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５期［总第１７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３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１６６３（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２０－０５

我国高校开展跨国间双学位项目的现状研究

张 金 萍 　 刘 少 雪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作者简介：张金萍（１９８４—），女，山东日照人，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刘少雪（１９６７—），女，山东莱阳人，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受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ＺＸＺＹ６０３００３）资助．

摘　要：从学位层次、地区分布、合作对象、学科专业等维度梳理了当前中外高校双学位项目的历史发展和现

状特点，并从政策、管理和项目实施的层面对其发展成效和存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减少障碍性制度设计

和分类管理与重点推进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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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二十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

潮逐步波及政治、文化和科技等许多领域，同时带来

了高等教育跨越空间界限的国际化趋向。而知识经

济时代的到来，刺激了世界范围内对高等教育需求

的显著增长，加之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国家和大学正寻求以国际化的方式来解决不

同阶层、群体 对 教 育 供 给 数 量、质 量 及 多 样 性 的 需

求，跨国高校间的双学位项目就是在这种宏观环境

中应运而生。作为跨国教育在中国实践的特殊化体

现，中外合作办学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对双学

位项目的研究却较少。

一、中外高校双学位项目的历史发展

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外高校间双学位项目的上位

语境，中外高校双学位项目的发展历程埋嵌在中外

合作办学发展的脉络之中。自１９７８年开始，我国就

开始着手探索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但由

于缺乏公开发布的政策法规和统一的审批单位，致

使早期的中外办学活动出现无法可依和无章可循的

状况［１］１０９－１３２。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中 期 以 后，随 着 国 内

外经济形势的稳定发展和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中 外 合 作 办 学 不 断 受 到 重 视。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６年

间《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和《关于加强中外合作

办学活动中学位授予管理的通知》相继公布实施，为
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２００１年之后，伴

随我国加入 ＷＴＯ并需兑现教育服务的承诺，《中外

合作办学条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简称《实施办法》）分别

于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起施行，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

的支持和政策导向进入了一个更加规范的新阶段。

据统计，１９９６年我国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和机构有１７０个，２００２年为７１２个，到２００４年

这一数字已达到８００多个，但这些项目和机构以普

通教育阶段为主，高等教育阶段的学历教育项目很

少，授予两 个 学 位 的 跨 国 学 位 项 目 就 更 少（见 下 图

１）。自２００２年，经教育部审批、复核批准的高等教

育阶段的中外双学位项目增长加快，到２００３年已有

１７个。２００４年之后，教育部相继发布了一系列诸如

申请、备案、批准编号和学位认可等规范性文件，进



一步促进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发展。针对我国中

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教育部于２００７
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

知》，并规定原则上到２００８年年底不再批准任何合作

办学项目。从图１也可看出，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９年期间

的中外双学位项目较之前阶段在数量规模上骤减，

２００８年则更是没有任何项目得以批准。这种情况直

到２０１０年才发生变化，有１８个本科教育以上（含本

科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获得批准，其中

双学位项目共有１６个，到２０１１年则增长到５４个。

图１　中外高校双学位项目的年度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由教育部公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

项目统计名单整理而成。

详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ｚｂｘ．ｃｎ／ｗｅｂ／Ｌｉｓｔ／ｈｚｂｘ／２０１１０１／

１１２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０３－０１至０３－１５）

注：图中的项目数字为在该年度经批准和复核后的总数量

二、中外高校双学位项目的现状特点

１．以本 科 层 次 为 绝 对 主 体，硕 士 和 博 士 层 次

很少

截止到２０１２年２月，经由教育部依法批准设立

和举办的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包括实施境外学士学位以上教育的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有５７７个，合作模式或结果指向比较多

元，包括：授予中外两个学位证书的双学位项目１２６
个、只授予中方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的项目２５７个、
只授予外方学位证书的项目１２１个、同时授予中方

学位证书和外方毕业证书／写实性证书／结业证书的

项目３７个、同时授予外方学位证书和中方写实性证

书的项 目２４个、授 予 其 他 证 书 类 型 的 项 目１２个。
这１２６个中外 双 学 位 项 目 分 别 在 学 士（１２０个）、硕

士（５个）和博士（１个）三个学位层次开展，本科层次

为绝对主体。

２．办学区域分布高度不均衡，东西部差异巨大

目前我国已有２０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地区的

８８所高校开 展 了 跨 国 双 学 位 项 目。大 多 数 项 目 集

中分布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及大

城市，其中江苏高校最多有２３个（１８．３％），其次为

上海（１６个）、北京（１５个）和 吉 林（１３个）三 地 区 的

高校，共计开展３４．９％的项目。而在经济发展相对

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中外双学位项目规模较小。青

海、西藏等地区迄今为止则还没有此类项目。

图２　中外高校双学位项目的地区分布图

数据来源：由教育部公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

项目统计名单整理而成。

详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ｚｂｘ．ｃｎ／ｗｅｂ／Ｌｉｓｔ／ｈｚｂｘ／２０１１０１／

１１２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０３－０１至０３－１５）

３．合作对象以欧美高校为主，其中澳、美、英三

国领先

迄今为止，已有１６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与我国

高校开展双学 位 项 目（见 表１），数 量 最 多 的 前 三 个

国家分别是 澳 大 利 亚、美 国 和 英 国，约 有６３．５％的

项目（８０个）来 自 这 三 个 国 家。法 国、爱 尔 兰、加 拿

大和德国的院校也在我国开展有多个双学位项目。
表１　中外高校双学位项目的合作对象国分布图

国家和地区 数量 比例（％）

澳大利亚 ３０　 ２３．８
美国 ２５　 １９．８
英国 ２５　 １９．８
法国 ７　 ５．６

爱尔兰 ６　 ４．８
加拿大 ６　 ４．８

德国 ６　 ４．８
新西兰 ５　 ４．０

韩国 ４　 ３．１
其他 １２　 ９．５

　　数据来源：由教育部公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统计

名单整理而成。

详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ｚｂｘ．ｃｎ／ｗｅｂ／Ｌｉｓｔ／ｈｚｂｘ／２０１１０１／

１１２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０３－０１至０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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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合作学科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工学、管理

学和理学领域

根据中外双学位项目是否在同一学科领域内开

展进行划分，有１２２个双学位项目在同一学科领域

内开展，４个在不同学科之间开展，分别为电信工程

与管理、电子商务与法律、经济学和金融学、旅游管

理和酒 店 管 理。以 我 国《普 通 高 校 本 科 专 业 目 录

（１９９８年版）》为 参 照，在 本 科 层 次 的 同 一 学 科 领 域

内 开 展 的 双 学 位 项 目 有１１６个，分 布 在 工 学（５１
个）、管理学（２９个）、文学（１０个）和经济学（８个）等

９个学 科 门 类 中。但 不 同 学 科 之 间 的 分 布 并 不 均

衡，超过半数的项目在工学（４４％）和管理学（２５％）
两个领域开展，教育学（０．９％）、法学（０．９％）和农学

（３．４％）领 域 开 展 的 项 目 很 少。研 究 生（硕 士 和 博

士）层次的项目分别在管理学和理学（各２个）、医学

和经济学（各１个）领域。

５．合作院校层次不齐且相对偏低

从中方院校来看，目前共有８８所中国高校开展

双学位项目。其中“９８５”高校７所（８％）；“２１１”高校

１６所 （１８．１％）；而 地 方 普 通 院 校 则 有 ６５ 所

（７３．９％）。从外 方 院 校 来 看，能 够 排 在 世 界 前５００
强的大学寥寥无几，多数大学在本国高等院校的排

名中处于中后位置。以合作项目最多的澳大利亚为

例（见 表 ２），根 据 澳 大 利 亚 学 术 研 究 理 事 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于２０１１年公布的大

学研究实力 报 告，在 澳 大 利 亚 现 有 的４２所 大 学 当

中，有１３所在与中国高校开展双学位项目。排名前

十的院校中只有悉尼大学和昆士兰科技大学各设有

一个项目；而５０％的项目由排名在第２１～４２名的７
所高校开展，其他的项目来自排名在第１１～２０名的

４所高校。表 现 最 为 活 跃、开 展 项 目 最 多 的 大 学 是

排名３４位 的 查 理·斯 窦 大 学，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 与４
所国 内 高 校 在５个 专 业 领 域 开 展 了６个 双 学 位

项目。

三、中外高校双学位项目的发展成效分析

１．深化了我国学位制度国际化发展的程度

在双学位项目合作过程中，学术个体需要进行

跨国流动，教育活动的构成要素诸如课程、教学方法

和理念需要进行文化融合，表征学者学术成果的主

要形式———学位论文需要在双方导师的共同指导下

完 成，作为社会对学者学术水平评价和认可所进行

表２　中澳双学位项目院校统计

外方大学 综合排名 中方大学 项目数量

悉尼大学 ５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１
昆士兰科技大学 １０ 金陵科技学院 １

格里菲斯大学 １１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１
中国矿业大学 １
华中师范大学 １
沈阳工业大学 ２

塔斯马尼亚大学 １４
上海水产大学 １
浙江工业大学 １

亚拉筹伯大学 １８
江苏科技大学 １
中国矿业大学 １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１９

上海水产大学 １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２

华中师范大学 １
科廷科技大学 ２１ 南京审计学院 １

西悉尼大学 ２２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１
迪肯大学 ２５ 首都医科大学 １

南昆士兰大学 ３１
浙江科技学院 １
浙江农林大学 １

查理·斯窦大学 ３４

天津商业大学 １
扬州大学 １

云南财经大学 １
长春税务学院 ３

南十字星大学 ３５ 长春师范学院 ２

维多利亚大学 ３６
中央财经大学 １

内蒙古工业大学 １

　　数据来源：由教育部公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统计

名单整理而成。

详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ｚｂｘ．ｃｎ／ｗｅｂ／Ｌｉｓｔ／ｈｚｂｘ／２０１１０１／

１１２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０３－０１至０３－１５）

的管理活动———授予学位授予权、制定学位 授 予 标

准、规范学位授予程序和保障学位授予质量等需要

在双方的共同合作中完成。尽管不具备独立的法人

资格和经济核算能力，但以项目合作的形式来实现

不同文化和体制下理念、方法、设备等要素的交融，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实践证明，授予不同体制中的

两个独 立 的 学 位 证 书 不 仅 可 行，而 且 有 利 于 深 度

合作。

２．引进了国外的教育资源，利于满足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跨国双学位项目在引进国外专业、课程、师资等

方面作用较为显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我国

高等教育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的供给矛盾。

第一，我国“突进式”的大众化进程和庞大的高

等教育需求 数 量 需 要 一 个 多 元 开 放 的 体 制［１］１０９－１３２，

·２２· 张金萍等·我国高校开展跨国间双学位项目的现状研究



而中外双学位项目可有效地满足部分人群入学和在

职提高的需求。有学者指出，中外合作办学的受众

主要是国内中高收入的家庭，“在客观分析高收入阶

层支付能力和选择需求的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作

为一种与留学服务相互补充的形式，存在一定的发

展空间”［２］。
第二，随着“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的推进，我

国高等教育 的 内 部 分 层 导 致 不 同 层 次 的 大 学 存 在

“质量差距”。一方面，重点大学资源的有限性不能

完全满足教育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民众在就业

压力、收益诱惑和自我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对高质

量教育的消费性选择日益剧增，为国外教育资源的

引入提供了契机。中外双学位项目课程的特色之一

就是使用国外原版教材，采用双语教学，引进国外先

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据统计，在上海地区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中，约有６０％的机构对国外教

材的使用率高达５０％之上。
第三，“从结构上看，我国教育供给矛盾还体现

在某一 层 次 或 某 一 专 业 的 教 育 供 给 短 缺”［１］１０９－１３２。
《实施办法》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在国内新兴和急需

的学科专业领域开展合作办学［３］。在已开展的中外

双学位项目中也确实引入了一批国家或地区急需的

专业学科，如河南工业大学与英国雷丁大学在食品

工程专业开展的合作，由于英方高校拥有在本国排

名前列的优势学科，学位合作项目的设置，积极推动

了河南工业大学的专业建设。

四、中外高校双学位项目的主要问题

及相关建议

　　１．相关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力度需

加大

同《办学条例》和《实施办法》颁布时的社会环境

和条件相比，目前各方面的形势都已发生了较大变

化，已有的某些条文规定表述不明确且缺乏实践操

作性。如在生源标准上，《办学条例》第３２条指出，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招收境外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这“有关规定”到底是指哪种规定？通过访

谈得知，这个“有关规定”是指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

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根据这一规定，通过

参与联合培养来华攻读学位的外方学生，需要先通

过教育部学 籍 学 历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进 行 学 籍 电 子 注

册，继而获得在国内高校的学籍，并在完成学习要求

后按照《教育部关于改革外国留学生学历证书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获得中方学位。同国外高校针对

国际学生学籍变通方法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

要求过于刻板，不利于合作方的境外学生获得国内

学位。
在学位认证上，我国政府虽已与３９个国家和地

区正式签署了《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

的协议》，但这并不代表两国所有高校都会被相互认

可。只有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且在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备案的双学位项目授予的境外学位证

书，才能获得有效认证。但由于认证不具强制性，很
多项目并未备案，从而导致有些学生在完成项目规

定的学习要求后获得的外方学位证书不能被我国政

府、大学和用人单位所认可［４］，对项目的持续发展产

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另外，国内高校在开展跨国双学位项目时带有

明显的零散性和随意性。东部高校因地缘和累积优

势吸引到了更多的国外大学开展合作，而实力落后

的西部院校限于自身条件则相对困难。在学科分布

上多以投入成本相对较小，市场效益较好的商科、管
理及信息技术等为主要合作领域，而在有益于国家

和地区未来经济、科技和社会产业结构发展的专业

领域则合作较少。

２．合作院校资质良莠不齐，对境外教育资源的

内化吸收不够

在与国内高校开展合作项目较多的澳、英、美三

国高校中，少有在本国自身教育体系中处于顶尖地

位的大学参与。除上文已提及的澳大利亚外，据《泰
晤士报》２０１２年 对 英 国１５０多 所 大 学 进 行 的 排 名，
在中国开展双 学 位 项 目 的１５所 高 校 中，排 名 前２０
的院校只有１所，排名在６０到１２０的 高 校 则 有１１
所。这种情况在与我国高校开展合作的美国院校中

表现得更突出，除佐治亚理工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

和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健康科学中心外，绝大多

数院校及其专业很少出现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的大学排名榜中。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由于

国内顶尖高校参与双学位合作较少，而地方普通院

校自身的层次和办学水平较低，在合作过程中较难

吸引国外高水平大学参与合作。二是我国开展中外

合作办学时间不长，对国外高校资质的了解渠道有

限，合作的随机性比较明显。项目多是由某种特别

机缘促成的，而非学校或教师及科研人员长期合作

所推动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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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高校而言，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后如何有

效地开发利用，并内化提升自己的教育质量尤为重

要。当前多数双学位项目以引进国外原版教材或对

方院校派遣教师来中方授课为办学特色，从理论上

说，在课程和培养计划中融入本土特色，参与外方教

师的教学过程，或在科研上开展深度合作，均可促进

引进资源的本土化发展。但实践中却存在有些中方

教师因语言障碍、学校考核机制等原因而放弃使用

外方教材的状况，形成外方教师使用外方教材，中方

教师即使使用原版教材也无法领会国外先进的教育

理念和方法的局面。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完善法规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双学

位项目的合理布局与发展，从国家、地区的经济、文

化和社会发 展 角 度，对 双 学 位 合 作 项 目 进 行 引 导。

在管理上，采取分类管理和重点推进的发展策略，鼓
励国内高水平大学重点和有选择地同世界一流大学

开展合作，推进“强强联合”；而一般性地方院校应根

据自身办学特点和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与国外同层次

或高层次的大学开展优势合作。在政策导向上，鼓

励“门当户对，优势互补”，明确双学位合作项目的价

值取向，引导办学项目以引入并内化优质外方教育

资源为核心，加强对双学位项目的质量监督。
其次，减少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的 障 碍 性 制 度 设 计。

在招生政策上，建议设置为参与双学位项目的学生

授予学位的基本通道，包括招生名额的分配、学分认

可、交流注册时间、支持项目实施的费用来源等，完

善参与双学位项目的境外学生管理系统，便捷其来

华攻读学位的通道，使得双学位项目真正成为双方

学生共同参与的渠道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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