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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部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名单中,入选的地方高校仅占 42 所,其余 100

多所为中央部属高校和其他部委直属高校。地方高校预算经费不足、高端人才储备不足,均成为其竞争

“双一流”的短板,地方高校应该通过何种路径与中央高校同台竞争“双一流”是值得深思和探究的问

题。国务院、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各类文件都将“国际交流合作”列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衡量指

标,而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都是国际交流合作指标的有效贡献者。本文通过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湖南师范大学三个地方高校的案例研究,探讨中外合作办学对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

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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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econd 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universities and disciplines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ly 42 local universities were selected, and the remaining more than 100 were 

univers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ministry and other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The insufficient budget 

funds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insufficient reserve of high-end talents have be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ir competition for "double first-class", and what path should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e to compete with central universities  is a problem worth pondering and exploring.Various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other departments list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nd various forms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education are effective contributors to the indicator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Through the case studies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Academy of Art, and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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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部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名单中,

入选的地方高校仅占42所,其余100多所为中央部属高校和其他

部委直属高校,其中33所地方高校拥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机

构。中外合作办学是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形式,而国际交流合作

又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衡量指标。由此可见,中外合作办学

正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和推动着一流学科建设。 

1 研究背景 

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统

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明确提

出：双一流建设将以“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

建设。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1]。”这意

味着,地方高校和中央部属高校正站在同一擂台上,接受着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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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次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大洗牌。 

中央部属高校是指国务院组成部门及其直属机构在全国范

围内直属管理的一批高等院校,目前共有117所,这些高校的共

同特点是实力较强、学科特色鲜明,大部分为“985”“211”高

校。地方所属高校又叫省属高校,隶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港澳特区,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大多数靠地方财政

供养,目前共有2500多所,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 

2022年教育部直属高校预算经费显示,教育部直属的76所

高校中,有13所高校的预算超过百亿,其中清华大学预算为

317.28亿元,位居第一。而只有为数不多的地方高校预算经费超

过20亿,与部属高校差距悬殊。截至2017年,地方高校入选中科

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国家杰青和长江学者这四类高端人才的

数量约在470人左右。四类人才总数占全体高校中人才总数不足

10%。相比中央部属高校,差距明显。[2] 

由此可见,经费和人才都是地方高校竞争“双一流”的短板,

地方高校应该通过何种路径与中央高校同台竞争“双一流”是

值得深思和探究的问题。 

2 中外合作办学与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内在

联系 

2015年、2021年,国务院、教育部等部门相继印发的《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

成效评价办法(试行)》等文件中,都将“国际交流合作”作为“双

一流”高校建设的重要衡量指标,将“国际交流合作”明确量化

起来[3][4]。而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都是国际交流合作指标

的有效贡献者。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两份文件

再次提出“分类建设一批世界一流高等学校”、“开创教育对外

开放新格局”等系列目标,再次将双一流建设与教育对外开放紧

密联系起来[5][6]。 

2022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

科名单,入选的147所高校中地方高校仅占42所,其中33所拥有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机构[7]。由此可见,中外合作办学作为国际

交流合作的重要形式,正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和推动着一流学

科建设。 

3 中外合作办学助推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案例 

3.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雷丁学院——以“一流学科”的中外

合作引领“一流大学”建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以下简称“南信大”)享有“中国气象

人才培养摇篮”之美誉,作为全球最大的气象人才培养基地,对

中国乃至世界气象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2021年软科世

界(ARWU)一流学科排名中位列第九,较2018年上升了3位。2017

年,该学科被遴选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学校因此成为“双

一流”建设高校。 

英国雷丁大学始建于1892年,是英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其

“大气科学”学科在2021年软科世界(ARWU)一流学科排名中位

列第五,拥有英国国家大气科学中心(NCAS)、英国国家地球观测

中心(NCEO)等高水平科研平台,是英国气象局(UK Met Office)、

欧洲气象中心(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ECMWF)等气象业务平

台的重要合作伙伴。雷丁大学沃克气候系统研究所(Walker 

Institute)以气象为核心,环境、农业、健康、经济、信息、公

共政策等多学科交叉、多院系合作,是学科交叉融合的典范。 

南信大和雷丁大学合作共建的雷丁学院于2015年4月获国

家教育部批准成立,这既是一次“强强联合、以强促强”的联手,

也是向世界一流学科学习经验的有利契机。相较于雷丁大学,

南信大在大气科学国家级重大平台、产业联动和学科交叉融合

方面较为薄弱。依托中外合作办学,引进雷丁大学优质的教学、

师资和科研,有助于南信大大气学科建设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学

校成立了南信大—雷丁大学国际联合研究院,于2018年正式实

施“中国气相谷”建设。[8] 

3.2中国美术学院——以优势特色学科的中外合作助推“双

一流”建设 

中国美术学院先后与德国四所大学在艺术设计领域开展艺术

学硕士项目,其中包括世界一流的柏林艺术大学。该校拥有300多

年的历史,形成了“跨专业思考”和“跨学科工作”理念,即让不

同专业的学科和教师之间进行紧密合作,强调艺术与科学、艺术与

社会、艺术与经济的结合,这些对我国艺术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重

要的启发意义,也与中国美术学院教学改革的思路不谋而合[9]。 

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中国美术学院得以借鉴德国国际化的

教学理念和教育模式,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

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吸收国外最新的教育、科技成果,在

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教学特色。 

3.3湖南师范大学——以全方位的学科中外合作推动“双一

流”建设 

目前湖南师范大学与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国立格林卡音乐

学院、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德国柏林媒体设计学院合作开展3

个本科项目,与美国特拉夫大学、美国圣约翰夫大学、澳门镜湖

护理学院合作开展3个研究生项目,项目数量位居全国高校前

列。合作专业涵盖音乐表演、体育、学科教学、艺术设计、学

前教育、护理。 

通过与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合作,湖南师范大学实现了学

科的优势互补,有利于整体提升师资队伍、人才队伍、科学培养

的国际化水平,使学校整体实力加快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4 总结 

从以上案例来看,无论是通过“一流学科”、还是“优势特

色学科”、“全方位学科”来推动“双一流”建设,都离不开“学

科建设”这个基础。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外合作办学

作为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通过优质资源的引

进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

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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