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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深化，作为其典型表征的跨国高等教育就是全球化时
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选择。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近些年来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正日益成为全球富有潜在发展前景的巨大而诱人的跨国高等教育市场。
由此，中外合作办学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识、理论支持、政策指导以及实践操作等方面的问题统统浮上水面。
因此，笔者通过对以下问题的研究，以期为跨国高等教育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论研究提供可能的支
撑，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决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方面力图解决跨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某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综合全国中
外合作办学总体情况的基础上，归纳出办学的特点、经验和不足，从办学模式研究人手，构建出较优
化的办学模式及办学体制，最后提出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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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研究的缘起　　经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促使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
更高，对这一影响进行正式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1980年，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就出版了一本《扩展高等教育的国际维度》-书，该理事
会主席、前加州大学总校长克拉克·科尔在书的序言中呼吁：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赠地学院观念的新的
高等教育观念，即高等教育要国际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的形成就是源自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全球性大发展，源自于高等教育内外环
境的推动力，源自于世界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及经济合
作和发展组织（OECD）等的推动。
其中，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把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重要议题提到
议事日程，明确了当今高等教育的三大使命：针对性、高质量、国际化。
大会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呼吁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都必须正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强调国际合作和交流是促进全世界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径。
1997—1998年欧洲高等教育联合会年度会议里，把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到了制度的层面来研究和讨论。
2003年5月26—27日在挪威奥斯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挪威教育部联合召开的高等教育大会，又以“
全球化与高等教育——致力于南北对话”为主题，而这也是继“质量保证和资格认证和认可”的国际
论坛之后，召开的又一个国际组织推动的国际性大会。
经济全球化实实在在地加强了各国之间在教育资源方面的交流，迫使各国教育向国际市场开放，从而
各国可以利用全球的教育市场来发展壮大本土的高等教育，最终又推动全球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由于各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在精英、大众以及普及教育等各阶段发展不均衡，有些国
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于高等教育的供给水平，跨国攻读学位、跨国办教育的现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
事。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适应经济全球化而生，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必然产物。
为了探讨经济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下面将从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
之间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人手，理清新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和规
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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