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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使命与行动策略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研究座谈会发言选登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5）06-0001-13

编者按：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建设，为深化我国与沿
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比较教育研究开拓了新视野、提出了新任务。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教育如何推进“民心相通”、助力“互联互通”？为此，4月 11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
院、《比较教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座谈会，参会专家积极建言献策，本刊本期集中发表专家发言，以飨
读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研究作为本刊重点选题，欢迎作者积极提供有深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刊将优先刊发。

“一带一路”与比较教育的使命

顾明远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一带一路”，这是我国提

出的以古代“丝绸之路”为历史符号的区域合作倡

议，旨在建立区域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早在公元

前二世纪，西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就打通了

中国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通道，后来宋明时期

又有了从海上经过东南亚、印度洋到地中海的海

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贸易，把中国的丝绸、陶
瓷、茶叶等运向西方，并从西方带回香料、工艺品

等商品。在贸易交往过程中，必然会开展文化交

流。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通过这两条丝绸之路传

播到中东和西方的，同时中国也大量吸收了许多

中东和西方的文明。因此，“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一

条和平之路、共同发展之路、文化交融之路。今天

重提“一带一路”，就是在新的全球化形势下，继承

弘扬这种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精神，与沿线国家

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共赢、文化包容的利益共

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虽然以经济合作为核心，但经济

发展必然涉及技术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这中间

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一带一路”的所有活动

都要靠大批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普通劳动者来

进行，因此，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成为“一带一路”
成败的关键。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必将成为“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教育必须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规则、了解他国文化、精通

业务的人才。从中国来讲，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

人才，不仅要精通本职的业务，而且要了解周边国

家的文化教育，善于与他们交流和沟通，能够参与

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比较教育是研究各国教育并加以比较、探索

教育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在我国发展较晚。改革

开放以后，为了尽快恢复我国因“文革”破坏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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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秩序，为赶上发达国家的教育现代化步伐，比较

教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本世

纪以来开始关注非洲、拉丁美洲诸国的教育，但对

我国周边国家的教育却研究得甚少。“一带一路”
的倡议给我们比较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比较教

育工作者要审时度势，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的战略，开展周边国家教育的研究，起到教育智库

的作用。为此，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我国比较教育工作者队伍庞大，许多师

范大学和综合大学都设有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因

此需要力量的整合和分工，避免重复或产生空白。
例如，上海、广东等地的研究机构可以海上丝绸之

路的沿线国家教育为主；北方和西部等地的研究

机构可以陆上丝绸之路沿路国家的教育为主，既

有分工，又有合作，并定期开展研讨，交流研究经

验，讨论遇到的问题。
第二，先从国别研究着手，厘清各国教育发展

的历史、现状和基本特点，然后加以分区域的比

较。特别注意他们的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人才的数量和适应能力、留学交流的情况、在
周边区域合作中需要哪些援助或者可以输出什么

援助。
第三，需要重视文化研究。我国周边国家大多

是民族国家，都有各民族的特点，离开民族文化很

难理解他们的教育制度和政策。最好能到该国进

行实地考察，了解他们的民风民俗及其与教育的

关系，如他们对教育价值观的理解，对人才的期望

等文化观念形态。了解了各民族的文化观念形态，

无论是我们接受留学生或者我们派出人员都能做

到适当。
比较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因为我们过去缺乏

研究的基础，同时这些国家的文献资料比较缺乏，

我们的研究需要转型，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

难。但我相信，只要大家通力合作，一定会有成果。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

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一带一路”与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周满生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 3 月 28 日联合

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
有了纲领性蓝图。这个蓝图不仅标志着中国以“一

带一路”为主旋律的外交战略将开启新篇章，同时

也标志着中国的教育开放也面临着新的机遇。
“愿景与行动”圈定了“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涉

及的 18 个省份，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

海、内蒙古等西北的 6 省区，黑龙江、吉林、辽宁等

东北 3 省，广西、云南、西藏等西南 3 省区，上海、
福建、广东、浙江、海南等 5 省市，内陆地区则是重

庆市。“一带一路”战略涉及 60 余个国家，44 亿人

口。“一带一路”在促进教育进一步开放方面的作

用，可能有哪些？

1.大幅度拓展与沿线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合

作，尤其是孔子学院的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大多

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按照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的原则，中国高校在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领域的深入合作，更能发挥积极主动性，也有可能

实现更多对等交流。“一带一路”战略，其中的“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提法就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9 月 7 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

首次提出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提出要扩

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要

向沿线国家提供 1 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深化沿

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这些都是很实在的举措。
地方政府也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如云南提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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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独特区位优势，统筹推进“区域性高水平大学建

设、国门大学振兴行动计划、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升

级”的多元并举策略，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

高等教育竞争力的综合提升，切实增强云南高等

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最直接的影响是推动汉语教

学的发展。地方高校对举办海外孔子学院有很强

的积极性，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广东韩山师范学

院，是一所很不知名的地方高校，但该校的汉语国

际教育就非常有特点，学生主要来自“一带一路”
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韩国、日本、马来西亚、乌
克兰、澳大利亚等国，与这些国家的很多高校建立

了学术交流关系。特别注重与东南亚国家潮汕华

侨华人子女开展华文教育，重打血缘和亲情牌，每

年在广东韩山师范学院学习华文的东南亚学生超

过 200 人，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2.促进国内西部地区教育的腾飞。“一带一路”

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

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国家投入

大量资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

迈向前沿，大大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能力。包括在

广西，发挥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形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

的重要门户；在云南，发挥区位优势，打造大湄公

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同时建设成为面向南

亚、东南亚的教育辐射中心。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

优势和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
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发挥

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

势，促进穆斯林文化和教育的开展。
3.促进现有国际教育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现

有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

欧会议（ASEM）等国际组织都有相应的国际教育

分支部门，定期召开教育部长会议，开展多种多边

教育合作。“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发展理念倡议，

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带动下，会进一步强化

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加强相关国家沟通，让更多的

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一带一路”战略

对教育发展推动的局限性和有限性。当初提出“金

砖国家”教育合作时，理论界也曾热闹一阵，最后

不也“风声大，雨点小”偃旗息鼓了吗？现在建设

“一带一路”的主要动力来自我们自己，如果没有

对方的配合，没有对方的需求，这个经济带能否建

设起来？亚洲国家众多，语言和文化差异巨大，如

果周边这些国家没有需要，没有对方配合，对等教

育合作能否建得起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更多

的是一种市场行为，遵循市场规则办事，不能靠长

期中国提供无偿、无息或低息贷款来解决他国的

经济发展或教育发展。如何能真正做到共赢而不

是居高临下？多边合作虽然基于国际组织的推动，

但比双边政府间交流有更大的变数和难度，这些

都提示我们要有充分的预谋和战略思考。
（作者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研究员）

开放教育筑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曾天山

建设“一带一路”是我国谋划未来和平与发展

的大战略，提出了加强与沿线国家教育人文交流

的新需求，为扩大教育开放、提升教育国际影响力

提供了历史机遇。

一、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需要教育开路

“一带一路”总人口约 44 亿，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总量的 63%和 29%，目前

已获得近 60 个国家加入支持，既表明实施这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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