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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政策背景下，高等教育在开放发展的浪潮中取得累累硕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

育的质量，为我国持续性发展提供人才。放眼长远，合理化制订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策略，能推

动教育事业走向繁荣，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促进社会进步。本文重点探究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成

就、机遇与发展策略，旨在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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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higher education has made many 

achievements in the wave of opening-up development, which has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provided talen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In the long run, 

rationaliz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igher education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can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education, better serve the country's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chievements,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higher education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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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教育开放式发展的过程中，

高等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这既能满足

教育对象的学习需求，又能与国家教育

事业的发展保持同步。分析高等教育对

外开放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机遇以及

发展策略，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的

优化与长效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能够

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迈向新台阶。可见，这

一论题具有探究的现实性意义，内容阐

述如下。 

1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已有成就 

第一，规模及范围扩大化。我国留

学教育政策根据国家发展形势进行调

整，留学生数量明显增多，留学工作质

量大幅提高。无论是来华留学人数，还

是出国留学生人数，均逐年增长。改革

开放初期，中国留学生主要去往美国、

英国等发达国家学习。随着我国国际地

位的提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区域扩

大，学生可到英国、美国、法国、澳大

利亚、日本等国家学习。我国“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后，来华留学的人数也快

速增长。 

第二，体制开放化。高等教育合作

办学模式的出现，加快了高等教育对外

开放的进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日益增

多，相应的办学政策、管理原则、管理

规范等文件也逐项颁布，高等教育对外

开放体制日趋完善。不仅如此，高等教

育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及制度日益健全，

这能为高等教育开放式发展提供支持与

保障。 

第三，层次多元化。随着改革开放

政策的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层

次日趋多元化，这在学历结构多样化、

学科专业多样化，以及自费求学窗口开

放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换言之，高等

教育对外开放的局限性逐渐被打破，这

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活力，

从而创造并积极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 

2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的

机遇 

2.1内部机遇 

高等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方面的支

持，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以较快速

度发展，这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了

资金动力。对于留学生而言，能够减轻

自身及家庭的经济压力，使学生在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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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过程中能够集中精力攻读学业，

这也让学生会加倍珍惜出国留学的机

会，学成归来，为国家建设与发展贡献

力量。除此之外，国家提高了留学生奖

学金、助学金的金额，以此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让留学生为国家间的交流

以及祖国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除了经济基础外，高等教育对外开

放还需具备一定的教育基础。国内高校

办学质量显著提升，不仅校内环境优异，

而且师资力量充沛，这对来华留学生具

有一定吸引力。此外，高校的学科设置

具有创新性，所培养的人才能够满足社

会用人需求，对于来华留学生而言，能

够通过学科学习实现个人价值。国内高

等院校的教育水平逐渐提升，必然会增

加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机遇。同时，高

等院校办学自信心大大增强，使高校自

身发展、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机遇增多形

成良性循环， 终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

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2.2外部机遇 

世界各国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为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了空间。世界各

国往来的同时，教育方面的交流与互动

也在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教育

开放的发展进程，通过人才交流增进国

家间的友谊，也有利于促进教育全球化

发展。 

3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

策略 

无论是我国自身发展，还是世界发

展，都需要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要想

接连获取对外开放成效，应制订可行性

发展策略。下文从多个方面提出建议，

以期克服对外开放阻力，争取更多的发

展机遇。 

3.1科学制订规划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不能一蹴而就，

要想完成阶段性任务，应合理制订规划，

在规划引导下规范行为，力争在对外开

放活动中取得阶段性进步。现下，我国

对外开放事业面临外部冲击，要想在紧

张形势下获得主动权，需要做好危机应

对工作，避免因准备不充分而影响对外

开放效果，以致阻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一般来说，科学制订对外开放战略，既

要坚持统筹原则，又要在制度建设、应

急机制完善等方面及时跟进，以确保教

育对外开放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现下，

高等教育的国际差异显著，再加上各国

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不相一致，要

想增强教育对外开放的危机应对水平，应

事先做好调查，为规划制订提供依据，

使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工作顺利开展。具

体来说，确定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发展目

标，以高等教育为中心，为新时代发展

培养优秀公民，成功打造系统化、国际

化教育格局。除此之外，创新高等教育

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遵循创新性及可

持续性原则，促进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步

入新阶段。 

3.2贯彻“一带一路”倡议 

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过程

中，“一带一路”倡议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广泛化、深入化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注入活力；

同时，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在经济、文

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需求大大增多。

同时，高质量人才缺口扩大，这为高等

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了契机。随着倡议的

深入贯彻，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空

间会逐渐拓宽，沿线国家协同推进人才

交换，积极响应倡议号召，实现国际教

育资源共享，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此

外，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逐渐提高，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常态建设贡献积极力

量。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将对

学科布局及专业布局进行精心设计，区

域布局也将更加合理。这既能拓宽国际

合作领域，增加国际合作对象，又能探

索新的校区模式。布局过程中要坚持双

一流原则，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与其

形成合作关系，并增加交流机会。当学

科交叉、专业设置向科学化发展，那么

终培养的人才将与社会人才缺口相

适应，反映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

成效。 

3.3培养高层次人才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离不开人才支

持。从协同效应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对

外开放的目的即培养人才，所培养的人

才反过来能推动教育开放式发展，二者

互相促进，同步发展。高层次人才的培

养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高校、科

研机构、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努力，尽

可能多地提供理论学习、实践锻炼的机

会，满足人才多元化发展、持续性进步

的需求，进而为创新型国家建设贡献聪

明才智。人才优质培养的过程中，高校

要创新教学理念，改变教学方法，全面

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实现知识视野拓

展、实践能力锻炼的双赢目标。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人才创新是高等教育创新

的源动力。通过全球化教育协作渗透创

新元素，能够为高层次、高质量人才的

培养提供支持，当人才服务于社会，则

能充分显示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

效果。 

4 结语 

综上所述，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空间也相应扩

大，这既能反映出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

又能为国家建设提供推助力。在高等教

育对外开放的关键期，总结已有成就，

并探索发展机遇，为日后高等教育事业

良性运作提供驱动力，同时，还能加快

全球人文交流，取得全球化发展的良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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