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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湖南高职教育国际合作办学
机制研究
高俊祥袁高孝亮袁王春林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自“一带一路”倡议发出以来，湖南高职教育就实践了“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作出了一些成绩，但规模总体过小。文章分析了

和“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的意义、湖南高职教育国际合作办学的现状，探讨了建立与完善国际合作办学机制的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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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是我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扩大改革开放、

增强综合国力的重大战略部署，为造福沿线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

提出了中国方案。

在这场占全世界人口 63%、经济总量占全球 30%的全球化实
践中，高职教育国际化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为此，我国相继出

台了政策文件，鼓励高职教育与“一带一路”战略深度融合，扎实推

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据教育部统计，截至 2020年 2月，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 37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872个。其中，与一带一路沿
线 8个国家开展合作办学，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共 65个，中外合
作办学招生规模总体偏小[1]。

2 湖南高职教育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的意义
2.1 为我省企业“走出去”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持
早在 2015年 10月，我省出台企业服务“一带一路”相关方案，

提出加大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力度。截至 2018年，我省累计核准
境外企业数量、对外直接投资额稳居全国前列、中部六省首位。可

见，人才，已成为我省企业参加“一带一路”行动的重要支撑。大量的

高职院校如果融合“一带一路”战略，一方面可以吸引国外留学生来

湘学习，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本地学生培养成国际化人才，两方面的

人才可以共同为“走出去”的湘籍企业服务。

2.2 为我省高职教育强身健体提供更好的舞台
2019年，我省在建的卓越高等职业院校有 21所，但与《中国高

等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8）》比较发现，中国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
献 50强和教学资源 50强榜单中，湖南均只有 1所，而国际影响力
50强湖南缺席。由此可见，我省高职教育的整体实力还不够强大。
组织、推动我省高职教育主动融合“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建立高

职教育国际朋友圈，与国际同行交流互鉴，利用它们的优势资源，提

升我省高职教育质量。

2.3 为我省高职学生就业开辟更大的市场
2020年，湖南高职院校毕业生共 18.57万人，当地就业率为

58.32%，还有相当大比例的毕业生仍然需要依靠省外市场提供就
业机会，就业率为 77.65%，还有近 4.2万毕业生在等待就业。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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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国际合作的推进，将会有大量的域外企业为学生提供就业

机会。

3 湖南高职教育合作办学的现状
3.1 湖南高职教育国际合作办学在全国的地位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出，高职院校

要积极举办高质量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

步实施，在教育部相关文件指引下，全国高职院校也逐步开展国际

合作办学。教育部 2018年数据显示[2]，全国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或机构数量排名靠前的省份分别是：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上

海市、山东省、四川省与河北省，而湖南遗憾地落后了。2018年，湖
南省高职院校在全国技能大赛中共获得一等奖 34个、二等奖 66
个、三等奖 51个，获奖总数达 151个，列全国第一，连续三年取得突
破。由此可见，湖南高职教育质量与国际合作办学成绩反差明显，大

有潜力可挖。

3.2 湖南高职教育国际合作办学的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考察湖南时，对我省有过战略定位[3]，同

时，湖南省还是西南地区开发新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在建设“一带一

路”项目框架中，长沙被选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4]。湖南“湘企”“湘
品”特色明显，优势突出。2020年湖南有高职高专院校 74所，在校
生 70.29万人，比 2019年增加 13.9%。有“双高计划”建设单位 11
所学校，数量排全国第五。入选“十三五”规划教材 139本，数量排全
国第五，高职教育资源和质量名列全国前茅。湖南的区位优势、产业

优势、高职教育资源为国际合作办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留学生规模较小，国际化办学院校数量少。2020年，全省高
职院校克服疫情不利影响，有 14所高职院校开展了国（境）外留学
生培养，占全省高职院校的 21.13%，在校留学生规模 711人，与
2019年基本持平。
（2）援外技术服务不成规模。2020年，全省高职院校援外技术

服务普遍受阻，相关指标均有较大幅度下降，但好于预期：专任教师

在国（境）外企业承担专业技术服务 74人、承担国（境）外企业技术
服务 182项。
（3）服务出境“湘企”力度小。全省高职院校积极为中国中车、湖

南建工集团、隆平高科等“走出去”湘企国外经营提供技术、人才支

撑。2020年，持续为“走出去”湘企输送毕业生、提供员工培训和提
供技术支持数分别为 8420人、16896人、266项，输送的毕业生仅占
当年毕业生总数的 4.53%。

4 湖南高职教育国际合作办学机制的思考
高效的合作机制是确保国际合作办学取得成功的前提，它可以

及时发现合作需求，匹配最佳的合作对象，配置最优的办学资源，发

挥最好的合作潜力。合作机制要能约束合作体系中的相关各方，以

强烈的责任感，最大的能动性履职尽责，同时，要确保参与各方的合

理权益，激发参与积极性，要让参与各方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

要协同努力，相向而行，要做到评价公正、奖罚分明。所以，合作机制

应包含强大的组织机制、客观公正的评价机制和有力的保障机制。

4.1 组织机制
有组织才有力量，高效的组织机制会迸发蓬勃的行动效益。政

府部门在情况摸底、资源调配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在构建组织机

制时，确定由政府部门牵头，成立省级高职教育国际合作联盟，成员

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工信、商务、高职院校、相关企业或行业协会、商

会等民间团体，各成员单位要成立相应职能部门，专人专责。合作联

盟的职责是动态采集国内外的教育政策、产业计划、企业需求、学校

发展等信息，经分析处理后，发布合作信息，寻找对接的国家、学校、

企业。作为合作办学的执行主体，各高职院校要与合作方经过充分

的沟通和论证，向联盟上报详细的工作方案，并及时反馈办学信息。

4.2 评价机制
为促使组织机制运转灵活高效，联盟牵头部门应定期组织开展

对联盟和联盟成员的评价工作。联盟可以年度为周期，进行工作总

结，各成员单位对联盟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联盟负责人和

工作人员绩效发放的依据。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表现由联盟考核，考

核结果可作为成员资格去留的依据，对其工作人员则作为问责的依

据。对执行主体的高职院校而言，为保证合作办学的质量，提升国家

形象，真正让项目使各方受益，打造示范效应，应建立合作办学的多

方评价机制，对项目建设进行考核。考核参与方包括联盟成员单位、

对方政府相关机构和学生。考核结果可作为学校“双一流”申报的评

审指标，还要作为调减院校获取合作办学资源的考虑因素。应给予

评价好的学校更多的合作机会，考核不合格的学校，要责其整改，视

整改结果决定成员资格的去留。对学校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进行问

责。

4.3 保障机制
国际合作办学涉及国家众多、体制各异、疆域广阔，合作方资源

禀赋相差悬殊，风土人情千差万别。联盟各方要建章立制，规范合作

办学行为，研究支持学校和企业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的激励政策，使

学校、学生、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和荣誉感。为尽量减少合作办学的风

险，相关政府部门要研究建立法律服务机制、卫生服务机制、紧急情

况救援机制，以消除合作各方的后顾之忧。为让学生能快速适应境

外就业环境，顺利就业，应对学生提供就业辅导。

5 结束语
湖南以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产业优势，可在“一带一路”

倡议中扩展巨大的发展空间。认真落实“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可体

现大国当担，树立国家形象，壮大学校、做强专业、服务企业。政府相

应主管部门和各高职院校，要主动作为，建立、健全我省高职教育国

际合作办学的组织机制、评价机制和保障机制，促进合作办学项目

开花结果，让“湘校”、“湘企”、“湘品”飘香“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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