史

和成就研究、必要性和策略研究、问题研究，并在实证调查研究基础上，

总结了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存在的7个问题（战略规划缺位，专业

人员缺失，教师境外培训经费短缺、实效考核机制缺乏，中外合作办学始

终没有找到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学生英语水平低，对地区条件的依赖性

a 孙芳仲，林若红．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探析[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

39-42．

b 陆颖，寿海．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路径分析[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

（2）：57-59．

c 骆文炎．浙江省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10（8）：81-83．

d 刘正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结构适应性与对策思考[J]．教育科学，2008（5）：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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