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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视角下国际高端复合型
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摘 要

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合作办学的深入，成绩与问题也逐渐显

露。通过针对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的具体调研，针对新时期中外合作办学视域下国际高端复合型人才的培

养模式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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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教育的新兴事物，在我国

已经取得较快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是在经济全球

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的必然结果。中国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

的国家之一，在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方面取得了令世

人瞩目的成绩，逐渐成为全球富有潜在发展前景的

跨国高等教育市场。近年来，辽宁省高校在中外合

作办学领域显示出了后发制人，蓬勃发展的态势，

成为全国中外合作办学的第一批试点。辽宁省教

育厅为了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交流，提高办学

的层次，自 2004年以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校

引进国外大学的文凭、教师、课程、资金等诸多优秀

的教育资源，试办二级国际商学院或高等技术学

院，立足国内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了

解科技前沿、精通外语的紧缺人才。政策出台后，

不仅受到了省内各高校的强烈响应，而且也受到了

家长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

作为中外合作办学中的佼佼者，在其独具特色的十

六年办学道路上创新探索，励精图治，取得了有目

共睹的卓越成就。

本文通过对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探讨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视角下，国际高

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模式、现状以及亟待解决的问

题，并给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以期推动中外合作

办学健康发展。

二、中外合作办学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一）中外合作办学现状

我国目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达到 1100
多个。从地域上看，中外合作办学多集中在东部发

达沿海城市；从合作对象看，外方主要来自经济、科

技和教育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排名前10位的国家和

地区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香港、新

加坡、英国、台湾、法国、德国和韩国；从办学层次和

类别分布看，中外合作办学的层次覆盖面很广，其分

布从幼儿园到研究生均有机构和项目。其中，高等

教育层次的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占多数；从专业分

布情况看，中外合作办学开设的专业相对集中，主要

集中在工商管理类、外国语言类、信息技术类和经济

学类，同时，艺术类与教育学类也占一定比例。

（二）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通用模式

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肩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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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输送高素质的国际高端复合型人才的使

命。随着中外合作办学水平的提高，如何利用高质

量的国外教学资源，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水

平，适应国际化、现代化的管理要求，培养“高素质，

高能力，复合型，应用型”的高端人才是如今中外合

作办学向纵深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内大多数中外合作办学的二级学院通

常设置国际商务、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和金融学

等相关管理类和经济类专业。所采取的办学模式

在国内也极为常见，即引进项目合作方的专业设

置、教学计划和英文原版教材，中外教师共同承担

授课任务，英语为基础授课语言。学生在修满一、

二年级的专业基础课后，可选择较为灵活的出国留

学方式。学生学业成绩全部合格后，可以获得中外

两所院校分别颁发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目前，

采取此类培养模式的辽宁省高等院校，如辽宁大学

亚澳商学院。其在校生人数为1760人，这其中在澳

洲维多利亚大学留学的学生有438人。出国到澳大

利亚的毕业生中有 90%以上考取澳大利亚重点大

学和其他国外知名院校的硕士研究生。

三、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中的问题

（一）教师队伍

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合作方的外籍教师存

在一些问题：一是一些外籍教师缺乏资质，教学能

力欠缺，导致教学效果不佳，授课质量难以保证。

二是一些外籍教师年龄比较大，身体素质不好，造

成本应该“火花四溅”的课堂上，创新性不足。这与

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的初衷背道而驰。三是一部分

外籍教师抱着短期旅行，“顺便”上课的思想而来。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对我国学生层次，教育理念，教

育质量都不甚了解。从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导

致双方摩擦不断。此外，中方教师队伍也存在一些

问题，诸如，中方教师的水平就个体而言，参差不

齐；教师队伍年龄层次和梯队建设以及课堂填鸭式

教学，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不足等。

（二）教材与教学大纲

教材与教学大纲过于陈旧，也是中外合作办学

中常见问题。个别合作办学项目，仍旧沿用国内普

通本科专业的教学大纲，完全不符合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的实际教学内容；教材过于陈旧，在一些商科

专业，使用的仍旧是多年前普通高等教育的经济学

教材，导致课堂内容无法与外方的授课内容接轨，

造成学生的困惑和学习兴致的降低。

（三）教学方式

科技的日益发展，网络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

活，但是在个别院校，多媒体网络教学设备形同虚

设，一些教师还秉承着所谓“传统”的教学模式：老

师一人黑板前滔滔不绝，学生听得单调乏味。例

如，金融专业的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多是证券、保

险、银行等，实训课程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大多数院

校对于实训教室的投入都很有限，设备、软件陈旧、

老化，很难满足和达到合作项目的教学需要和教学

目的。

（四）管理制度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日益成熟，学生人数也逐

渐增多，但是学生对未来职业规划的选择有所不

同。因此，对于专业培养的要求也大有不同。以辽

宁大学亚澳商学院为例：主要培养类型有2+2分段

模式（1-2年级在辽宁大学学习，3-4年级在维多利

亚大学学习）；3+1分段模式（1-3年级在辽宁大学学

习，4年级在维多利亚大学学习）。这两种分段模式

中 60%的毕业生最后都选择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大学毕业后直接报考国外各类重点大学的研究生；

此外，还有 4+0国内考研模式；4+0国外读研模式；

4+0国内直接就业的模式等。在这种选择多样化的

条件下，必定造成需求多样性，这就需要管理多样

性，否则很容易“众口难调”。大量学生异国，多国

就读的情况对传统的学生和成绩管理工作带来了

很大的困难。

四、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解决思路

针对前文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广大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的教育工作者应该与时俱进，创新地发挥聪

明才智，利用各种有利的政策，从教育理念、教师队

伍、办学条件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切实解决问题，完

善制度，提升质量。具体措施如下：

（一）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办学模式和教育资

源，更新办学理念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应该充分引入国际资源，借

鉴国外先进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促进中

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通过多方筹措资金，加大软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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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各方面的投入，使得先前投入不足的实训实验

室、语音实验室等设施得以建立、维护以及更新。

为教学创造有利条件，方便教师开展各类专业教学

和实训培训，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最终提升项目质量和办学水准。

（二）构建具备国际视野与跨文化沟通的教学

队伍

有高素质的教学队伍，才能保证中外合作项目

的长期发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特殊性之一体

现在中方和外方教师同时授课，因此，可以采用中

外互补，取长补短的师资队伍建设原则。根据合作

项目教学需求，聘任符合资质、精力充沛、创新力强

的外籍教师。在聘用中方教师时，应该着重考虑有

海外留学背景，尤其在国外有授课经历，能够真正

在授课中符合学生期待的教师，特别是这样的青年

教师，以此来增强课堂活跃度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除此之外，中方教师应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留学

和培训项目，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年轻教师还应

积极争取机会“走出去”，具有海外留学和培训的背

景和经历将会大大提高中外合作项目中双方教师

的配合度和默契度。最后，还要注重教师队伍的学

术梯队建设和中外教师的科研合作，以此推动专业

学科的建设，扩大合作项目自身的影响力。

（三）国际化的教材

中外合作项目的教材应该体现其国际性、前瞻

性及动态性。中外合作办学的外方多是教育发达、

科技进步的发达国家，我们应该利用其优势，针对

学科建设，与外方通过协商，选择适合学生使用的

教材，增强项目专业的学术竞争力。例如，辽宁大

学亚澳商学院，专业课教材完全和澳大利亚维多利

亚大学相一致。经济学科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

学的强势学科，项目中，外方教师全英文授课。通

过采用澳方原版教材，极大巩固和加强了学生学术

英语的水平和能力，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能

够学到国际上最新的经济学知识，增强了学生的专

业竞争实力。

（四）规范化的管理制度

中外合作办学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管理。与

普通高等教育管理相比较而言，中外合作办学的内

部管理复杂得多。特别是管理对象的复杂和多样，

这其中包括：中方教师，外籍教师，外籍管理人员，异

地（国）学生等。管理对象的多元化造成需求的多样

化。在教学管理的过程中还需时刻警惕国家安全、

意识形态侵袭等各种复杂情况。因此，规范中外合

作办学的管理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应充分强调其效

率性、原则性和科学性。完整高效的管理制度及有

效的执行是中外合作办学取得成功的有力保障。以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为例，中方与外方教师有固定

的联合座谈制度，沟通学生管理与成绩等重要事宜；

中方与外方制定了定期互访制度，有助于就办学理

念、教学效果和学生培养等重要问题进行及时交流；

亚澳商学院为了保证沟通的顺畅，以签约文件的形

式保证彼此后续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五、结语

中外合作办学是新生事物，是我国高等教育的

有效补充，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发展动

力，国家和各级政府予大力扶植。中外合作项目的

促成、发展和壮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需

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使其成功并进一步发展。

合作项目的人才培养模式乃是重中之重，国际高端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应该是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标。国际高端复合型人才

培养模式的构建，有助于提高未来中国学生的国际

竞争力，同时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的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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