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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办 高 等 教 育

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

王佐书

(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北京 100875)

摘 要:借鉴国际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利用国际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是提高民办高等教育质量，提

升民办高等教育水平的有效方法之一。引进什么，利用什么，既要能解决燃眉之急，又要能促进我国高

等教育的健康发展，这是引进和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基本原则。对于民办高校而言，应当在“高、
新、特、前”四个字上下工夫。在引进世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后，关键在于“消化”，只有在充分“消化”的

基础上，才能做好“吸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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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 13． 7 亿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

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建设富强的国家、提高公民的素

质，必然要使公民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中国应当

成为一个教育大国，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这是应

当做好的事，中国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一、问题的起因

众所周知，经济解决一个国家今天的问题，科

技解决明天的问题，教育解决后天的问题，能否培

养出高水平、高质量的优秀人才，是国家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因此，优先发展教育是各国应当做好

的事，中国也正在努力做好这件事。
优质的教育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提高教

育质量是各个国家极为重要的大事，各国有各国

的办法。加强国际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并在交流

的过程中吸取经验，不断促进本国教育水平的提

高，是各国惯用的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为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培养人才是教育最基本的功能，也是教育为社会

发展所做的贡献。教育的质量越高，培养人才的

质量也越高，教育为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也就越

大，可以说，教育是社会发展基础中的基础。因此

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目的是为社会

的发展提供各级各类的优秀人才。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人是为社会的发展服

务的。人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推动人

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要求为社会服务的人适应

社会的发展。由此循环往复，既提高了教育水平、
培养出了优秀人才，又推动了社会发展与人类进

步。教育与社会发展或者说人与社会发展，是互

为因果、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关系。
人推动、服务和适应社会发展，都是为社会服

务。问题的关键是，人服务的是一个发展变化的

社会，发展变化的社会也会要求人的发展变化，从

某种意义上说，人发展变化的速度决定社会发展

变化的速度，人发展变化的速度与社会发展变化

的速度越和谐，社会就越和谐，社会发展就越快，

这已被社会实践所证明。
需要研究的是: 社会在怎样发展变化，世界在

怎样发展变化，中国社会在怎样发展变化，在这样

发展变化的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人为社会服务?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能

成为合格的高等教育、才能对国家有较大贡献并促

进本校教育水平的提高，这就是研究问题的开始。
对中国而言，从社会的发展变化看，最突出的

形势是: ( 1)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加强，影响日

益突出; ( 2) 中国改革开放已 33 年，并将改革开

放作为基本国策; ( 3) 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并认真履行自己的承诺。
由此带来的最大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包

括以下六个方面: ( 1 ) 中国已在更大的范围内登

上了国际舞台; ( 2) 中国要在世界的舞台上竞争;

( 3) 中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具有竞争力的各种各

样的人才; ( 4 ) 中国是否有能力培养出在世界舞

台上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 5 ) 中国暂时培养不出

满足社会需要的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人才怎么

办; ( 6) 中国是自力更生地发展高等教育还是借

力发展，高等教育是否应在借力中学习发展、创新

发展和与时俱进地发展?

中国选择的是引进世界高水平的优质资源，使

其能服务、推动、提高和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策略。

二、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基本原则

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是近 20 多年来发展起来

的，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民办高

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

成果。在笔者看来，民办高等教育是用“民资”来

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教育; 公

办高等教育是用“公资”来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
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教育。无论是民办高等教育还

是公办高等教育，都是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为国

家培养人才。民办高等教育和公办高等教育为国

家培养人才这一属性是一致的。提高教育质量，为

国家培养优秀人才，既是公办高等教育的生命线，

也是民办高等教育的生命线; 既是公办高等教育的

责任，也是民办高等教育的责任。
要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高水平、高素质的人

才，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方法。其中，借鉴国际高等

教育的经验和利用国际高等教育各种各样的优质资

源，是提高民办高等教育水平的有效方法之一。
关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同的专家、学者有

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在认识不

同的情况下，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容和层次也

会有不同的认识，根据本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

水平，也会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容和水平作出

不同的解释，这是极为正常的事。
但不管怎样，利用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以

服务、提高、促进和推动本国高等教育的最优化发

展应当是基本原则。这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

应当是引进、利用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归宿。
引进知识，知识会老化，引进技术，技术也会老化。
引进、利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既要看到眼前的利

益，更要看到长远的利益。引进什么，利用什么，

既要能解决燃眉之急，又要能促进我国高等教育

的健康发展，这是思考问题的基本点，也应当是引

进和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基本原则。

三、引进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类别

引进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目的、内容、层次以及功能来思考和判断。
对一个具体的民办高校而言，引进和利用什

么样的资源才能有效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提高

办学的层次，为国家培养优秀实用的人才，是应当

慎重思考和抉择的重大问题。
一般说来，引进的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应

当有如下五个特征: 一是具有世界水平; 二是培养

的人才在我国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急需的、短缺的;

三是能解决本校和国内确实无力解决或不容易解

决的问题; 四是能有效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对提

高中国高等教育水平大有补益; 五是引进的优质

高等教育资源能有效地、与时俱进地体现世界先

进水平; 六是在实践中已证明其有较好的效果，并

适应中国的国情。
总之，应当在“高、新、特、前”四个字上下工

夫。高，指用国际的标准评价，其教育能体现高水

平; 新，指用国际上的标准评价，在教育中能充分

体现出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或新观念，在课程、
专业、模式与管理等方面有创新之处，且已被实践

证明是行之有效又适合中国国情的; 特，指具有独

特的效益; 前，指能超前地、未雨绸缪地为社会发

展培养人才。
为了把事情说得更具体一些，笔者就引进国际

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层次和内容做概括性地分类。
就高等教育办学层次而言，一般引进通常分

为专科层次、本科层次、硕士研究生层次、博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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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层次以及其他专项合作等 ( 如某项专门知

识、专门技能等的培训; 专门人才的培训) 。
就高等教育引进的内容而言，通常分为五种类

型，即: ( 1) 理念与理论; ( 2) 教材、课程与专业; ( 3)

师资与教学方法; ( 4) 管理模式; ( 5) 评价标准。
前文已经提到，引进、利用国际优质高等教育

资源，一是要以服务、提高、促进和推动本国高等

教育的最优化发展为基本原则，二是既要看到眼

前利益又要看到长远利益的基本原则。这两个基

本原则既是对引进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启

发，也是对引进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客观要

求，同时也是对引进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效益

的基础评价。
引进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要解决的问题是

多方面的，但择其关键，有如下四个方面: ( 1 ) 如

何服务、提高、促进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最优化

发展; ( 2) 如何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怎样获

取这些利益以解决燃眉之急、促进健康发展; ( 3 )

充分利用引进的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具体措

施; ( 4) 是否具有利用所引进的“多功能”效益的

能力，是否在能力、政策和机制上具有可持续地利

用“多功能”效益的准备。
所谓最优化，指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使用的

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和时间最少，而获得的效果

最好。这是工作的原则，也是对工作的要求。
关于服务我国高等教育，提高我国高等教育

的水平，“收获”眼前的利益，不必多言。如何促

进、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最优化发展，“收获”长远

的利益，促进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才是值

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四、培养具有国际化水平的落地人才是关键

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关键是能培

养出具有国际水平的落地人才。只有培养出具有

国际水平的落地人才的学校，才能有达到国际水

平的课程和专业，才能有适应国际水平的管理模

式和教学技术，才能有适应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只有学习和掌握了一整套具有国际水平的教育经

验，才会 有 能 培 育 国 际 化 水 平 人 才 的“工 作 母

机”。用这具有国际水平又适应本国国情的“工

作母机”，可以“造出”具有国际水平的人才，有了

国际化的人才，就有了可以“再造”国际水平的各

项事业。这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着

眼点、着力点和关键点。它是长远的效益，多功能

的效益，也是必须获取的利益。
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绝不能仅仅

满足于引进几名世界知名教授，引进几种教材，引

进几门课程，学到一些高科技和引进一些技术等，

这都是眼前的利益、暂时的效益，解决的是燃眉之

急。知识、技术总会老化，“输进血液的细胞总会

死亡”。这句话揭示了深刻的道理，仅靠“输血”
活着不可持续，只有在自身“造血”功能上下工

夫，才能实现可持续。这是规律，是对工作的要

求。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一定要处

理好“输血”和“造血”之间的关系，“输血”是眼

前的利益，获得“造血”的功能才是长远的利益。
“输血”是救急，能“造血”才能健康成长。这是工

作的着眼点、着力点，也是做好工作的关键点。
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要在“造血”

上下工夫。“造血”要有原料和功能，必须弄清楚

原料是什么、功能是什么。因此，关键是在引进、
“消化”、“吸收”与再创新上下工夫。

前文已讲过引进，问题的关键是: ( 1 ) 如何

“消化”，“消化”什么，怎么“消化”，如何“消化”
效益最大; ( 2) 是否有“消化”的方法和能力; ( 3 )

能否做到百分百地“消化”，至少是充分“消化”;

( 4) 如何促进“吸收”，“吸收”什么，怎么“吸收”;

( 5) 是否有“吸收”的方法和能力; ( 6 ) 如何创新，

创新什么最有效。
引进世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引进仅仅是第

一步，关键在于“消化”，如何“消化”更充分，要能

为真正地“吸收”打好基础。一般说来，“消化”可

以简单地看成是有理论、有目标，能深入细致地分

析、评价，并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分析是“消化”的前提，是“消化”的基础。
一般而言，引进的教育资源大致可以从以下

诸方面分析考量: ( 1 ) 内容 ( 教育内容、科研内容

等) ; ( 2) 形式( 教育、科研的形式) ; ( 3 ) 方法 ( 主

要采用的教育、科研实践方法) ; ( 4) 水平( 达到世

界何种水平) ; ( 5) 特色( 独具的特点、特有的教育

功能和特殊效益等) ; ( 6) 获得的效果所需要的条

件( 对学生素质、教学条件、实践条件和科研条件

等的要求) ; ( 7) 对教育、科研和实践工作的专题

评价和全面评价; ( 8 ) 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水平可

以借鉴的所有内容; ( 9 ) 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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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 ( 10) 培养优秀国际化人才的最大特色与

成绩; ( 11) 其他。
“吸收”是我国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

内容。只有在充分“消化”的基础上，才能做好“吸

收”工作。“吸收”要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吸收”的关键是“吸收”什么，怎么“吸收”和能“吸

收”什么。“吸收”什么，“吸收”的多少、优劣、完全

不完全，取决于引入的目的、内容、实践和效果。引

入优质教育资源的目的越明确，“消化”的水平越

高越全面，观察分析得越全面、越彻底，“消化”得越

充分，才能“吸收”得越好，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

水平才能越有益，引进的“多功能”才能充分体现。
引进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应当将优质教育

资源“吃干榨净”。在引进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的过程中，资源是固定的，能否“吃干榨净”，也就是

能否充分利用资源的“多功能”效益。这不是取决

于资源，而是取决于我国合作学校“吃干榨净”的

意识和本领: 第一，是否具有“吃干榨净”的意识; 第

二，是否具有“吃干榨净”的能力; 第三，是否具有

“吃干榨净”的方法; 第四，是否具有“吃干榨净”的

机制; 第五，是否具有“吃干榨净”较完整的理论。
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能否在中国高等教育

中显现出来? 应当说，有的是显现的，有的是隐蔽

的，有的是显现在一段过程中，有的是显现于全过

程的，因此要求中方合作者能用“三镜”来分析问

题，即: 用“望远镜”看，做到高瞻远瞩、远见卓识;

用“显微镜”看，做到见微知著、一叶知秋; 用“广

角镜”看，做到广开思路、博采众长。
对中国而言，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作若干个

项目，是一个社会实践课题。既然是实践，就应当

允许项目的成功和失败，或是部分成功和部分失

败。任何一个项目的成功都是有条件的，当条件

不具备时，成功的几率就较小，这符合客观规律。
作为合作者一方的中国高校，应当密切配合

与研究成功的条件、因素，保障成功的条件，为成

功的条件做好“服务”工作。项目成功的效益越

大，合作的双方受益就越大。
一般说来，“吸收”的着眼点在于: ( 1) 成功的

因素; ( 2) 不足的因素以及出现问题的原因; ( 3 )

需要改进的内容、方法、程序与措施等; ( 4 ) 评价

的方法和体系; ( 5 ) 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鉴

的教训; ( 6 ) 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带来的启示;

( 7) 对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带来的启示; ( 8) 对

中国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政策建议; ( 9 ) 对

推动、提高本校教育工作带来的启示; ( 10 ) 具有

一定价值的提高国内教育水平的经验。
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最关键的功能是再创

新。再创新的关键是创新什么，如何创新，创新的

条件是什么，创新的成果是否可持续，创新的成果

是否可推广，创新对服务、提高、促进和推动中国

高等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水平能带来多少效

益，创新的成果能否接受实践的检验，能否接受时

间的检验。
一般说来，创新的着眼点应当在服务、提高、促

进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优化发展上下工夫。即: 能

根据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实践和所取得的经验，结合

我国国情和高校的实际，为争取更大、更优的效益，

完善高校功能而采取的新的措施和方法。
注:本文是王佐书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在西安“民办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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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use of a variety of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standard of non-governmental higher education． To intro-
duce and utilize the right resources which can not only solve immediate problems but also promot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basic principle when consider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efforts should be placed in subjects of“high，new，special，advance”． After introducing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the key is“digestion”，and only on the basis of“digestion”，the work of“absorption”can perform sati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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