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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国情特点决定了民族问题始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
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决定了民族高等教育
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十分关心民族院校的发展。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民族院校的改革和发展给予了无微不至
的关怀，制定了大量的特殊政策措施，使民族院校得到了长足发展，实现了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促
进了民族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的不断提升。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各民族院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始终保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遵循高
等教育和民族工作规律，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实际需要，培养了一
大批坚定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献身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民族优秀
人才，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应该说，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实践，民族院校已经成为我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研究基地、培养少数民族人
才的重要基地、传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基地，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
位。
　　民族高等教育多年来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对外开放和加强了国际合作
与交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外事接待工作日益频繁；出国访问交流形式
多样，人次逐渐增加，领域不断扩大；聘请外国文教专家越来越多，引进外国智力成效显著；来华留
学质量和数量大幅度提高，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出国留学快速发展；与国外高校的校际合作日益频
繁；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与日俱增，大大提升了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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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回顾与发展研究》主要讲了：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概述、中
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改革开放前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族高等教育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民族高等教育的特殊地位、民族高等教育的作用、中国民族高等
教育发展的主要经验、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是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加强宏观领导，加大投
入是民族高等教育实现持续发展的基础、坚持“两个服务”是民族高等教育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
、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是民族高等教育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坚持高等教育一般规律与民族高等
教育特殊规律相结合是民族高等教育实现持续发展的主要特色、发扬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是民
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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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概述  第一节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  第二节 中国民族高等教
育的地位与作用  第三节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经验第二章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  第一节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国际背景  第二节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国内条件  第三节 中国民
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内在动力第三章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回顾与现状(上)  第一节 中
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成就  第二节 对外开放对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贡献第四章 中国民族高
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回顾与现状(下)  第一节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特点  第二节 中国民族高
等教育对外开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第五章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研究  第一节 中国民族高
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机遇  第二节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  第三节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
的措施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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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国内大学相比，虽然我国民族高校每年外籍教师的人数在逐渐增多，但增长比例极低，平均比
例不超过1％，与我国民族高校发展的势头不相符合。
究其原因，各民族高校在聘请外籍专家时，没有主动开拓宣传渠道，让更多的外籍教师了解我国民族
高校，因此很难吸引到优秀的外籍教师前来教学科研。
二是学校没有建立外籍专家奖惩机制，对聘请的外籍专家实行的是统一的工资待遇标准，而没有实行
差别待遇方式，也难以聘请到所需要的外国专家。
如部分学校未能提高这些弱势学科类聘请的外国专家的福利待遇，因而无法吸引国外优秀专家前来帮
助学校进行弱势学科建设，致使外国文教专家数量不足。
三是对在中国教学期间表现出色、贡献大的外籍教师没有给予表彰或一定的物质奖励，而只提供与不
能履行合同、教学效果差的外籍教师一样的待遇，也容易造成外籍专家流失，加剧外国文教专家数量
不足的局面。
　　3.缺乏有效调动院系教师参与引智工作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各民族高校的教师是外专项目工作
最主要的力量，是院校引智工作的主体。
能否调动他们参与院校外专项目工作的积极性是院校引智工作能否长足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但大多数民族高校未能建立起对学校内部教师的奖励机制，即对每年在引智工作中投人大、引智效果
好的教师未能给予一定的表扬或物质奖励。
由于院校教师常常感觉自己在外专引智工作上的时间、精力投入往往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有时与外
专合作科研时，由于外专经费管理的严格规定，还需要自己支付部分费用；有的认为国家外国文教专
家项目没有纳入学校科研配套经费计划，不如国家社科基金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甚至省部级社
科基金项目，既有更大额度的科研经费支持，而且还有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的名分等顾虑。
长此以往，必然无助于调动教师参与引智工作的积极性。
教师参与外专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缺乏，使学校外专项目失去强有力的依托主体，极大地制约了
学校外专引智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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