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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家门口留学、留学直通车、中外大学双学位……这些
代名词让中外合作办学风光无限，并受到学子及家长的青
睐。但中外合作办学中出现的引进海外教育资源参差不齐、
入学时承诺就读国外名牌高校，入学后却可能出不去等诸
多问题也一直是热点话题。

合作办学，催热“本土留学”？

今年参加高考的黑龙江考生李欣健填报了北京师范大
学的瀚德实验班这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据了解，实验班
设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法学专业，学院资助选派 !"#

左右的优秀学生赴国外合作高校留学 $ 年。学生修满规定
学分后，将分别获得国外高校和北师大颁发的学位证书。
“以前认为只要留学，孩子就镀了一层金，能留在国外工
作，就是回国也能找份好工作。但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
么一回事儿，无论国内国外，孩子学到真本事才是真的。”
李欣健的家长对笔者表示。

的确，出国留学花费巨大，而且回国潮中“海待”增
多，再加上也有不适应国内工作环境的留学生。相比直接
出国留学，一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提供的国内两年国外两
年等学习模式让家长和学生认识到这样不仅节省费用，而
且给孩子初涉独立生活提供缓冲，与此同时，其接受的又
是吸纳了国外教育理念的教育。

笔者梳理北京高校开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发现不
少项目都配备了一流的师资和数量可观的奖学金。学生可
通过 %至 &年的时间，获得国内外高校的双学位证书，并
更易到国外高校继续深造。如清华大学开设的环境工程和
法学两个国际班，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奖学金，用以
支持学生有至少 $年时间在海外最好的学校学习。中国人
民大学的中法学院采取“'($”的培养模式，考生毕业后取
得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学位和法国高校的本科文凭。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学类专业实验班项目采取国际化的培养
模式，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国外学习和交流机会。

遍地开花，难辨质量高低

作为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中的新生事物，中外合作办学
方兴未艾，遍地开花。教育部统计显示，截至今年 $ 月，
我国依法批准设立和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共有
$)*"个，其中实施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项目 )'+个，
机构 %' 个。自 +""'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
例》正式颁布以来，在过去 $"年里，中外合作办学在深化
教育国际交流层次、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拓展国民高
等教育选择空间等方面功不可没。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外
合作办学的急速发展确实产生了泥沙俱下的乱象。

张欢 +""* 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当地一所“+$$”高校国
际教育学院的中澳班学习，+"$+年拿到了澳大利亚一所高
校的文凭，但这所高校在澳大利亚排名靠后，在中国更是
名气全无。%年时间里，他花费了家里 )"多万元。与个别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类似，他的同学普遍是高考成绩不太理
想的学生。尽管项目的要求是高考分数达到三本线，但基
本上“只要交钱就能读”。

笔者获悉，我国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三种类
型，一是独立大学，类似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
学、上海纽约大学等；二是学校之下的非独立法人，类似
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三是中外合作项目，即中方教育机
构和国外教育机构只在某一项目上联合办学。

河南省焦作市一位高三年级的班主任这样告诉笔者：
“最开始的时候，省内只有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少数院校
有中外合作办学，它们通常纳入本科二批，由于中方合作
学校的吸引力较大而且录取上有优势，因此生源状况较好。
后来有中外合作办学的院校越来越多，中方合作学校的名
气却越来越弱，很多甚至在三本或者专科批次招生。由于
其学费高、门槛低，地位也一落千丈，一些院校即使靠志
愿调剂也很难完成招生计划。”

另一位学生李明泽告诉笔者，她目前就读的是广东省
一个中英双方合作的教育项目。尽管这是一个获得认证的
项目，但她入学后才发现真正参与合作的并非英国本土的
大学，而是该校在马来西亚新建的分校。“如果在第三方
国家就读，文凭的含金量肯定大打折扣。而且听一些师兄
师姐说，在马来西亚分校区就读，教学质量与英国本土不
能相比。”李明泽认为，这种情况与她原本期待的“英国留
学”有相当大的差距。

仔细甄别，还需擦亮眼睛

笔者了解到，中外合作办学中也不乏一些办学水平高
的单位，如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就因学业紧而被称为上
海交大“三大苦院”之一，毕业生大部分都能进入一流高
校读研；如果学生不出国，也可以拿到上海交大的本科文
凭，并有机会直升国内研究生。在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官网
上，笔者看到，+""*年至 +"$+年，该校约 !&,的本科毕业
生选择继续深造。这部分学生中，约 &"#被世界前 $"" 名
的学府录取。其余 '&#的本科毕业生则选择直接就业。越
来越多的毕业生签约世界 &""强及国内外知名企业。

近 $"年来，不少高校开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但并不
意味着所有合作的国外高校都是好学校。中国传媒大学招
生办黄老师表示，有一些国外二三流甚至是“不入流”的
大学，为进入中国市场淘金，往往会把自己“包装”成一
流大学。而国内一些办学机构由于本身缺乏经验，太急于
靠中外合作办学提高知名度，与所谓的“洋校”一拍即合。
一些名不副实的中外合作项目就这样诞生了。

黄老师建议，考生家长要看中外合作办学双方各发什
么文凭，问清楚外方文凭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搞清楚
是文凭还是证书，问清是否有国外办学方的学籍。这些问
题搞得越清楚、越具体，这个项目就越可信，越有质量保
障。

针对中外办学存在的教学质量、办学举办者的行为规
范，以及如何保证各个层面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统筹发
展等问题，今年 +月 +*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
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表示，今年要考虑构建认证
机制。同时通过电子学籍注册，在办学的力量、办学的标
准、招生的规模等方面监督各个办学机构，建立更加完善
的质量保证体系。

韩梦云，$-*- 年出生于武汉市，

儿时随父母在深圳成长，高中毕业后留

学美国学习艺术。本科毕业于纽约巴德

学院，目前就读于罗格斯大学梅森格罗

斯艺术学院。日前，韩梦云在北京今日

美术馆举办题为《无定》的个人画展。

在“批判性”方面获益良多

问：画展取名为“无定”，你如何评价自己

的创作风格？是不是受到了国外艺术教育的影

响？

韩梦云：画展名出自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
曼德，意谓世间万物的本原，因其化生一切，包
括相反的事物，故其自身必无任何限定与规定，
是为“无定”。

在国外接受的教育让我在“批判性”方面获
益良多，这让我习惯于质疑一切事物，甚至这些
教育本身。在看待艺术上，我也是这种尺度，无
论是东方的艺术还是西方的，无论是过去的还是
现在的。我想通过绘画表现的是对普遍化的情感
本身、对世界本质的领会。

问：这次展出中，在画作的排列顺序上是否

也有一些特别的考虑？

韩梦云：在排列这些画作时，我考虑的是让
观者能够在沿着画走动时，感觉到时间的存在，
就像在看一幅中国长卷时的体验一样。我试着创
造出一个抽象的叙事，它包括 %幅视觉上差异很
大的作品，同时又组成一组垂直的四屏，在时间
与空间上都既是单幅的，但又是连续的。当观者
边走边看时，这组作品可以被循序渐进地阅读，
也可以同时视为一个整体。将它们放置在拐角
处，是为了让观者可以回身向后，以逆序重新审
视这组作品。

西方技法与东方审美结合

问：作品是不是同时受到了东西方传统的影

响？

韩梦云：东西方的传统对我的影响都是不可
否认的，但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传统，虽然在
作品的技术与材料方面丰富了我的创作，但中国
哲学给了我新的洞见，而这些洞见能够带给艺术
不同的精神结构。自 +""- 年起，我尝试将中国
古代山水画的审美和情感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
大胆用色和表现形式相结合，从油画这种西方传
统艺术形式上展现东方美学。

问：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审美和情感是如何帮

助你进行创作的？

韩梦云：中国山水画对空和无的理解反映在
绘画时的“留白”中。中国绘画中的空白处不是
一种真空，而是一个空间，它的潜能就在于被填
满，在于诱发出每一个可见、可感的事物的可用
性。这个认识给了我许多理解并比较中西方绘画
的洞见。

而这次画展中的 《游心》 主题系列作品就
是我对白的不同用法的尝试，比如白色物体的
白，与黑相对的白以及看似未涂完底料的白。
借助油画的材料与工具，我尝试描绘出一种感
性，一种源自中国文人画以及中国书法黑白体
系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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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得到有效开发

“像我们这样普通的海外青年留学生，
根本没办法与那些已功成名就的海归专家
相比，如今国内大多部门和高校都十分重
视海归学者的‘名气’，我觉得作为一名普
通的海外学子，在国内发展的空间相对少
些，因此我打算出国，试着在国外寻求发展
机会。”笔者在北京一家留学机构见到了前
来办理二次出国业务的留学生陈璐曦。

该留学生的一番话语吸引了笔者的注
意，在接下来的调查采访中笔者发现，当
前，我国许多行业和院校，正在动员多方
面资源和力量，通过多种渠道，为提升行
业地位和办学水平而努力。然而在众多有
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中，海外青年学子这一
重要的知识技术“传播载体”和“宝贵资
源”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和有效开发。

取而代之的是，大多习惯于借助海外
功成名就的学者专家“锦上添花”，而忽
视“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学子。在获
得学术界认可和人才成长的问题上，人们
看到了太多的“马太效应”。而我们要问，
为何不能在其尚未戴上某种“桂冠”之
前，就时刻保持加强与这些海外青年留学

生的联系与交流，多层次、全方位了解其
研究领域、发展方向和可能取得的突破。
我们能否更多地关注、重视那些正在发
展、成长中的新生力量和优秀人才？

莫忽略新生力量

张磊是海外青年留学生之一。+""*年
在北京理工大学数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张
磊告诉笔者，近两年来，他所在的海外学
校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他们通过
论坛、海外校友会等方式开始了校际交流
合作，很多海外留学生带着学校当地的教
授、学生来到中国，并在这些海外学子的
助推下，双方在应用数学领域开展多项研
究合作。
“正因为有此学术交流平台，我才有

机会常回国，积极参与这些项目的研究交
流，把国外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信息带回
国内，并阐述自己的新见解、新思路，这
样，可以为进行共同研究、共同发展创造
条件和空间。”张磊说。

采访中，国际传播领域的相关专家表
示，曾经有多次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斯
坦福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知名大学访

问，接触了许多在那里学习深造的中国留
学生，在和他们一起讨论中国科技发展以
及教育改革等问题时，那些学子见解独到
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

专家认为，这些海外学子朝气蓬勃，
富有创新精神，多数是正在国外一流学校
从事学科前沿研究的。他们对于学科发展
的前沿动态把握到位，是知识技术的“有
效传播者”。因此，不能忽略那些正在发
展、成长中的新生力量，而只盯着那些功
成名就的专家学者。

打破藩篱资源共享

北京大学孙熙国教授告诉笔者：“海
外学子是传播文化和学科前沿知识文化的
宝贵资源和有效载体，应合理利用这一传
播载体，加强与海外文化及学术团体的交
流与合作。”

孙熙国认为，各高等院校和部门单
位，应积极拓宽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地
与海外的本科留学生、硕士留学生进行交
流与沟通。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应借助
网络、媒体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海外留学
生学校的发展状况，在交流与合作中，获
得最有价值的学科发展动态信息，并吸引
人才、引进人才。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
刘双宝表示，重视海外青年学子这一宝贵
资源的开发，需从整合观念、拓宽渠道及
搭建平台 '个方面着手。应把海外留学的
莘莘学子看作将来国家发展的“储备人
才”、重要的“传播资源”和有效的“传
播载体”，突破以往只盯着那些功成名就
者的视野，更多关注正在成长中的新生力
量，“宝贵资源”莫要等到成名再开发。
“当前，各高校应互通有无，建立一

个共同的海外留学生信息交流平台，打破
藩篱，实现资源共享，综合利用和深度开
发海外留学生这一‘宝贵资源’，全方位
多层次加强与海外青年学子的沟通联系，
发挥其重要的知识技术‘传播窗口’的作
用。”刘双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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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高校推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庄小龙摄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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