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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进展、
特征及其启示

刘宗明, 高新伟
(中国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作为高等教育的高级阶段,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趋势

也进一步明朗。 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并在国际合作的类型、
学科、质量认证、资金来源等方面呈现出一些特征。 借鉴欧美经验,中国需要从政府顶层设计和

高校具体方略两个视角同时切入,对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政策、研究生国际合作项目质量监控机

制、学位授予和认证制度、办学资金来源拓展等方面进行综合优化。 这将有力提升中国研究生

教育国际化的层次,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国际声誉奠定政策和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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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1 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市场化和一体化的迅速

发展大大加速了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大学希望

通过国际合作提高办学水平和竞争力,这种国际化

的办学视野也引发了大学之间生源、师资以及办学

资源等全方位的激烈竞争。
英国学者奈特曾经指出:“早在中世纪的时候,

就有关于使用统一语言并制定统一课程和考试体

系,以便于学生、学者和学术思想的交流的争论冶。
从那时起,大学之间就已经跨越国界以不同方式进

行合作,大学教育的国际化雏形已然出现。 对于高

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很多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

和学术等方面都作出过大量论证。 研究生教育作为

大学教育的高级阶段,其国际化的必要性更为显著。
Altbach 和 Knight 在对全球化和国际化进行基本界

定的基础上,分析了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的动机,包括获得商业目的以及利用国际课程

加强教学绩效等。[1] Brooks 和 Waters 则通过对亚

洲、欧洲等国家的案例研究,从出国留学的角度,研
究了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驱动因素。[2] 在关于研究

生教育国际化策略的研究中,Rumbley 发展且深化

了 Knight 提出的国际化循环策略模式,增加了外部

背景因素和内部背景因素驱动,将高等教育国际化

的演进路径划分为动因、策略和结果进行分析。[3]

对于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模

式和路径探究,Hurd 运用组织行为学理论来解释高

校实施国际化的动机,基于高校国际化发展模型进

行了案例研究,对国际化发展路径进行了阐述,并提

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模式。[4] 黄永林、吴坚、
李盛兵、周定财都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角度阐述了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要性,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基本发展路径。[5鄄8]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对研究生教育的国际

化形成基本共识,都在努力适应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的历史潮流,并通过多种手段来推动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的发展,努力争取或保持本国研究生教育的先

进地位。
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起步较早,通过对

其国际化的政策梳理,并对其发展特征进行分析,可
以得到一些对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有益经

验。 本文把美、英、德三国作为代表性国家并以此为

研究对象,对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行分析,以期获

得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一、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进展

(一)美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早在 1966 年,美国就制定了《国际教育法》。
1999 年 11 月,美国国际教育家协会向美国政府提

出一系列国际化的政策建议,倡导制定相关政策,并
充分调动和利用全国的公民、团体和各州政府等一

切可能的资源,支持并鼓励教育国际化。 美国还非

常重视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 2001 年,美国高

等教育认证委员会颁布《跨国认证准则:对非美国

高校和项目的认证》来促进跨国间高等教育的合作

和交流,积极维护美国高等教育的品牌。 21 世纪以

来,美国为加强其研究生教育的国际领先地位,应对

欧盟等国家不断提升的研究生教育实力带来的生

源、师资等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将研究生教育提升到

国家战略的高度,采取各种政策来保障美国研究生

教育的全球主导地位。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在多年

的年度政策报告中大力呼吁政府和高校积极推进国

际合作,认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提升国家竞争力

和创新战略的重要手段。 从 2009 年起,连续多届全

球研究生教育战略峰会都将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作为

重要议题展开讨论。
美国研究生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的主要模式是

通过美国某一所大学与国外一所或者多所大学共同

开展学术合作,如进行合作培训、合作研究以及联合

办学等。 双学位项目也是美国研究生教学国际化的

重要模式。 2007 年有 1 / 3 的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

成员大学开展了联合学位或双学位项目,截至 2008
年,这一数量已经占全部成员学校的半数。 目前,美
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正在以联合学位项目、双学位

项目、资格证书项目以及其他非学位项目合作的方

式继续开展。 美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在硕士层面

主要集中在商学院、工程科学、物理科学以及人文社

会科学等领域。 对美国高校国外合作伙伴地区的调

查显示,有 36%的受访高校表示已经与欧洲机构开

展合作,有 18%的受访高校表示与中国内地进行了

合作,有 14%的受访高校表示与印度开展了合作,
有 12%的受访高校表示与韩国开展了合作,另外各

有 8%的受访高校表示与中国台湾、墨西哥以及新

加坡的高校开展了国际合作,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

进程在不断迈向深入。淤

(二)英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英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布了《哈里斯报告》
和《迪尔英报告》,这两个报告对促进研究生教育以

及吸引外国留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 21 世纪,
英国政府继续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实施一系

列相关政策,支持高校拓展留学生市场。 英国设立

研究生奖学金项目,每年资助 600 名研究生,吸引优

秀人员攻读研究生。 2000 年以来,英国授予留学生

研究生学位的数量不断增加,从最初的 2郾 1 万增加

到 2010 年的 8郾 8 万,十年间增加了 3 倍,其中硕士

学位数量多于博士学位数量,但博士学位授予量的

增速也比较快,从 2000 年的 1 600 多增长到 2010 年

的 8200 多,十年间增加了 4 倍。 从 2001 年以来,英
国高校授予留学生的博士学位数量占该国授予博士

学位总数的比例一直超过 35% ,硕士学位的这一比

例高达 57郾 3% 。
英国政府和高校在大力发展留学生市场、积极

招收留学生的同时,还积极开拓境外研究生教育市

场。 其办学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英国大学与

国外同行共同新建一所大学,合作开展教学科研工

作,发展研究生教育项目,如宁波诺丁汉大学;另一

类是英国高校在境外与外国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
国际合作的授课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在境外进

行授课教学,在当地教育机构读完所有课程;二是学

生在当地读完一定年限课程,最后一段时间转入英

国的大学继续就读,修完所有规定课程并取得合格

成绩,便可以获得英国大学的相关学位。
(三)德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从 20 世纪末开始,为了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
德国大学开始改革学位结构,设立国际承认的学士、
硕士学位,引进学分制度,对承认外国高校毕业文凭

以及已经修习获得的成绩采取灵活态度,简化在外

国已取得文凭学历和学习成绩的相关程序。 从德国

高校进行国际合作的国家来看,其主要的合作伙伴

是欧美发达国家,其中合作最密切的国家当属法国,
据相关统计数据,德法高校间的各类合作项目共计

2 100 余项;居第 2 位的是德英合作项目,大约有

1 800余项;居第 3 位的是德国与西班牙的合作项

目,约为 1300 项左右;居第 4 位的为德美项目,约有

1 100余项。 德国高校国际合作具有较强的广泛性,
合作伙伴广及世界 135 个国家和地区,遍布世界各

地。 德国与中国高校的国际合作项目达到 350 项左

右,居第 12 位。 在这些合作项目中,有很大一部分

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项目。
德国大学寻求国际合作的学科涉及自然科学以

及人文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 合作方式包括交换非

学术人员和学生、教学科研人员、学术后备人才等,
双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协商奖学金设立事项、合作

建立教学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教学研究等,其中最为

常见的有交换学生、交换科研人员、承认学分以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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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开展研究等。 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在 2002 年

7 月出台了《教育与研究向世界开放:通过国际化实

现创新》,该文件制定了加强德国教育与研究国际

化的八大目标。 此外,德国还支持并积极推动欧洲

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同时,新的学位体系有力地促

进了德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进程。 统计数据显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010 年,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

中有 20%的学生有国外学习的经历,综合大学中有

25%的学生有此经历。 在硕士教育阶段,有高达

40%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
二、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特征

总体来看,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趋势

是非常明显的,各类统计数据均表明,包括联合学位

和双学位的各类国际化项目数量呈不断增加的趋

势。 国际教育协会对 28 个国家的教育机构进行过

调查,有 95%的机构计划在未来开展联合学位或双

学位项目。 欧盟主要国家于 2002 年正式启动联合

学位项目,该项目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
主干部分为联合硕士学位计划。 欧洲各国之间也建

立了多种形式的联合培养项目,到 2006 年,欧洲地

区已有 300 多个联合培养项目。 美国政府也积极鼓

励本国大学与外国大学开展国际学位合作计划,并
设立专门的基金资助项目,如国际研究和教育合作

计划以及跨大西洋学位合作项目等。 从目前的发展

现状来看,欧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逐渐呈现出一些

比较鲜明的特征。
(一)从国际合作的类型来看,双学位项目相对

于联合学位项目更为普遍

欧美国家大学的研究生国际合作主要是通过

联合学位和双学位项目来实施的,而双学位项目

更占优势。 欧洲有 76%的研究生教育机构提供双

学位,26% 的机构提供联合学位。 美国研究生教

育机构中有 68%提供双学位,13% 提供联合学位。
从数据上来看,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主

要是以双学位项目为主进行的,双学位项目增长

迅速,而联合学位项目并无显著增长。 其主要原

因在于,联合学位的发展除了受财政约束外,还存

在一些法律上的约束。 在拥有国际研究生数量最

多的前十所院校中,约有 44% 的院校开展国际双

学位项目,但并没有院校开展国际联合学位项目,
拥有国际研究生数量越多的院校,开展国际双学

位项目的比例越高。
(二)从国际合作的学科来看,硕士层次多以成

本较低的应用学科为主

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机构开展联合学位和双

学位项目几乎覆盖了所有学科领域,但学科分布

并不均衡。 其中比例最大的学科是经济学与商学

的相关学科,欧盟的这一比例为 46% ,美国达到

45% ;其次为工程学科,29%的欧盟机构和 21% 的

美国机构在工程学科开展联合学位和双学位的国

际合作项目。 美国大学在社会科学等领域开展国

际学位合作的比例基本都高于欧盟大学,但是,在
法学专业,欧盟大学提供联合学位和双学位项目

的比例占 8% ,而美国大学只占 2% 。 欧美国家开

展国际学位合作涉及较少的学科是建筑和医学

等,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成本较

高,且这些学科大多属于各国政府严格控制的领

域。 在博士层面,合作学位项目主要集中在工科

和自然科学领域。
(三)欧美国家普遍重视对国际合作项目进行

质量评估和认证

欧美国家都十分重视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项目

的评估,除了对招生标准、学分要求、考试标准等方

面作出严格规定外,还会采用其他方式评估,包括接

受相关教育质量认证机构和国际认证机构的外部评

估等。 欧盟和美国对于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质量的

评估策略也有所差异。 在欧盟,相关大学会受到比

例基本持平的内部专家和外部专家的评估;而在美

国,以内部专家评估为主(占 51% ),外部专家只占

26% 。 在国际合作项目的认证方面,欧盟和美国也

有所不同。 在欧盟,对合作项目的认证更多是通过

教育部(占 52% )或通过欧盟成员国的认证机构(占
45% )来进行;而在美国,认证工作主要通过地方认

证机构来进行(占 54% ),其次才是国家认证机构

(占 36% )。
(四)从资金来源来看,美国和欧洲的大学的资

金筹措渠道有差异

美国和欧洲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经费筹措机制

上有显著不同,最显著的不同在于研究生学费占合

作项目经费中的比例,欧盟为 26% ,而美国则高达

58% 。 欧盟开展合作项目的大学主要从大学预算和

诸如政府、基金会等外部资源获得经费,而且本国政

府和外国政府的资助比重为 2 颐 1;而在美国,国际

合作项目的经费分别占大学预算的 16% 、外部资源

的 26% ,比例相对较少。 欧洲大学获得外部资金的

来源较广,包括亚特兰蒂斯项目、伊拉斯摩项目以及

国家和地区政府的资助等;而美国大学获得外部资

金支持的渠道相对比较少。 在欧洲,64% 的受调研

大学参加国际合作学位项目的研究生向本国大学支

付项目的全部费用,16% 的受调研大学的国际项目

·901·第 32 卷摇 第 1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刘宗明,等: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进展、特征及其启示



研究生向每个合作机构分别缴纳学费;在美国,有
55%的受调研大学参加国际合作学位项目的研究生

需要向本国缴纳学费,31% 的受调研大学的国际合

作学位项目研究生需要向每个合作机构分别缴纳

学费。
三、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现状分析

教育部公布的中国研究生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 对全国 57 所经教育部

批准设置研究生院的高校进行的不完全统计表明,
目前中国设置研究生院的高校已经开展的研究生教

育国际合作项目数量达到 260 多个。 中国研究生教

育国际化的程度在逐渐加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呈

现出一些特点:
1. 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的地域分布不均衡

中国各省市、高校开展研究生学位项目国际

合作的地域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

区,中西部地区数量比较少,有些中西部省份地区

甚至还处于空白状态。 以教育部已经审批的研究

生国际合作项目为例,东部地区有 118 个,占全部

项目的 77% ,而中西部地区仅有 35 个,不足总量

的 1 / 4。 57 所设置研究生院的高校分布趋势也与

此类似,上海、北京、江苏以及陕西处于领先地位,
这说明国际合作项目受经济因素、高校教育质量

和办学水平影响很大。 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研
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步伐和进展程度才呈现出地域

分布不均衡的状况。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各地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这种差

距也会慢慢缩小,分布不均衡的状况也会得到

改善。
2. 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办学成

本相对较低的经济管理类应用学科

从数据来看,中国目前研究生国际合作项目中

合作学科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办学成本较低的

人文学科和比较容易取得经济回报的工商管理学科

等。 教育部审批的国际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经济管

理类、应用工程类等学科,其中,经济管理类项目占

总数的 56% 。 在 57 所设置研究生院的高校的国际

合作项目中,人文社会学科,包括经济、管理、法学、
汉语言文学等,占比较高。

但从趋势来看,工程技术类项目有逐渐超越经

济管理类学科的苗头。 对 57 所研究生院院长的调

研数据显示,75% 的受访院长表示今后愿意在工程

技术领域开展国际合作,67郾 9% 的院长表示希望能

够在新兴学科开展合作。 (见表 1)

表 1摇 未来希望合作的学科领域占比

合作领域 百分比

工程技术学科 75%
新兴学科 67郾 9%
基础学科 48郾 2%
国家战略领域 32郾 1%
人文社会学科 26郾 8%

3. 从资金来源看,研究生国际合作项目的筹资

渠道比较单一、资金投入不足

双学位和联合办学项目涉及相关人员的国际流

动,需要有充足的经费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转下去。
但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

项目的经费投入不足,除了合作双方的前期投入外,
教育部项目主要是以学生的学费为主要来源,学校

自办国际合作项目以学校资助和学生学费为主要来

源。 目前还缺乏像欧美国家那样相对比较广泛的筹

资渠道,这使得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经费投入不足,
国际合作的推进深度和速度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4. 从国际合作的持续性来看,校际自主合作项

目与教育部审批项目有明显差异

学校自办的国际合作项目是基于学科和学术交

流等内在发展需要而开展的,各个高校一般会拿出

专项资金为该类项目提供支持,因此学校自办的校

际合作项目相对于教育部审批项目具有较强的可持

续发展潜力。 即使有些高校的自办国际合作项目也

向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但费用相对较低,且合作双

方建立了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可以大大减轻学生

负担,这样既能保证自办项目的生源,又能帮助该项

目稳定有序地开展下去。 而教育部审批的国际合作

项目中,一大部分是为了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由
于收费较高,这些项目的生源会面临问题,而且项目

的存续周期受到教育部许可限制,有些项目的学科

特色也不明显,这些问题都会使得项目的持续性大

打折扣。
(二)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对中国的

启示

结合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现状,我们

能够从欧美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实践过程中得

到一些启示,这些启示对中国高校未来进一步推进

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加强专门针对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和

法规建设

中国目前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的基本政策法规

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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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管理规定》等,这些都是面向整个高等教育的宏

观政策法规,在指导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方向上能够

起到引领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在指导研究生教育国

际合作的具体层面时,就会出现针对性不足的问题。
这些宏观政策法规对于双学位、联合学位等新形态

合作方式缺乏明确有效的具体规定,对于学位授权

标准、相关程序存在盲点。 为此必须建立起对合作

办学实践活动具有具体规范和指导作用的法规政

策,以提高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活力,彻底杜绝

合作办学随意化现象。
2. 加强对研究生国际合作项目的质量监控机制

建设

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已经推进多年,但仍

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管理监督和质量监控机制,对
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项目的质量缺乏有效的评估和

审核。 政府主管部门现有的评估模式存在重审批、
轻管理的倾向。 对 57 所研究生院院长的调研数据

显示,中国东部地区国际合作项目的质量监控机制

比中西部要好一些,完备比例分别为 48郾 8% 和

33郾 3% (见表 2),但总体而言,全国高校的国际合作

项目质量监控机制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
表 2摇 国际合作项目质量监控机制完备程度

完备程度 东部 中西部

完备 48郾 8% 33郾 3%
不完备 0% 6郾 7%
一般 51郾 2% 60%

作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主体,国内高校

大多数尚未制定针对本校开展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

的规范性文件,相关规章制度还不够健全,合作办学

质量评估缺乏有效举措,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

阶段。 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国际合作项目的质量监控

机制,对联合学位和双学位等目前推进还算顺利的

重要合作项目进行全程质量监督,对学分转换、质量

监控等环节切实加强制度保障,只有建立起这样的

高效质量监控机制,才能使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的推进更加稳健扎实有效。
3. 积极建立国际合作学位项目的学位证书认证

平台

目前国内外合作办学数量增长速度较快,但是

只有少数国家允许其国内大学与国外合作机构联合

授予学位。 对学位的认证问题仍然是国际合作学位

项目发展的主要困难。 这将使得参与国际合作项目

的学生仅能从一所大学拿到正式学位证书,而无法

从另一所合作机构拿到一份官方认证的证书,这对

部分重视国际交流活动本身而不是重视学位证书的

学生来说可能无关紧要,但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
位证书依然是他们参与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项目的

重要因素。 因此,研究生教育机构在推动国际合作

项目时,必须预先考虑学位证书的认证问题,建立完

善相关认证机构和平台。
4. 大力开拓并积极寻求更加广阔稳定的经费来

源渠道

建立并维持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项目的一个重

要条件就是经费充足,如果缺乏充裕的经费支持,国
际合作项目就无法支付较高的管理、教学和流动成

本。 目前,国际合作项目由于招生规模上不去,学费

收入难以支撑办学支出,主要依赖办学机构自身筹

措经费,很少能够获得国际组织、政府和社会等的外

部支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合作双方

在项目启动时就有一个前期预算,以明确项目的经

费需求、双方的分摊比例以及项目收入的分配方案;
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加强外部资金来源的筹

措,积极向企业、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寻求支持,可
以从学校、学生和外部组织这三者共同的利益诉求

出发,寻找合作的共赢交叉点,努力从外部获取比较

稳定的资金来源。 只有保证了办学资金的充裕性,
才能使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办学更加稳定,也才能

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走向强大,促进研究生教育质

量的飞跃。
四、结论

从欧美国家研究生国际合作的进展来看,研究

生教育国际化项目已经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和参

与,这些项目加速了本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在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方面

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高等教育在未来推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

过程中,应该重视国际合作项目运作的各个环节。
从国家层面来看,首先,需要加强专门针对研究生教

育国际合作的政策和法规建设,做好顶层设计;其
次,需要加强对研究生国际合作项目的质量监控机

制建设,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长远健康发展奠定

基础;再次,要积极建立国际合作学位项目的学位证

书认证平台。 从高校层面来看,应根据本校的具体

学科设置,选择恰当的合作伙伴。 在合作过程中,应
该尽量制定详细的合作计划,包括课程设置、学分互

认、学位授予等,并对项目的质量监控建立科学规范

的制度,积极寻求稳定的办学资金来源。 通过国家

和高校两个层面的设计和推动,一定会为中国高校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开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不
断提高中国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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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淤 本文数据主要根据《中国研究生教育年度报告(2014)》
整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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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Europe and US

LIU Zongming, GAO Xinwei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raduat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becoming a more and more
obvious trend. Europe and US are taking the leading position and have accumulated good experience in such aspects as the cooperation
types, items, quality specification and funding sources. China should draw on their experience and focus on the problem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top design and specific programs of universities. We should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optim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education financing and so on. These will increase the levels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ter鄄
nationaliz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Key words: Europe and US; graduate educati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joint degree; educ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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