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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跨境教育”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方面，同时又有别于教育服务贸易。
跨境教育的提法淡化了教育服务的商业色彩，同时，跨境教育发展的价值追求之一是加强能力建设，
对于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教育交流，推动教育国际化进程意义重大。

　　跨境教育的迅猛发展，引起了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
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以及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为了规范跨境教育活动，相继制订了规制跨境教育行为的、
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还有带有指导意义的、劝导性的国际宣言和指南(可纳入“软法
”的范畴)。

　　西方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同时也是跨境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其中不乏跨境高等教育输出的强国，例
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无论是为了“经济效益”“技术移民”、“国际友好”或是“能力建设”，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跨
境教育，同时也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对跨境教育行为有所规范和制约。

　　在对外开放之前，中国的跨境教育活动极为有限。
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中外合作办学在本质上就是跨境教育在中国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跨境教育在
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内容。
研究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问题，包括其法律性质、法律关系、法律适用、争议解决、法制构建等，既
是规范中外合作办学行为、促进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了解跨境教育输入和输出的规
则，保护我国教育利益的需要。

　　《跨境教育法律问题研究》为学术论文集，研究了高等教育领域里的跨境教育问题。
以跨境教育中的法律问题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了跨境教育的方方面面。
书中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到国内，从欧美到亚洲都有详细的案例分析。

　　《跨境教育法律问题研究》由李晓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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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外国政府之间签署关于促进跨境高等教育发展的双边协议是目前我国政府建立国际资格互认
法律制度的重要手段，此类双边协议主要集中在两国高等教育学术资格的相互认可方面。
在2009年3月25日国家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指出，中国已
经与3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的协议。
最近几年，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学历学位互认工作进展顺利，已于2007年5月、2008年5月、2009年4
月份别与泰国、韩国、越南等国政府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和文凭互认协议。
而且，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中国与东盟国家将进一步加强教育合作，推进高等
教育学历的互认。
双方已连续两年合作举办“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高等教育学历互认问题已成为与会代表的共同
话题。
此外，我国政府还于1983年12月16日加入《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承认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的地区
公约》，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澳大利亚、朝鲜、梵蒂冈、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老挝、马尔代夫、蒙古、尼泊尔、菲律宾、韩国、俄罗斯、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土耳
其、土库曼斯坦等20个国家一起成为该地区性公约的成员国。
该公约也成为双边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签署的国际法基础。
尽管在签署双边学历学位互认协议领域还面临诸多困难，但学历互认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于我国跨境教
育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例如，与某一国家签署学历互认协议后，该国教育机构与我国教育机构合作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和项目所颁发的文凭的认证就有了更具体的法律依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境教育法律问题研究>>

编辑推荐

《跨境教育法律问题研究》：“跨境教育”(cross－bordel education)和“跨境教育提供”(cross-border
education provision)的概念问世于2003年，既是相当新鲜的名词，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现象。
古希腊时代的“游学”即是跨境教育之肇始；中世纪的欧洲，跨境教育初具雏形；而在高等教育国际
化的21世纪，跨境教育更是蓬勃发展，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时代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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