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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处                                  2015年 8 月 19日 

【聚焦“十三五”规划】 

中国大学国际化的一个全球试验 

截至 2014年底，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教育合作以及中国大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

际化项目——孔子学院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第一所孔子学院于 2004年 11月 24日在韩国

首尔正式挂牌运作，截至 2014年 10月底，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已在全球 125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了 471所孔子学院和 730个孔子课堂，向全球派出了上万名教师和志愿者。 

一、孔子学院的模式与经验 

1.功能与服务模式。总体说来，孔子学院可以大致分为以下 4类服务模式：第一种模式

可以称之为教学主导型，是最主要的功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有体现。第二种模式

可以称之为是社区服务型，也是较为主要的一个功能，体现在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汉语

教学基础好的地区。第三种模式可以称之为学术研究型，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第四种模式

可以称之为融入型，即孔子学院融入大学课程的正式系统，变成学校的正规教学单位，这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发展。 

2.国际合作中的运行模式。在运行和管理方面，《孔子学院章程》规定 “孔子学院实行

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研究发现，孔子学院的合作运行模式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多种

多样，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种：（1）汉办主导模式。在汉办主导模式中，中方院长对孔子学院

的各项事务具有主导性。外方院长对孔子学院的具体事务并非真正介入或者参与不多。（2）

主办大学主导模式，主办大学主导模式多出现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知名大学。这



些大学一般都声誉卓著，甚至有较好的汉学系．外方院长对孔子学院的项目发展和规划亦有

非常清晰的远景意识，在发展规划、项目策划与实施、日常管理等方面能够起到主导作用。

（3）相互协作模式。在相互协作模式中，中方院长和外方院长在合作分工的基础上，共同商

量、决定孔子学院的院务和发展。 

二、孔子学院面临的主要挑战 

十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虽然极为迅速，但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一个挑战

来自中西方大学传统理念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中外方大学合作的可持续性的影响，另一

个重要的挑战来自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这在孔子学院整体上和个体上都是至关生存的重

大问题。这一挑战与中外方大学之间的合作是否通畅，以及中外方院长的工作能力和模式直

接相关。与此相关的是如何融入当地、因地制宜。如在针对并适合各地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等社会条件下选拔和使用教师和教材。另外，汉办对各国中方院长和教师的支持上需要

有更多战略性的平衡，尤其是对前往欠发达国家孔子学院工作的中方院长和教师，要考虑如

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关爱。 

再次，是孔子学院如何更好地担当起国际社会文明使者的角色。正如李源潮副主席在

2014年 6月 24日召开的非洲孔子学院联席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孔子学院是中外文化交流

互鉴的重要平台”。传播中国文化和学习世界其他文明是孔子学院的双重任务，也是它可以大

有作为的空间。如果说每一位外派中方人员都是一张中国名片的话，这些名片自身能体现出

什么样的中国文化特点、他们又能学习什么样的异国文化就至关重要。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是派遣前加强对中方孔子学院院长和教师对有关派赴国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培训，培养

他们尊重所在国的文化习惯，并在派遣后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和融入异国他乡的社区生活。正

是他们对各国本土文化的渗入式了解和学习，才能真正促进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

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切理解。 

最后，孔子学院在短期内的迅猛发展对自我科学评估和研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虽

然已有来自第一线的实践者对孔子学院的多方位研究，但是在研究方法、领域、理论和视野

等诸多方面多数局限于汉语教学或文化传播等技术性层面的泛论，难以为孔子学院的自身发

展以及国际性的教育发展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服务，也不能提供

具备国际水准的科学研究成果，几乎无法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双向交流并对之产生影响。对于



孔子学院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高水平的政策研究中心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优先战略。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 4期） 

【新动态】 

第八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深化人文交流 中国高校已开齐东盟国家所有语种课程    

第八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日前在贵阳开幕，会议将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教育领

域的合作，提升人文交流水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寄语祝贺。她说，

2016 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5 周年，中方正在积极和东盟方探讨将明年确定为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年，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继续发挥交流周的独特作用，拉近青少年心灵距

离，推动教育共同发展，提升人文交流水平。柬埔寨副首相索安表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

周是各方加强人才交流、提升教育层次、促进互利共赢的开放平台。柬方将大力推动东盟各

国与中国深化教育与人文交流合作，为实现亚洲地区持续稳定繁荣作出贡献。中国教育部部

长袁贵仁说，中国教育部愿意与东盟各国有关方面积极落实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在中国

与东盟国家间架设起心灵之桥、友谊之桥、理解之桥，希望双方把交流周打造成人文交流的

重要平台和特色品牌，进一步拓展双方教育和人文交流的深度与广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

总干事恩吉达希望中国与东盟各国更好地发挥交流周的积极作用，鼓励支持政府之间、产学

研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教育交流合作。2008 年以来，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州连

续举办 8届，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文交流的主要平台之一。（转自 《新华网》 2015年 8

月 4日） 

21 所中国大陆高校进入泰晤士亚太大学排名前 100    6 月 11 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发

布了“2015 年亚洲大学世界排行榜”，中国高校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教育的龙头，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分列第 4 名、第 5名。尽管日本东京大学在亚太大学排行榜上位列第一，但前 100 名

的榜单上，中国大陆高校入围数量达 21 所，成为亚洲教育第一方阵，日本屈居第二。排名

亚洲前 50 的中国大陆高校还有复旦（24）、中科大（26）、南大（35）、上海交大（39）等八

所高校。同济大学位列第 87 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香港的高校在亚太排行榜上表现强劲。

其中，香港大学在亚洲大学排行榜中排名第三，香港全部 6 所入围大学均名列前 50 强。（转

自《文汇教育》2015年 6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