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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贯穿了亚欧非，既有发
达国家和经济体，又有更多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经济体，差异很大。该倡议自提出以
来，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欢迎和积
极响应。在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看来，
其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全球治
理模式的创新，是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
品”的重要举措，反映了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心声。

“一带一路”教育合作致力于建设
的教育共同体无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一 个 基 础 性 维 度 ， 中 国 作 为 “ 一 带 一
路”的倡议者更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 积 极 建 设 者 和 开 拓 者 。 在 “ 一 带 一
路”国际教育合作方面，中国大力整合
相关资源，利用各类平台，调动各方积
极性，打造教育共同体。

在国际层面，充分利用好中国－东盟
教育交流周这一平台，不断充实其内涵，
支持贵州抓住作为该论坛永久举办地机
遇，广泛开展与东盟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提高贵州高校的国
际化水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框架下，5
个成员国的 70 多所院校已经联结在一起，

形成了若干共同建设的专业方向，这为成
员间的进一步教育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是中国参与打造“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
的纲领性文件。在许涛看来，接下来的重
点任务是以省部签约共建为重要抓手，进
一步推动该文件的贯彻落实。他介绍说，
教育部在与新疆等地方教育部门的沟通磋
商中，逐步形成了一条思路，即教育部和
沿边为主、国家对其“一带一路”建设有
明确定位、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基础薄弱的
省份签约，给予其实质性支持，开展共
建。基于此，教育部与福建、广西、海南
14 个省 （区）、市签署了“一带一路”教
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基本实现与“一
带一路”主要节点省份共建教育行动国际
合作平台的全覆盖。接下来，教育部和签
约省份将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并形成具体
分工方案。

对即将于本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许涛透露说，论
坛将设置“民心相通”平行会议，相关教
育合作与交流重要成果将在此会议上进行
展示。

●甘肃将围绕国家向西开放大门户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教育对外
开放新格局。典型案例：突出重点推进
教育精准扶贫，实施“西部连片贫困地
区中学英语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宁夏重点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及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建立一批中阿联合研究机
构和智库。典型案例：落实中阿大学
校长论坛签署的各项合作协议，推进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的密切交
流与合作，加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
家研究院建设。

●贵州将依托“中国一东盟教育交

流周”永久举办地的机遇，广泛开展与
东盟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
流合作。典型案例：重点看贵州高校与
东盟开展教育合作交流对各国教育发展
的促进情况。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越
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为面向东南
亚、南亚的重要门户。典型案例：“汉
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滇西边境
山区英语教师出国研修项目以及云南民
族大学“云南省中国一东盟语言文化人
才培养基地”。

●海南重点加强与海上丝路国家及
中东欧国家和中亚国家在人文交流、双

向合作办学、双向留学等方面的教育合作
与交流。典型案例：面向“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开展汉语、热带农业、热带医学、海水
养殖、旅游管理等方面的培训。

●新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吉尔 吉 斯 斯 坦 、 塔 吉 克 斯 坦 、 巴 基
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等中亚
西 亚 国 家 接 壤 ， 在 教 育 对 外 开 放 ，
尤 其 是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与 推 广 方 面 ，
有 着 独 特 的 区 位 优 势 。 典 型 案 例 ：
多领域、深层次的教育国际交流与
合作平台建设、汉语国际推广和孔
子学院建设以及中亚基地对外汉语
教材建设。 （吴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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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很多来自中国的工程师，他们修铁路、
造桥梁，非常了不起。于是我也梦想成为一名工程
师，服务家乡的建设。所以得知招生信息后，毫不犹
豫地报了名。”来自东非肯尼亚的丹尼尔这样解释自
己来到中国学习高铁技术的动因。与他一样带着高
铁梦想，到中国高铁技术最高学府——北京交通大
学就读的还有其他59名肯尼亚学子，他们分两期到
该校学习。

丹尼尔等肯尼亚留学生的突出表现也赢得了北
京交通大学老师的赞誉。负责大学物理实验课的朱
亚彬老师说：“他们特别愿意提问，课堂上非常积
极。他们实验完成速度和质量与中国学生相比，也

是很不错的。我之前还担心这些学生基础知识薄
弱，会跟不上国内学生的实验课节奏，现在看来，
完全没问题，他们与中国学生没有区别。”

突出的表现背后是辛勤付出。这些肯尼亚学子知
道，今年6月，连接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和首都内罗毕
的蒙内铁路将开始试运营，标志着肯尼亚将迎来高铁
时代。而他们在华学习项目正是蒙内铁路的建设方中
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举办的，
旨在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高铁技术培训，使其尽快成长
为本国高铁运行、维护、管理的一流人才。他们唯有
发奋努力，充分利用好来华留学机遇，把相关知识学
扎实，才能为服务本国的高铁时代打下坚实基础。

肯尼亚高铁人才培养项目只是
中国路桥与北京交通大学“一带一
路”国际人才联合培养战略合作协
议项目的一部分，双方将以此项目
为基础，进一步为非洲以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交
通运输领域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
撑，这对于落实中非“加大教育和
人才资源开发合作”，服务国家“一
带一路”和中国高铁“走出去”战
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提出以“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
倡议，为推动区域教育大开放、大
交流、大融合提供了大契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加强合作、共
同行动，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共建“一带一
路”提供人才支撑。中国教育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力争做到经贸走到
哪里，教育的民心工程就延伸到哪
里，教育的人才培养就覆盖到哪
里；力争推动教育发展和经贸合作

并驾齐驱，成为车之两轮、鸟之两
翼；力争发挥教育‘软力量’，实现

‘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事半功倍。”
为此，教育部于 2016 年 7 月印发了

《推 进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教 育 行
动》，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一带
一路”人才培养的措施，并取得了
先期成果。

在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
计划方面，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司司长许涛介绍说，一方面，以国
家公派留学为引领，推动更多中国
学生到沿线国家留学。2016 年，我
国选拔近 230 名国别区域研究人才
赴 34 个国家，选派近 910 名涉及 37
门非通用语种人员出国培训进修。
另一方面，设立“丝绸之路”中国
政府奖学金项目，每年向“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额外提供总数不少于
3000 个奖学金新生名额。进一步树
立“留学中国”品牌，注重来华留
学高端人才培养，设立卓越奖学金
项目，培养发展中国家青年精英和

未来领导者。
在实施“丝绸之路”合作办学

推进计划方面，中外合作办学的数
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许涛介绍
说，截至目前，经审批的各类中外
合作办学达到 2539个。其中，本科
以上层次项目和机构为 1248个，高
职高专层次项目和机构 928 个。推
动了一批示范性高水平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如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浙江大学爱丁堡联合学院等。

同时，境外办学稳妥推进。截
至 2016年，我国高校已在境外举办
了 4 个机构 （老挝苏州大学、厦门
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云南财经大学
曼谷商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
院） 和近 100 个办学项目，这些机
构和项目大部分分布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许涛透露
说，教育部下一步将出台促进和规
范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文件，为

“一带一路”人才支撑提供制度保
障。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
内涵之一，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教育政策沟通、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连通、
教育合作渠道畅通是其必然要求。

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门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加强教育政策
沟通。据许涛介绍，我国先后与沿线 24
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在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连通方面，我国积
极推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地
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协调世界银
行编写了 《关于国际教育趋势及经验的
政策建议》，牵头组织制定了 《亚太经合
组 织 教 育 战 略》 和 《中 国 落 实 联 合 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在畅通教育合作渠道方面，许涛指
出，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
国家间签证便利化，努力扩大教育领域合
作交流，以期形成往来频繁、合作众多、
交流活跃、关系密切的携手发展局面。努
力打造“一带一路”学术交流平台，吸引
各国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开展研究和学术

交流。推进“一带一路”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

根据教育部近期公布的 2016 年度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今年新增 11 个小语种专
业。到 2020 年，该校计划开设 100 多种
外国语课程，将覆盖所有与中国建交国
家的官方语言。此举旨在促进“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语言互通，同时更好地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许涛指
出，教育部支持北外等高校通过引进外
国师资、公派留学、与国外高校合作等
多种形式，增加教授语种的种类，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
许涛介绍说，在推进沿线国家民心相

通方面，有关部门重点组织开展了国别和
区域研究，全面加强对沿线国家经济、政
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了解和理解，为
推进民心相通提供智力支撑。具体来说，
共发布了 141 项研究课题，其中 70 项涉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了系列智库报
告，覆盖沿线国家6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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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共建提供人才支撑

② 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合作

③ 整合国际国内资源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特色省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特色省份
链 接链 接

中国政府援建的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中文系教学楼中国政府援建的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中文系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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