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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东欧地区处于 “一带一路”沿线中枢位置，中国 中东欧高等教育合作经过了漫长的

历史进程后逐渐进入常态化发展阶段。以中捷两国为例，高等教育合作由浅及深，其演进过程大致可

分为初涉、扩大、加快三个阶段。随着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不断推进，两国高等教育合作在诸多方

面仍需继续加强。为推动中国 中东欧高等教育进入深化合作阶段，各国应当在增强政治互信、深化

战略合作的基础上，实现高等教育合作战略对接，增进高校校际交流，加强优质资源共享，推进合作

项目落地，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实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形成共

商、共建、共享的长效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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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发布 《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强调教育领域是 “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积极开展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高等教育合作交流，努力形
成开放、多元的发展格局。中东欧地区位于 “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位置，同时是现代大学制度
的发源地之一，有着完备而优质的高等教育体系与资源［１］，与中国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中国 中东欧高等教育合作将为地区间深入开展国际交流带来新的契机，对国际关系的稳定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一、研究背景

２０１２年我国提出 “中东欧１６国”这一概念，２０１９年希腊加入后形成 “１７＋１”的中国 中东
欧合作格局。［２］中东欧包括９个东南欧国家、４个中欧国家以及３个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波罗的
海国家，连接亚洲和西欧，是 “一带一路”的关键通道。作为现代高等教育最早发源地之一，中
东欧国家拥有坚实的高校办学基础与师资力量，尤其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实力。伴随
着人力资本重要性的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合作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地位日渐彰显，成为
中国 中东欧 “１７＋１”关系中的重要连接载体。［３］自２０１６年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已连续举办４
次 “中国 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并于２０１９年４月发布 《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杜布罗夫尼
克纲要》，双方在高等教育领域达成了高度共识。同期，“中国 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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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启动，中国 中东欧高等教育合作交流进入常态化，具有良好的合作发展前景。
在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之前，国内学界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探讨主要

集中于对东盟、俄罗斯、日本等地区和国家，而对中东欧国家则研究寥寥，且较多侧重于对其教
育制度变革与办学体制的描述性探讨。２０１６年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首次提出，引发了国内学
界对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研究热潮，并开始关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学者在 “一带一路”教育行
动背景下，对沿线高等教育及国际合作的研究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作为整体，在这一视角下介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４］、留学生的国际交流等［５］；二是从某一国
家或地区切入，研究我国与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的历史进程［６］与推进战略［７］或某一区域高等教
育现状与进展［８］，譬如 “一带一路”视角的对意大利［９］、俄国［１０］、越南［１１］等国家与中国高等教
育的合作等。对于中东欧地区及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刘进等人对各
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基本现状与改革进程所做的系列梳理；二是徐明伟［１］、李盛兵［１２］等人以某一
国家或某一地市为例探讨中国 中东欧的高等教育合作，但研究广深程度尚不能拓展到中国 中东
欧的普适合作。

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我国与中东欧地区之间高等教育合作进行研究，以捷克为例，梳理中捷
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演进及问题呈现，尝试提出深化合作的发展对策，打造中国 中东欧
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的 “样板”，为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中东欧地区乃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
等教育领域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长效发展格局提供有益借鉴。

二、中国 中东欧高等教育合作之演进：以捷克为例

捷克位于欧洲心脏区域，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１３］，制造业发达，是欧洲地区工业立国的典
范，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性产业优势［１４］，被称为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样板国。截至２０１９年，
中国与捷克在经贸合作、政治互信和人文交流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也对两国人才
流动、高教合作、科技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１３４８年查理大学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创办
至今，捷克高等教育已走过了６７２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捷克现共有
公立高校２６所，国立高校２所，私立高校３９所，经历了从精英教育、大众教育向普及教育的平
顺过渡，已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２０１４年捷克高校接受学位教育的学生为３４７　３３９人，其中，
学士占６０％，硕士占３４％，博士占７％；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为２８　３３２人，另有外国留学生

３７　６６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学毕业生占２／３以上。［１５］捷克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较好，为本
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１６］对中捷高等教育合作的探讨对中国 中东欧高等教育合作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捷克成立以来，中捷两国高等教育合作总体经历了三个阶段：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捷克成立
伊始，受国际政治格局及捷克总统外交理念的影响，中捷两国关系发展缓慢，两国在高等教育领
域的合作初步开始；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捷克新任总统就任以后，其务实的外交战略为推进中捷合
作提供了契机，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也逐步扩大；２０１６年至今，随着中捷两国 “战略伙
伴关系”的确立和中国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开展，中捷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进入加速期。

１．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初涉高等教育合作。１９９３年捷克成立，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总统。受
“苏东剧变”及哈维尔所推行的 “人权政策”的影响，捷克将 “回归欧洲”作为外交导向，将经
济发展、国家安全等寄希望于加入欧盟与北约。随之产生的少数政客对社会主义的偏见，也导致
捷方难以在短期内与中方开展密切的外交活动，延缓了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发展进程。［１７］

捷克成立之初，中捷两国仍延续原捷克斯洛伐克搭建的中国 中东欧高校合作伙伴关系与合
作平台，发挥合作高校的自主性与积极性，维持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在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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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开展有限的高等教育合作。如表１所示，１９９５年 《中捷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与１９９９
年 《中捷政府联合公报》的签订，为两国高等教育合作奠定了基础。期间，欧洲 “博洛尼亚进
程”开始实施，捷克融入欧洲教育一体化和高等教育改革潮流，这一事件对捷克高等教育国际化
具有重大意义，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国际化水平提供了良好契机，特别是在师生流动、学分转
换、学历学位互认、办学质量保障等多方面遵循统一标准，大幅度提高了国际认可度。［１８］这一阶
段，中捷两国初涉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

表１　第一阶段中捷两国与高等教育相关的重要文件与事件
年份 文件、事件名称 与高等教育合作有关的内容

１９９５ 《中捷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通过交换科技成果形式为两国经济发展进行科学研究与
开发，开展科学技术合作

１９９９ 《中捷政府联合公报》 进一步拓展科学技术研究、体育、文化等领域合作

１９９９ 《博洛尼亚宣言》

建立易懂及可比较的学位体系；致力于建立以两阶段模
式 （本科 硕士／博士）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学
分体系；促进师生和学术人员流动，克服人员流动的障
碍；保证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博洛尼亚宣言》。

２．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扩大高等教育合作。２００３年，瓦茨拉夫·克劳斯当选捷克总统，其务实
的外交政策推动了中捷两国关系的改善。捷克外交理念从原来单一的 “翘首西望”变为 “东张西
望”，在继续加强与西欧国家合作的基础上提升与东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中捷两国高等教育
合作不断升温。［１９］在２００５年的 《中捷政府联合声明》中，两国对１９９９年签订的 《政府联合公
报》进行补充，对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双边合作抱有更为积极的态度。２００７年，基于两国
政府的支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捷克帕拉茨基大学合作举办的捷克首家孔子学院成为两国高等教
育合作的里程碑。２０１３年，米洛甚·泽曼出任捷克总统，对与中国的合作更为理性、务实。同
年，我国提出 “一带一路”设想，明确包括捷克在内的中东欧国家是 “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合
作伙伴，这为扩大两国高等教育合作提供了战略支持，具体见表２。

表２　第二阶段中捷两国与高等教育相关的重要文件与事件
年份 文件、事件名称 与高等教育合作有关的内容

２００５ 《中捷政府联合声明》
支持扩大两国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加强地方和民间的交往

２００７ 《中欧教育合作联合声明》
进一步加强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合作；设立中欧教育政
策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人员交流、语
言教学和职业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２０１２
《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友好合
作的１２项举措》

未来５年向中东欧１６国提供５　０００个奖学金名额

２０１２
《中国教育部和捷克教育青年体
育部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教育交流协
议》

每年互换２００人奖学金留学人员到对方国家学习和从事科
研工作；推动汉语和捷克语教学；鼓励两国高校建立交流
合作等

２０１４
成立中国 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
会

作为中国 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的配套活动，搭建高校
合作伙伴关系与合作平台，发挥成员高校的主动性与积极
性，整合与共享资源，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教育合作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连续３年开展中国 中东欧国家
教育政策对话

开展教育国际化发展、高校与就业市场、高等教育远程教
育等议题的讨论，扩大中国 中东欧国家教育合作交流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３．２０１６年至今：加快高等教育合作。２０１６年３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捷克，两国发
表 《中捷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助推两国高等教育合作进入历史发展的 “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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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同年，我国提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积极推进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等教育
合作交流。作为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以 “全面推
进、重点突破”为总体工作思路，加强与沿线各国教育互利合作，在诸多方面取得有效进展。沿
线国家的教育互联互通合作得到强化，人才培养培训合作得以深化，共建丝路合作机制得以推
进，为区域教育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见表３。截至２０１９年，我国已有辽宁省、宁波市
等１８个省市与教育部签署了 《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着力发挥自身
区位优势以提高国家整体对外开放水平。［２０］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宁波市在其 《推
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国际合作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文件中提出，将努力在２０２２年
建成若干高水平品牌性合作交流平台，并明确要加快推进建设捷克语等一批语言文化中心、支持
相关院校赴捷克等国家开展合作办学项目。同时，国内各高校也重点面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项目。

这一阶段，中捷两国积极拓展高等教育多边合作，共同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在中国 中
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成立的基础上，２０１９年４月， 《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杜布罗夫尼克纲要》
发布，捷克明确提出欢迎中方启动 “中国 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教育项目”，加快两国高等教育合
作。同时，中国 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持续进行，教育合作交流进入常态化，中捷高等教育
合作进程加快。

表３　第三阶段中捷两国与高等教育相关的重要事件或文件
年份 文件、事件名称 与高等教育合作有关的内容

２０１６
《中捷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

加强在文化、教育等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扩大互派留学
生规模，拓展影视、智库、媒体等新兴领域合作；鼓励民
间机构积极参与推动双边关系

２０１６
《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
动》

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合作：实现政策沟通，渠道畅通，语言
互通，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连通；开展人才培养培训合作：
实施 “丝绸之路”合作办学、师资培训、人才联合培养推
进计划；共建丝路合作机制：开展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实
施教育援助计划、开展表彰工作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连续４年开展中国 中东欧国家
教育政策对话

在高等教育、创新创业、职业教育等领域进行合作；加强
教育战略对接，紧密教育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国 中东欧
教育交流合作行稳致远；正式启动 “中国 中东欧国家教育
能力建设项目”和 “中国 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教育项目”；
中方鼓励高校合作建设 “鲁班工坊”，共同培养职业技术人
才等

２０１９
《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杜布罗
夫尼克纲要》

捷克支持中国 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和中国 中东欧国
家高校联合会的举办；捷克欢迎中方开展 “中国 中东欧国
家教育能力建设项目”和 “中国 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教育
项目”等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中国与中东欧经贸合作网、《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

两国政治关系转圜及我国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开展，促进了中捷两国高等教育领域合作
进程明显加快，这从在捷中国留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即可见一斑。２００１年在捷中国留学生仅有

１６人，２０１６年中捷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有了飞跃式增长，至２０１７年已有留学生４１６人
（图１）。其中，中国留学生对赴捷留学目标学校的选择也呈现出多元化倾向。２００１年前后，所有
的中国留学生都就读于捷克公立大学，近乎一半的留学生选择布拉格查理大学。２０１４年以后，
就读于捷克私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日渐增加，２０１７年就读于布拉格金融管理大学的中国留
学生就达８５名，就读于布拉格英美大学、布拉格纽约大学等其他私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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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增多。［２１］

三、深化中国 中东欧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问题分析：以捷克为例

梳理中捷高等教育合作进程可知，影响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因素多元复杂。为深化两国高等
教育合作，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两国高等教育合作
的稳定性、丰富性、广深程度等均有待提高。

１．双边关系有波动，战略合作尚不稳。稳定
的双边关系是保障高等教育合作顺利推进的前提条
件。中捷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但也经历了跌宕起伏
的发展历程，高等教育合作深受双边关系变动的影
响。社会主义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有着相同
的意识形态基础，曾尝试在工业、科学技术等领域
进行交流合作，并达成一定共识。特别是１９５７年
《中捷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中首次提到，两国将在
教育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为中捷两国在高等教育
领域合作拉开序幕。

苏东剧变后，在欧盟和美国等国际政治压力下，捷克在人权等问题上与中国产生分歧，中捷
高等教育合作交流随之受到冲击。直到克劳斯所代表的公民民主党执政后外交理念趋于务实，高
等教育合作才得以重启。当今时代，一方面，欧盟的欧洲一体化总体战略布局对捷克等中东欧地
区施以强大的地缘影响力，“伊拉斯莫斯计划”和博洛尼亚进程等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对中捷
高等教育合作产生压力；另一方面，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等差异导致捷克国内主流媒体对 “一带一
路”的报道有失偏见，中捷高等教育合作面临认知层面的挑战。中国与捷克的合作总体上处于战
略伙伴初级阶段，且面临复杂的外交环境［２２］，高等教育合作尚未深入，仍有巨大进步空间。

２．合作项目难落实，合作层次待丰富。合作项目是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载体，项目签
订与平台搭建是两国高等教育开展实质性合作的必要条件。目前，中捷高等教育合作大多停留于
签订合作备忘录、校级互访等战略合作层面，暂未落实到师生流动、科研交流等工作实践层面，
落实度与层次性略有不足，合作 “悬空化”明显。以我国东南沿海某 “双一流”高校Ｎ大学为
例，在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助推下，近年来Ｎ大学与捷克排名第一的查理大学在学校领导
层面上交流频繁，如２０１７年两校签订教育合作备忘录、持续多年共同参与中国 中东欧国家教育
合作交流会、签订访学交流项目等，但截至目前Ｎ大学尚未实现中捷教育合作项目落地，尚未
招收捷克来华留学生，高低层面的反差显著。对于战略合作层面顺利进行与实质推进层面不尽人
意的 “断层”现象，专业人才与专项资金的匮乏是重要因素。从事国际高等教育合作的专业人才
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沟通渠道与项目宣传，导致本国学生对国外高校了解不够充分；有限
资金投入影响对留学生补助及奖学金发放的水平，降低了对留学生的吸引力，进而造成了合作层
次不高。

３．合作重点不突出，区域面不广。“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鼓励沿线国家间达成广泛的校际合
作。在中捷高等教育合作中，存在着合作重点不突出、合作区域面不广的问题。两国高校合作较
为泛泛，尚未聚焦。以布拉格查理大学为例，其医学、兽医学、卫生学等学科排名世界前列，尤
其在儿科专业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我国相关医学类高校尚未与其优势专业达成合作。［２３］布拉
格工业大学拥有世界一流的机械工程专业，以汽车、航空器、建筑机械等专业为优势特色，国内
仅有清华大学、沈阳建筑大学曾与其开展相关领域交流活动。著名汽车企业斯柯达创办的斯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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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大学，主要培养服务于汽车行业的人才，具有较强的专业特色，国内仅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曾派交换生前往学习。为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与高校学科发展，中捷各高校重点专业仍有较大
合作拓展空间。

就全球ＱＳ排名前８００的捷克高校与中国高校合作情况看，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陆续有近

２０所高校与捷克高水平院校建立了良好合作联系，而西部地区高校在对捷交流合作方面建树寥
寥 （表４）。与此对应的是，在捷克的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于布拉格、奥斯特拉发两座城市，其
他地区仅零星分布了个别留学生。一方面，客观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高校数量较
少，高校实力相对东部地区整体偏弱，这不仅制约了高校在发展过程中 “走出去”，而且一定程
度也限制了中捷高校合作项目的 “引进来”，导致东西部地区高校在中捷高校合作中状态均衡。

另一方面，两国高校在选择目标合作院校时均表现出较强的选择性，趋向于选择实力较强的高校
或具有盈利性的教育项目，以此提高自身影响力或预期收益，换言之，基于利益博弈的选择，限
制了合作的广泛性。

表４　捷克高水平大学与中国大学开展的交流合作

捷克高水平大学
（ＱＳ排名前８００）

２０１８年ＱＳ排名
（国内／国际）

合作的中国高校

布拉格查理大学 １／２９１
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宁波大学、曲
阜师范大学开展访学项目

布拉格化工大学 ２／３５５
访问过华中农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加入西安交通大学的丝绸之
路大学联盟

布拉格工业大学 ３／４９８ 与沈阳建筑大学、清华大学进行合作交流

马萨里克大学 ４／５５５
访问过华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开展交换生
项目

帕拉茨基大学 ５／６２０

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南大学、上海体育学院、贵州大学、四川外
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四川文理学院开展合作交流；与陕西
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开展欧盟教育部项目；与乐山师范学
院成立 “特殊教育合作基地”“残障支持中心”

布尔诺理工大学 ６／６５３
校领导访问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与广西艺术学院签署
合作备忘录；北京理工大学校领导访问该校

利贝雷茨理工大学 ７／７８１
与西安交通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校领导访问浙江理工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

　　资料来源：各高校官方网站。

４．留学规模存不足，向往度待提高。留学生数量是反映高等教育合作中国际人才培养规模
的重要指标之一。捷克与中国留学生都更偏向于选择英、美、法等传统留学国。对于捷克学生而
言，毗邻教育水平较高的欧洲发达国家，并拥有欧盟实施多年的博洛尼亚进程、“伊拉斯莫斯计
划”等教育改革计划，对学制、学历、学分等都有了统一的标准设置，有较高的奖学金覆盖率。
此外，欧洲博洛尼亚进程整合了欧盟的高等教育资源，打通了欧盟国之间高校办学壁垒，使得捷
克学生在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中享受学分与学历互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离开欧盟范围
求学的意愿。

在捷中国留学生规模较小，在留学生人数排名中位列第九，远低于印度、越南等国家。一方
面，学生在选择留学国时有着天然的地缘偏好，中国学生更倾向选择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邻近
国家；另一方面，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归国后学位难被认可、学分置换繁琐等系列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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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影响学业进度或规避后续就业风险，大多数学生会偏向于选择容易被认可的传统留学国。

四、深化中国 中东欧高等教育合作展望

在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推动下，中国 中东欧高等教育合作不断加快，但也存在着诸多
发展问题。为推动两国高等教育合作进入深化发展阶段，中国 中东欧双方需要在增强政治互信
的基础上，实现高等教育合作的战略对接，增进高校校际交流，推进合作项目的落地，扩大留学
生的互派，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１．增强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保障地区间关系稳固，达成深入的战略合作，是不断加
强中国 中东欧友好互动、有序开展高等教育合作的必要前提。一方面，要维护和深化合作基础，
积极利用好现有资源平台，支持 “孔子学院”“教育交流年”等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合作机制的
开办与组织，并深入到具体实施路径层面。深入了解对方地区与国家的外交环境，注意协调国际
因素在合作中形成的压力，推进多边合作机制，着力将中国 中东欧国家高等教育合作塑造成为
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合作的 “样板”。另一方面，作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主导国
家，我国应当深入了解中东欧国家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定位，加强两国合作战略对接。充分利用已
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制定与完善整体全面的战略框架，以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框架为行动指
南，以加强政府层面的战略合作沟通为主要渠道，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 中东欧高等教育深化发
展，实现 “加快合作”阶段到 “深化合作”阶段质的飞跃。

２．增进校际交流，深化合作基础。中国 中东欧高校校际交流有利于夯实合作基础，为两国
高等教育合作进入深化阶段提供有力保障。高校应立足于 《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尝试构建中国 中东欧高等教育合作共同体，为国际高等教育合作开辟新空间———不仅要鼓励与
中东欧综合性高水平大学实现深度合作，也要鼓励各种类型的应用类院校、职业类院校展开合
作，增加合作院校的类型丰富性，签订旨在进一步优化合作的专门性文件协议，串联相关高校；
不仅要鼓励东部发达地区高校与中东欧高校进行交流合作，也要支持我国中西部高校踊跃、有序
加入国际化进程，对中西部高校开展中国 中东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
改善合作高校的地域分布；不仅要鼓励中国 中东欧院校间建立校级互访、交流访学等活动，也
要鼓励院校间进行合作办学等高级别、持续性的活动，着手建立自上而下激励机制，形成广而深
的长效合作机制。

３．选择优势特色，推动项目落实。要准确把握当前发展趋势下中国 中东欧各自的人才与科
研发展契机，立足于各自科研与人才的要素禀赋，把握优势学科特色，以推进 “一带一路”教育
行动产业发展为目标，为高水平科研合作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要加强高校优势专业团队的科
研合作，实现强强联手。重视国际师资与科研团队的互动，鼓励合作双方进行互访与研修，交流
科研经验与学生培养模式，提升高校整体国际化水平。充分尊重中国 中东欧合作高校及科研专
家在科研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为科研人员提供自由开放的合作交流渠道，尽力确保科研人才在合
作中释放科研潜能，保障科研成果的共享与转化。另一方面，要重视语言文化的学习与互动，构
建语言文化、学科技能、产业发展三者间的长效协调机制。持续推进语言文化融通，与身处 “一
带一路”建设沿线的国家、社会组织、企业等保持密切合作，深入了解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路
径与所需资源，有针对性地基于产业发展需要联合培养复合型人才。以浙江万里学院为例，学院
设立捷克语言文化中心，结合合作院校的优势专业与社会人才需求，“订单式”培养具有语言优
势的应用型专业特色人才，为后续项目的签订奠定基础，实现人才培养与 “一带一路”战略对
接，将高校合作落到实处。

４．扩大互派规模，提高留学吸引力。要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第一，为学生提供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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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蓄的校园环境，培养学生开放的心态与包容的世界观，鼓励学生参与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帮助学生认识中东欧国家、认识中国。第二，建立并完善留学资讯共享平台，为各国学生提供学
习交流的信息渠道和宣传材料，学校网站提供多语言服务，并及时更新合作项目与信息。第三，
对接 “一带一路”战略人才需求市场，遵循 《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优秀留学生
创造职业发展机遇，提高留学吸引力。第四，高校应立足于中国 中东欧合作项目的优势学科组
织合作办学，主动开发新的合作项目，定期开展留学生互派，面向合作院校实行精准招生的同
时，完善学分学历互认制度，适当精简国际学生申请材料与程序，简化归国留学生学历、学位、
学分的认定程序，从而确保留学相关制度的持续性、常态化、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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