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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RCEP框架协议作为我国对外交流、贸易的重要协定,是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

贸易协定,自其颁布、实施以来,在优化了我国对外贸易形势、推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等的同时,也衍

生出了很多问题,给社会各个领域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因人才欠缺问题给教育领域带来的

影响,给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调整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加强教育体系的优化,以培养更多推

进RCEP框架协议落实的高素质人才。本研究将主要探究RCEP框架协议对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并提

出针对性的改进对策,希望培养出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我国的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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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CEP framework agreement is a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led by ASEAN. While optimizing China's foreign trade situ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it has also generated many problems, which have brought different degrees of impact to all 

fields of society, especially the impact of the lack of talents o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t is required to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China's talent training model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talent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CEP framework agreement. This study will 

mainly explore the impact of RCEP framework agreement o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hoping to train more high-quality talent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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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以来,

我国积极加强对外贸易合作,并进行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系等

的改革。教育领域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对促进RCEP

框架协议优化落实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加强相关贸易人

才、对外交流人才的培养,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人才支

持。而且RCEP框架协议的内容、标准等特点,对人才的跨文化意

识教育、文化自信意识培养、创新意识教育等综合素养教育也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目前教育领域在落实RCEP框架协议要求

的实践中仍旧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课程体系的构建不完善、教

学实践欠缺等问题,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足,无法给RCEP框架协

议的落实提供人才支持,因此加强RCEP框架协议对教育领域产

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至关重要。 

1 RCEP框架协议对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 

1.1积极影响 

1.1.1为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RCEP框架协议作为一个对外贸易协定,我国与协定中相关

国家的贸易交流日益增多,相关的地区为了更好的落实RCEP框

架协议的规定,积极加强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尤其是通过政策

扶持、鼓励等,加强国际化高校的建设。比如广西地区就颁布了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等相关的政策文件,

鼓励当地高校积极与东盟国家开展联合办学,参考这些国家的

人才培养理念、方式等,在课程的设置、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等

方面进行改革,尤其是通过交换生、学位互授、联合教育等方式,

推进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各地还通过与RCEP框架协议中国家之

间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合作洽谈、政策对话,不断的完善

教育政策,推动其向国际化发展[1]。 

1.1.2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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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框架协议的落实以来,我国与协议中相关国家的贸易

交流增多,尤其是在对外贸易过程中进口关税的优惠制度下,对

外贸易的利润增加、成本降低,因此各个领域的企业可以将成本

投入到人才培训、技术创新等领域,尤其是顺应我国校企合作等

战略的要求,为实践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供资金和资源

支持；而且教育领域与国际合作的深入,也可以依靠RCEP框架协

议下相关国家的教育资源、教育先进技术、教育人才、教育理

念等,丰富我国的教育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质量。 

1.1.3提升人才的就业竞争力及就业率 

教育领域的对外合作是落实以需求为驱动教育改革理念的

重要方式,是RCEP框架协议的要求下,结合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需求、对人才的需求进行教育改革,以更好的调整专业设置、课

程内容、人才培养目标等,可以有效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比如

RCEP框架协议作为一个对外贸易协定,必然需要具有专业对外

贸易知识储备、技能、跨文化意识、创新意识等方面的人才,

因此在课程的设置、教育目标等方面都需要进行调整,为RCEP

框架协议的落实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也可以有效的提升人才

的就业竞争力及就业率[2]。 

1.2发展挑战 

1.2.1政策支持方面尚未形成合力 

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以来,我国积

极加强教育方面的改革研究,《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等文件

也明确指出,要加强与东盟职业教育、学历互认等的沟通合作,

构建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体系,并积极从各个教育阶段、领域等

方面进行改革,但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体系目前仍旧处于探索阶

段,虽然一些文件政策指出了其基本的发展方向,但尚未形成合

力,政策文件中的内容存在零散、针对性不足、总体不足等问题,

尤其是政府顶层支持不足,导致很多工作在落实时存在方向把

握不精准等问题,影响教育改革发展,甚至还可能因政策支持体

系的不健全,影响人才的培养效果。 

1.2.2缺乏专业的师资队伍 

RCEP框架协议理念给我国的教育工作、人才培养工作等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储备、对外贸易实践

能力、对外跨文化沟通能力、文化理解意识、文化自信意识等

综合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因此也给师资队伍的质量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但RCEP框架协议的开展时间尚短,目前各个阶段的教育

尚未构建起针对协议落实的师资队伍培养机制,导致教师缺乏

RCEP框架协议的认知,也缺乏相应的教育能力,影响人才培养质

量。而且国际化教育的开展,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体系的构建下,

对国外专业师资的要求也日益提升,但目前外来师资力量的引

入数量、质量等也存在不足,影响教育改革的发展。 

1.2.3缺乏有效的质量监督 

教育质量监管作为教育改革的主要环节,RCEP框架协议下

的教育改革也要制定相应的教育质量监管、评估机制,为教学改

进提供思路和方向。但目前RCEP框架协议下的教育改革尚未形

成完整的管理体系,国际化教育中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师专业素养等方面都未形成标准的评估体系,无法及时发

现教育实践中的问题,甚至课程的设置与协议中人才培养要求

不符；尤其是国际化教育的发展下,我国与国外高校联合办学,

而不同国家教育理念、标准等的差异,也加大了监管工作的难度,

无法给予有效的教育优化指导。 

2 RCEP框架协议下教育领域的改革优化对策 

2.1加强顶层设计,明确RCEP框架协议下教育改革方向 

2.1.1加强政策合力的构建,明确人才培养要求 

RCEP框架协议下教育改革政策体系的完善可以为教育改革

的发展提供指导方向,教育部门要加强RCEP框架协议的分析,并

加强我国在协议下的对外贸易发展优势、发展趋势分析,结合地

区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等情况,加强教育政策合力的构建,明

确对人才培养方向的要求。比如广西地区的高校,是RCEP框架协

议下,我国对外交流的基础要道,有着良好的对外交流地理位置

优势,也有着丰富的对外交流贸易资源优势,因此教育部门要结

合当地对外贸易的优势资源,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文件体系,明确

与协议中国家的教育合作机制、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标准、

教育资源配置要求等,尤其是在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体系中的合

作方式,针对合作办学、交换生、学位互授等要求,制定针对性

的政策文化,为合作教育体系的优化提供指导[3]。 

2.1.2构建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推动教育国际化发展 

RCEP框架协议下的教育改革是目前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方

式,而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理念,必然需要专业的管理组织架构,

为各项活动的落实提供指导。首先政府对外贸易部门、教育部

门等要发挥自身在RCEP框架协议下教育改革工作中的作用,并

组建专门的国际化教育合作管理组织,设计对外教育交流、人才

互动、资源协调等不同环节的管理组织,配备专业的管理人才,

为各项工作的推进奠定基础；而且数字化时代下,对外交流的数

字化平台衍生,因此管理组织体系也要加强信息化建设,构建在

线教育、教育资源共享等平台体系,以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促进

我国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2.2加强师资队伍构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2.1结合RCEP框架协议发展要求,加强师资队伍培训 

RCEP框架协议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给师

资队伍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个教育阶段要加强师

资队伍的培训,首先要结合RCEP框架协议要求、教育改革要求等,

设计相应的教师培训体系,从教师的国际化理念、对外贸易知识

储备、教学能力、国际教学交流意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培训,

尤其是可以组织青年教师参与出国进修,学习东盟等国家优秀

的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人才培养机制等,提升教师的国际化视

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高校还要组织教师参与学术研究、国际

教育合作项目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等,利用数字化的平台,鼓励

教师之间的互动、合作、教学经验交流,以提升师资队伍的教学

质量。 

2.2.2结合教育国际化发展要求,构建专业的师资队伍 

RCEP框架协议下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要求,对师资队伍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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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针对RCEP框架协议对教育专业

的要求,组建相应的师资队伍,加强对外贸易专业、对外交流语

言专业、国际税收专业等专业师资队伍的构建,利用人才招聘制

度,引入更多具有国际意识、专业教学能力、实践经验的师资队

伍,为教学优化提供支持；其次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需要吸引更

多的国际教师,高校也可以通过良好的薪资制度、福利制度等,

加强东盟等国家中优秀教师的引入,依靠其专业的教学理念、教

学方式等,为我国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贡献力量[4]。 

2.3结合RCEP框架协议要求,制定完善的监管机制 

2.3.1加强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提出改进思路 

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机制的确定,可以为教育改革优化提供

思路,高校要针对RCEP框架协议下不同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需求,

确定评估指标,以语种专业学生的人才评估指标为例,可以从学

生的综合素养出发,确定评估指标。 

语种知识与技能评估：学生掌握基本的跨境贸易交流、国

际商务交流、语言知识、语言能力等知识,并能够利用这些知识

参与到实际的对外贸易交流与商务谈判中。学生能够以专业的

跨文化沟通能力、文化敏感度等,在尊重国内外文化的同时,完

成对外贸易交流任务。 

教学过程评估指标：学生能够依靠校内外的教育资源,参与

到真实的跨境贸易业务交流中,并在参与实际贸易项目的过程

中,熟练的利用学习的知识与技能解决相应的问题。 

价值观培养评价指标：依靠德育教育、文化自信培养教育

等,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文化自信心、跨文化意识,尊重国内外

的文化差异；学生能够结合RCEP框架协议要求、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理念,养成良好的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等,参与到我国的

对外贸易合作中。 

2.3.2加强国际化教育改革实践评估,推进教育改革发展 

教育国际化是RCEP框架协议下对我国教育改革的要求,其

改革质量评估也是促进教育改进的重要环节。高校要积极向国

际一流的高校、合作办学高校学习,参考这些国际化高校的优秀

教学管理经验、运行模式、教学体系等,制定符合RCEP框架协议

要求、教育改革要求的评估指标体系,及时发现教育国际化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并参考这些国家优秀的办学经验和成果,探索符

合我国国情的合作办学模式,推进教育改革发展[5]。 

3 结语 

RCEP框架协议生效以来,给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社会经济

体制等都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也给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如何在RCEP框架协议的要求下,进行教育改革成为教育领

域的主要研究方向。本研究主要结合RCEP框架协议给教育改革

提出的新要求及其面临的发展挑战,从地区教育改革的顶层设

计、师资队伍构建、教学质量评估等角度出发,探究符合RCEP

框架协议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路径,以培养更多高素质对外贸

易人才,为我国对外贸易合作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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