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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摆到重要议事日程。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与世界顶尖级的高等院校及高科技教育
发展状况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还不高，我们的大学还不能充分吸纳国际顶尖人才。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留学生的数量在逐年增加，国际合
作项目也快速发展起来，但是整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开展还比较零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理念还有待改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还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如何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
如何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
如何突破中外高等教育体制的障碍，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和回答。
近日看到吴坚研究员撰写的《当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一书的内容，备感欣慰。
这本专著系统分析欧美、亚太一些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经验及对策，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
国际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这种探索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和实践都有巨大的意义。
　　对后发型国家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诱人的，因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了与发达国家一流大学
共享课程和师资、快速提升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机遇；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是一把双刃剑，特别
需要警惕的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可能会使中国高校失去自己的传统与特色，失去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
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处境下，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如何发展的确是一个亟须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吴坚研究员以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新思路。
第一，我们要从全球化的背景系统审视高等教育国际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高等教育内部。
全球化带来国际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这是对高等教育的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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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当下学术界广为关注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本书将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置于全球化的视野下，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界定高等教育国际化，着眼于理
论和实践的双维度，既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内涵(要素动因)、载体理念、策略以及经验教训等层
面展开介绍、梳理和研究，又综合运用理论研究、国际比较、典型案例分析等方法特别是从我国高等
教育国际化的历史出发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历程、问题及对策进行了重点阐述，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国
际化存在的机遇与挑战，并对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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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认为
，教育国际化就是要求教育“反映出各国共同的抱负、问题和倾向，反映出它们走向同一目的的行为
。
其必然的结果则是各国政府和各个民族之间的基本团结”；“在消除了偏见与沉默的情况下，以一种
真正的国际精神发展相互问的接触”。
①在我国《教育大辞典》中，教育国际化被解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间相互交流、研讨、协作
、解决教育上共同问题的发展趋势。
其特点是：（1）国际教育组织出现与发展。
1948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成立，宗旨是推动各国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合作。
嗣后，国际教育局、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等亦相继成立，开始
研讨共同关心的教育问题，并派遣专家进行国际援助。
（2）国际合作加强。
各国文化教育交流日益频繁，教师、研究人员交流增多，留学生增加，教材交流与合作增强。
（3）各国均在改革学制的封闭与孤立状况，使本国与国际上的各级各类学校发展趋向一致。
未来各国教育在对象、制度、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的共同点将日益增多，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
”②教育作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活动，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要达成的共同目标势必会把世
界各国的教育活动联系起来，在相互的学习借鉴中获得进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的主要观点　　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
认识高等教育国际化，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
众多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界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但是统一的观点至今仍未形成。
1995年汉斯？
迪?威特（Hans De Wit）等学者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一书中探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含义，它
涵盖了当前国际化含义研究的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把高等教育国际化看做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与过
程，认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就是把国际的意识与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职能相结合的过
程。
当前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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