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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这十年 

10 年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不
动摇，中国教育以更加开放自信主动
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朋友圈”更大了
交流联通更紧密

“鲁班工坊不仅提升了泰国教育
发展水平，更加强了泰中人文交流培
训、师生交流互访，增进了两国人民
友谊。”说起全球首家鲁班工坊，泰
国大城技术学院院长玛悠丽很兴奋。
在这里，学生可以更直观细致地观察
与学习，机会实属难得。

建设23个鲁班工坊，与159个国
家和地区合作举办孔子学院 （孔子课
堂），成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
合会”，启动“未来非洲—中非职业
教育合作计划”……这一幕幕都见证
着我国开放总体布局的优化，国际教
育“朋友圈”不断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外人文交流
形成了元首外交引领、领导人出访带
动、高级别机制示范、双边多边结合、
国内国外统筹、中央地方联动、官方民
间并举的多元互动新格局。”教育部国
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刘锦说。

自2016年起，《关于做好新时期
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关
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
的意见》 等一系列文件陆续出台，
从顶层设计上构建教育对外开放的
蓝图。

“在各项政策的引领和推动下，
我国不断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总体布
局，统筹规划、重点推进，逐步形成
了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
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北
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
长刘宝存分析。同时，我国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增进教育合
作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推动
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

学成归国人才更多了
服务高质量发展

8月，HICOOL2022全球创业者
峰会在北京举办。曾获得“春晖杯”
比赛优胜奖的北京字节光信科技有限
公司法人孙跃在会上介绍公司研发的
水下光通信产品，获得诸多关注。

“我们创业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商
业价值，更希望能够发展壮大中国的
水下无线光通信产业，为探索和保护
祖国的江河湖海作贡献。这是作为海
外留学归国人才不能忘记的初心使
命。”孙跃说。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国民
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留学输出国，出国留学人数与回
国人数的“逆差”也在逐渐缩小。以“春
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为
例，目前大赛遴选优秀留学人员创新
创业项目3424个，其中相当一部分项
目涉及国内急需的专业领域，参赛留
学人员九成以上获得硕士以上学位，
超半数在外获得博士学位，通过大赛
成功回国就业创业逾万人。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超
过八成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

人才变化带来教育服务高质量发
展能力的提升。刘锦介绍，10 年
来，教育部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
际教育示范区，支持长三角地区打造
国际合作教育样板区和国际人文交流
汇聚地，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国际教
育创新岛，与北京市合作设立“留学
人才回国服务示范区”，助力京津冀
一体化发展，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立足区位优势，扩大面向周边国家的
教育开放。

各地各校也以实际行动回应时代
之需。上海 16 所高校获 500 余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深化推
进高校创新能力开放合作；西安交通
大学首倡发起“丝绸之路大学联盟”，
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大学之间人才培
养、科研合作等交流合作……这些举
措构成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音符。

中国声音更响亮了
积极参与全球人文治理

“她的成就是革命性的，利用中
国传统中草药进行创新，发现了疟疾
的克星——青蒿素，拯救了数百万人
的生命。”两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与赤道几内亚政府向屠呦呦等3位
科学家颁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
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这一奖项的奖励对象是为改善人
类生活质量作出显著贡献的个人或机
构。2022 年，李兰娟院士也获得该
奖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一步深
入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大倡议、
重要议程、重点计划，深入参与全球
人文治理。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秘书长秦昌威举例，这 10 年，我
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点计
划和旗舰项目，多个城市、项目及个

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科技
奖项，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多
个合作平台，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亚
非发展中国家广泛好评。

毫无疑问，10 年来，中国声音
在国际上愈发响亮，中国方案在世界
上愈发亮眼。

拉 动 时 间 轴 ， 从 2013 年 举 办
“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
议到 2021 年举办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
会，中国已围绕教育、科技、文化等
领域国际热点和前沿议题，搭建了国
际交流与合作平台。这些会议的成果
文件为世界教育、科学、文化、信息
传播事业发展注入生机活力。

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成为一
张张国家名片。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合作设立的女童和妇女教育奖、
孔子教育奖、亚太地区教育创新文晖
奖等奖项，对保障受教育权、推动构
建终身学习和高质量教育体系等领域
的影响日益扩大。

“我国坚持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合作
为抓手，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这
体现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国际情
怀，也为全球性教育问题的解决、创
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教
育治理机制，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中国力量。”刘宝存说，“着眼
未来，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与世界格局的大变革和不确定性的
增加，需要我们以更大的格局、更高
的眼光、更多的智慧去开创教育对外
开放的新局面。”

开放合作
广建国际教育“朋友圈”

孙亚慧 林焕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不动
摇，不断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升
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水平，形成了更全方位、更
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
局面，增强了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亲和力。

第一，我国坚持以顶层设计为先导，不断
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这是我国教育对外开
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2016 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
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坚持扩大开
放，做强中国教育。教育部印发 《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聚力构建“一
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形成平等、包容、互
惠、活跃的教育合作态势，促进区域教育发
展，全面支撑共建“一带一路”。2020年，教育
部等八部门印发 《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
对外开放的意见》。正是在各项政策的引领和推
动下，我国不断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总体布局，
统筹规划、重点推进，逐步形成了更全方位、
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
放局面。

第二，我国坚持以“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为支点，构建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这决定了
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我们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积极开展共建国家双边多边人
文交流高层磋商，加强规划对接和政策磋商，
商定“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交流总体布局，探
索教育合作交流的新模式，增进教育合作与交
流的广度和深度，协调推动沿线各国建立教育
双边多边合作机制，与共建国家形成了平等、
包容、互惠、活跃的教育合作态势。“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教育
的全面对外开放。

第三，我国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全面
推动教育对外开放，这决定了我国教育对外开
放的重心和成效。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培养人
才，教育对外开放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狭
义的人才培养，但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人才培
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同其他国
家学历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积极
发展出国留学教育，充分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
源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国际化人才；实
施“留学中国”计划，建立并完善来华留学教
育质量保障机制，全面提升来华留学质量，积
极推动教育的在地国际化；引进国际优质教育
资源，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丰富我国教育供
给，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国际化人才培
养；推进中外人文交流特别是高级别人文交流
机制建设，促进教师、学生流动和校际交流，
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人才。

第四，我国坚持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
的合作为抓手，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彰显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大
国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大倡
议、重要议程、重点计划；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切实支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世
界语言大会、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世界职
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等高级别国际会议；全面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 （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
机制框架下的教育合作和教育援助，为全球性教育问题的解决、创建基
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教育治理机制，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中国力量。

回顾过去这10年，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放
眼未来，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世界格局的大变革和不确定
性的增加需要我们以更大的格局、更广的视野、更多的智慧去开创教育
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善于
谋划，勤于实干，就一定可以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彩
答卷。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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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2“一带一路”暨金
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之
第十届“嘉克杯”国际焊接大赛在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大赛
同期召开了第 11 届亚洲焊接技术
及应用论坛之“2022智能焊接技术
及焊接教育与培训研讨会”。

“ 嘉 克 杯 ” 国 际 焊 接 大 赛 是
2022年中国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期
间金砖国家技能组的 5项重点落地
成果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工
贸职业技术学院举全校之力，精心
做好大赛各项筹备和保障工作，被
大赛授予“突出贡献奖”。“嘉克
杯”国际焊接大赛的顺利举办，是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积极开展国
际交流合作的体现之一。成都“技
能熊猫”之 2022新能源汽车故障诊
断与维修大赛也将于近期在该校
举办。

打造国际技能交流品牌

近年来，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坚持对外开放办学的理念，深入
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成为中国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会员单位、中国-中
东欧国家职业院校产教联盟首批理
事单位、中非职业教育联盟理事单
位、“一带一路”铁路国际人才教育
联盟成员、全球工匠联盟 （亚太
区） 筹备委员会委员单位。

该校充分发挥学校办赛经验丰
富等优势，搭建起“技能熊猫”国
际技能交流平台，通过举办国际技
能大赛、国际论坛、技能培训等，
形成独具特色的国际技能人文交流
品牌。

该校与德国客尼技术教育集团
共建“中德新能源汽车国际合作基
地”，引进德国 DGUV 200-005 新
能源汽车高压系统从业人员培训标

准，建设“中德新能源汽车培训与
认证中心”；与中国中车焊接和无损
检测培训中心合作共建“智能焊接
国际合作基地”，引进焊接领域ISO
国际标准，建设“国际焊接 （西
南） 培训中心”，年培训企业技术人
员百余人。

今年，《成都教育对外开放“十
四五”规划》 出台，成都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抓住成都市鼓励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 （项目） 建设机遇，在电
子商务 （中英合作） 项目的基础
上，积极申报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项目） 3个；作为教育部中德sgave
项目首批试点专业，组建新能源汽
车中德班，全面引进德国双元制教

学资源和体系；与美资企业成都捷
普科技连续开设 6 届订单班，为成
都建圈强链，提供人才支撑，推动
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取得新突破。

贡献中国工贸职教经验

在引进海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同
时，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致力于
工贸职教方案在国 （境） 外的推
广。学校开发了智能焊接、轨道交
通、电子商务等多个国际培训课程
资源包；开展“中文+技能”培训
300余人次，辐射非洲、亚洲、拉丁
美洲的 10 多个国家，受到广泛好
评。随着中坦外交关系升级，学校

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帮助坦桑尼
亚开发建设行业岗位职业标准 3 个
并已获得认证。

目前，该校与马来西亚彭亨基
金大学学院、西班牙巴塞罗那中国
文化学院、老挝琅勃拉邦省职业技
术学院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联合
成都市总工会，多方共建“成都工
匠学院海外教学点”；与西班牙巴塞
罗那中国文化学院共建“成都工匠
学院西班牙分院”。

该校持续推进“电子商务专业
群”国际化办学，开发系列双语数
字化课程资源；随着中老国际铁路
通车及中国与老挝电商合作谅解备
忘录的签署，成都工贸招收学校首
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和电
子商务专业的留学生，留学生来自
老挝、柬埔寨、尼泊尔、泰国、哈
萨克斯坦、乍得等10多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

“创造性开展务实的国际交流合
作，是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大
牵引，更是学校培养具备全球竞争
力的大国工匠的重要路径。”成都工
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涛说。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融入“一带一路” 办出“国际范儿”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融入“一带一路” 办出“国际范儿”
本报记者 王明峰

“鲁班工坊”以鲁班的“大国工匠”形象为依托，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知
名品牌，在泰国、印度、印尼等国家相继设立。图为马达加斯加鲁班工坊。

图为8月19日在天津市举行的世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博览会上拍摄的鲁班工坊建设·成果展。新华社记者李 然摄

图为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
孔子学院下设的采列孔子课堂 11 月
17 日在该国第四大城市采列举行揭
牌仪式。

罗比·瓦伦契奇摄 （新华社发）

右图：2021 年 7 月 31 日，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建省福州市闭
幕。图为志愿者在大会主会场——福
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内留影。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