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
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

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
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潜在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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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各类人才。 因此，深化沿线国家之间人才，尤其是
高校之间人才的交流与合作意义重大。 从沿线各国情
况来看，俄罗斯因其与中国的天然地缘优势、深厚的
历史渊源、新阶段确定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
其本身作为大国在世界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一带一
路”倡议构想下，中俄两国在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
作方面迎来了巨大的契机。

现阶段跨境高等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
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和最主要的实施途径之一。 学者
普遍认同的跨境教育主要包含三种主要形式： 人员
流动、项目流动和机构流动。［1 ］因此，本文将着眼于
跨境教育的三种形式，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跨
境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等进行探讨并反思，
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下两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俄跨境高等教育现状

1. 中俄高校留学人员跨境流动现状
（1）中俄留学人员交互跨境流动增长明显
学生跨国流动包括了本国学生出国学习和国际

学生在目的国留学这两大流动形态。 ［2］近年来，受益
于中俄两国关系不断升温和深入发展，两国留学人员
交互跨境流动总体呈增长态势。 根据我国教育部统计
显示，2013 年至今， 俄罗斯来华留学人数一直是位居
前十，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俄罗斯来华留学
生由 2013 年的 15 989 人增长至 2016 年的 17 971
人，年均增长率为 3.97%。［3］根据俄罗斯教育科学部社
会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2015-2016 年， 在俄高校学
习的中国学生人数为 22 529 名， 在俄所有外国留学
生中，中国学生人数位列第三，仅次于哈萨克斯坦和
乌克兰”。 ［4］

（2）中俄留学生专业选择存在一定差异
相关调查显示，在华俄罗斯留学生所选专业排在

前三位的依次为汉语（12 479 人）、财经（1 590 人）和
管理专业（1 213 人），工程技术类专业紧随其后（556
人），农业专业最不受青睐（15 人），以上各专业选择人
数占该年在华俄罗斯留学生人数总数的百分比分别
为 72.54%、9.24%、7.05%、3.23%和 0.09%。［5］来自俄罗
斯联邦教育科学部社会学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4-2015学年，赴俄留学生选择工程技术类专业、医
学类专业、经济和管理类专业、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

俄语专业及语言班的人数最多，在全日制国际学生总
数的百分比分别为 21.7% 、17.2% 、15.9% 、12.1%和
11.8%，从整体情况看，中国留学生选择的专业与上述
在俄国际学生整体专业选择比例基本吻合且符合俄
罗斯传统优势专业分布特点。［6］中俄留学生在专业选
择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2.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项目发展现状
（1）合作办学项目数量多且以中国引进俄罗斯高

等教育资源为主
俄罗斯一直是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的主要

来源国之一。 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
平台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 2018 年 1 月，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总数为 1 147 个，其中中俄合作办学项目数量
达到 119 个， 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总数的百分比为
10.37%，合作办学项目数量居于前列。［7］从中俄两国
合作办学项目资源流向来看，主要以中国引进俄罗斯
高等教育资源为主。

（2）合作办学项目学历层次以本科项目为主
截至 2018 年 1 月， 中国引进俄罗斯高等教育资

源开设合作办学项目共 119 个，其中 115 个为本科项
目，其余 4 个为硕士项目，本科项目在所有合作项目
中所占比重达到 96.64%。 因此，从中俄双方合作办学
项目的学历层次来看，两国的高等教育合作主要以本
科教育项目为主。

（3）学科专业分布广泛，工学类专业开设较多
在本科及以上层次的 119 个中俄合作办学项目

中，共涉及到 55 个专业。 从专业开设频次来看，开设
频次在 5 个及以上的专业分别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 个）、音乐学（7 个）、俄语（7 个）、数学与应用数学（5
个）、会计学（5个）、国际经济与贸易（5个）。 根据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5 年版）对合作办学专业
进行学科分类，学科门类数达到 10 个，涵盖了 12 个
学科门类的绝大多数，学科专业分布广泛，其中专业
数量排在前 5 位的学科门类分别为工学（28 个）、艺术
学（21个）、管理学（19个）、理学（14个）、医学（9个）和
经济学（9个）。从开设专业情况来看，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的专业为 65 个， 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为 54 个，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相对较多。

3.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构发展现状
（1）合作办学机构数量少且以本科层次为主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数据显

示，目前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总数为 109 个，其中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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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办学机构数量为 5 个，占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总数
的百分比为 4.59%，合作办学机构数量总体偏少。从办
学层次来看，本科层次的合作办学机构（3 个）略高于
硕士及以上层次的合作办学机构（2个，含 1个博士层
次），主要为中国引进俄罗斯高等教育资源。

（2）学科专业设置在优势学科领域开展居多
俄罗斯高等教育在工程类、计算机、医学、经济

学、艺术学、文学等专业领域具有明显优势。 目前，
中俄合作办学机构所涉及的专业共有 18 个， 其中
工学类专业 7 个， 理学类和经济学类专业分别为 3
个，文学类和艺术学类专业分别为 2 个，教育学专
业 1 个，可见合作办学的学科专业主要瞄准引进俄
罗斯的优势学科专业且总体呈现出偏重自然科学
领域的特点。

二、中俄跨境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学生流动存在不稳定因素，增长人数目标完成
难度较大

基于两国高等教育交流情况，2013 年中俄确定了
双方高等教育交流的主要目标———“10 万人留学计
划”， 即在保持双向长期留学规模 4-5 万人的基础上，
逐年扩大各类短期学习交流人员规模，到 2020年，使双
方双向各类留学人员总数达到 10万人。［8］根据 2013年
以来两国高校学生流动增长比例来看，尽管双方留学
人数总体呈增长态势，但要在 2020 年完成 10 万人的
预定目标难度较大，加之世界局势存在的一些不稳定
因素， 如近几年西方主流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给俄罗斯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Bank， IMF）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0~2015 年俄罗斯人均 GDP 实际增速逐
年放缓且在 2015 年出现负增长（-2.80%），成为近十
年来的最低谷，也正是在该年，俄罗斯来华留学人数
出现负增长（-5.84%）。［9］因此，在商定期限内完成两
国领导人制定的高等教育交流人数目标需要更广泛、
更有效的合作与努力。

2. 合作办学高校区域性色彩明显，社会效应与影
响力发挥不足

依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经济区域的划分情况，中
俄两国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在我国东、中、西部和东
北地区的数量分别为 16 个、9 个、4 个和 95 个， 东北
地区（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相关项目和机构
的总数远超东中西部地区总和， 占中俄合作办学项

目和机构数量的百分比为 76.61%， 其中尤以黑龙江
省最多，设置项目和机构个数为 83 个，分别占东北地
区和全国总数的百分比为 87.34%和 66.94%。 从参与
的俄罗斯高校所在区域分布情况来看， 除其首都莫
斯科外， 其他合作高校则主要集中在远东和西伯利
亚地区。 相近的地缘条件、长期的往来互通等促使我
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区域在合作办学方面保留
着传统的区域优势， 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合作办学
区域分布的不均衡， 从而难以在其他区域产生较大
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合作办学声誉和品牌形象等均
受到一定限制。

3. 教育资源引进与输出不对等，削弱了双方相互
认知程度

现阶段中俄两国高等教育合作主要以引进俄罗
斯高等教育资源为主，国内高等教育在俄基础和影响
较为薄弱，俄方高校“走进来”和中国高校“走出去”现
象严重不均衡。 一方面，我国受限于自身高等教育资
源在“质”与“量”上的缺乏，短时间内很难额外调拨出
丰富且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走出去”；另一方面，自
我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以来，由于社会转型等原因，
中俄两国都聚焦于西方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理论与实
践，这削弱了两国在教育科学领域的交流。 此外，作为
全面参与博洛尼亚进程的成员国，俄罗斯在教育领域
积极与欧洲教育相靠近并展开合作，再加上俄罗斯民
众更多的对于自身为欧洲身份的认同，导致了对彼此
教育相互认知的缺乏，也为中国教育“走出去”并创造
品牌办学项目增加了难度。

4. 高水平大学和高层次项目参与度不够，合作办
学“深度”有待加强

从中俄参与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的高校层次来
看， 中方 44 所高校中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名单的共有 6 所，仅占中方参与高校总数的
13.64%。 依据 USNEWS、QS等榜单对俄罗斯境内高校
的排名， 共有 5 所排名在前十强的俄方高校参与，表
明目前俄罗斯的高水平大学对于合作办学仍保留观
望态度。 此外，作为整个教育链的最高端，研究生教育
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尤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
生的核心素养，尤其是国际能力的培养，对两国教育
水平的提升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而实际情况是，目前
中俄合作办学的项目和机构中与研究生层次相关的
只有 6 个，其中仅有 1 个合作办学机构涉及到博士层
次，合作办学缺乏“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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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中俄跨境高等教育发展的反思

1. 顶层设计中俄跨境高等教育，建立战略性的长
期稳定合作关系

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立以及“一带一
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两国关系已达到历史上的较好
水平。 基于两国长远利益考虑，务必首先要从国家层
面对两国的跨境高等教育进行顶层设计，从战略的高
度看待、分析和解决中俄跨境高等教育问题。 首先，两
国政府层面应加强联系，立足双方实际，着眼长远，制
定中、长期专项跨境高等教育合作规划并将其与两国
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 其次，强化组织、注重方法，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将工作项目划归到负责部门，在
明确任务分解的基础上，构建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与
合作机制，促进充分合作。 再次，扩大民间的交流与参
与， 增强民意的认同与支持， 积极开展包括政府、高
校、科研机构、其他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组织参与的
多样化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两国民众在国家政策、科
学研究、 民俗文化等方面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为双方在教育乃至更多领域的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2.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增强合作优势互补能力
基于目前中俄跨境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相关教育

资源配置在流向和区域分布方面还有待优化： 第一，
继续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积极
引进俄罗斯优质教育资源的基础上，下一阶段应更加
关注鼓励引导我国高水平大学在俄开展境外办学，提
高高等教育“走出去”的数量和质量。 作为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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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领域的落实方案，2016 年教育部发布
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文件，其中明确提
出“有条件的中国高等学校开展境外办学”，［10］但具体
方案还不甚明确。 下一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出
台相应实施方案并进行整体规划、布局选点、申报遴
选、建设投资等一系列操作，统一协调外交部、教育
部、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推动形成支持境外办学的
合力， 同时也鼓励社会力量多渠道开展境外办学；第
二， 充分发挥东北地区在中俄跨境教育上的传统优
势，整合资源，提升区域整体教育水平并进一步向外
辐射，吸引其他区域高水平高校参与合作，扩大两国
学生交互跨境规模，提高两国整体合作办学水平和影
响力，形成一系列合作办学品牌项目、机构。

3. 拓展合作领域的宽度和深度，提升合作办学水

平与层次
从中俄两国合作办学情况来看，其宽度和深度方

面还有待拓展：一方面，充分发挥各自学科优势，尤其
是与“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关的特色学科专业，在合
作项目中继续扩大双方学生交流规模， 在此基础上，
聚焦各自国家的薄弱学科、在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和前沿高端技术，联合攻关，从而更好地服务于
两国的经济建设，增强国家竞争力。 另一方面，进一步
提升研究生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发展研究生层次
的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努力争取和拓展与高水平知
名大学在优势学科上的针对研究生的联合培养。 同
时，鼓励其他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所多渠道、多形式地
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并进行引导和规范，实现两国在
高等教育上高水平、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

4. 构建和完善跨境高等教育高校内部质量保障
体系，提升国际高等教育竞争力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高校
传统质量保障体系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 基于相关质
量保障经验、发展历程以及我国国情，作为质量保障
责任主体的高校，应构建和完善跨境高等教育内部质
量保障体系；积极开展与世界一流高校的全方位深度
合作，持续梳理和研究影响高校内部教育教学质量相
关因素，建立质量标准，制定评价指标体系与实施方
案，完善评价结果的反馈机制，注重持续改进效果的
跟踪；积极推进学校参与外部的与国际标准对接的质
量保障活动，如参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来华留学质
量认证、审核评估等，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国际
化程度； 积极参与国际质量保障相关学术或行业组
织，加强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国际合作，提高国
际质量保障话语权。［11］

伴随近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呈现的蓬勃
发展态势，“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两国跨境高等教育
发展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机遇，尽管两国跨境高等教育
仍存在一定的困境和问题，但随着相关政策的持续推
进、两国从政府到民间理解的加深、经济形势的逐渐
好转以及共同的利益诉求等， 双方均应抓住有利契
机，将中俄跨境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水平推向历史的
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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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特别适合翻转课堂教学的全程性、系统性等评价
特点。 基于学生满意度的高校翻转课堂教学评价体系
科学、合理、可操作，具有评定、诊断、反馈功能。 翻转
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还需要更
多的实践检验与修正。 今后，将大规模应用该指标体
系，并通过学习者的反馈和调查来检验其可靠性和有
效性，以进一步完善该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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