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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招生问题是影响中外合作办 学 研 究 生 教 育 发 展 的 核 心 问 题 之 一。但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研 究 生 招 生 在 实

践中却存在着诸如招生计划制定的随意性、计划内招生的行政色彩过浓、招生对象本土化有余国际化不足等

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外合 作 办 学 的 发 展。鉴 于 此，政 府 应 该 逐 渐 完 善 监 管 者 角 色，通 过 在 招 生 计

划制定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扩大和完 善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研 究 生 招 生 工 作 的 试 点 评 估 工 作 等 方 式 来 规 范 和 引

导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招生。与此同 时，中 外 合 作 办 学 研 究 生 教 育 机 构 和 项 目 也 应 将“高 质 量”作 为 吸 引 国

内和国际生源的有效手段，以实现其招生对象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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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９５年第一个授予学位的研究生教育项目

（天津财经大学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市大学合作举办

了工商管理硕士教育项目）开办至今，中外合作办学

研究生教育已经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近年

来，随着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和质量的不断提高，研究

生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逐渐受到重视，而且日益成

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重点发展方向和趋势。［１］但生源

的规模和质量一直是影响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探讨中外合作

办学研究生招生问题，对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

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的招生现状

通过对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日公布的硕士及以上教 育 中 外 合 作

办学机构与项目的信息进行整理，发现中外合作办

学研究生教育在层次和区域分布、招生专业和招生

方式上呈现以下特点。
（一）中 外 合 作 办 学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层 次 和 区 域

布局

就办学层次来看，研究生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已

成规模，但以硕士研究生教育为主，博士研究生教育

所占比例较低。经我国教育部批准和复核的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含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共７４８个

（本科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５６４个，硕
士及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１８４个）。
其中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机构１６个，合作办学

项目１６８个（如表１所示）。１６个机构中仅有５个机

构具有博士研究生教育资格，１６８个项目则全部承担

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任务。也就是说，研究生层次的

中外合作办学仅占中外合作办学总数的２５％，其中

博士仅占０．０１％。就地域分布来看，研究生层次中外

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分布在１８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但多集中在经济、文化、高等教育相对较发达的省

份，比如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



表１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机构与项目的省际分布情况

　　省份

类型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江苏 浙江 广东 福建 山东 江西 四川 湖北 湖南 陕西 黑龙江 辽宁 云南 贵州 总计

机构 ３　 ４　 １　 １　 １　 １　 ２ － － － － １ － － － ２ － － １６
项目 ４７　 ３４　 １３　 ３　 ８　 １１　 １０　 １　 ２　 ９　 ７　 ４　 １　 ６　 ４　 ５　 ２　 １　 １６８

　　（二）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的合作方与招生

专业分布

从合作对象来看，与我国合作开展研究生教育
的外方，既有境外公私立高校，更有企业与非政府组
织，如李嘉诚（海外）基金会、香港美视电力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比利时欧洲发展发
展基金会等。从合作方的国家(地区)分布来看，合作者主
要来自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较发达的国家(地区)。位于前
三名的是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其次则是法国、英
国和加拿大。（如图１所示）

图１　合作对象的地区分布情况

就专业分布来看，合作专业多集中在办学成本
较低、市场需求广泛的企业管理和信息技术等专业
领域。以北京４７个合作项目来看，开设工商管理专
业（如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旅游管理）的项目居多，占到５３％；电气
信息类（如计算机、电子科学与技术）９％；经济学类
（如国际经济、国际贸易、财政学、金融学）１１％；工程
类（土木工程硕士、通信工程硕士等）１０％；教育学
类４％；其他类１３％。

（三）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的学位类型与招

生方式分布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按照授予学位的

类型，可以分为国内研究生教育和国（境）外研究生
教育两类。其中，授予我国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研
究生教育需要纳入我国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在参加
完全国研究生统考的基础上，由各个机构和项目自
主录取学生。而授予国（境）外学位的研究生教育往
往采用自主招生（计划外）的方式，招生标准往往以
外方院校的招生标准为主，而且不能低于外方院校
在所在国的招生标准，学生毕业后只能拿到外方学

校授予的学位证书，而无法取得我国的学历、学位证
书，因此也被称为非学历教育。目前，１６个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中，授予境外学位的有２个，１６８个项目
中，授予境外学位的有１５５个。所以总共有１４个机
构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２个机构自主招生；１３
个项目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１５５个项目自主
招生。总体而言，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占到
总数的１５％，自主招生占总数的８５％；其中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较多，项目
则多进行自主招生。

二、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招生

存在的现实问题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初
具规模，招生也逐渐多样，但是由于其必须在我国既
有的政策法律框架下实施，因此在具体的招生实践
中，依然存在许多现实问题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

第一，招生计划的制定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科
学合理地编制高校招生计划，不仅是贯彻执行国家
高等教育发展大政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保障高等
教育健康持续发展、体现教育公平和推动经济社会
和各高校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直接关系着高校
办学资源的配置、教育教学工作的组织和人才培养
目标的实现，也关乎考生切身利益和自我发展。［２］我
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编制大多根据多年研究生招生

工作经验，对招生单位内各招生专业进行招生名额
的协调分配，最终得出招生计划。但是对于该专业
为什么分配如此数量的招生名额却不能给出一个合

理的依据。［３］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制定
在不同类型的办学机构中有着不同的问题。首先，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可以独立
招生、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独立进行财务核算。虽然
它并不接受国家的财政资助，但要与公办高校采取
相同的招生计划制定方式。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招生
计划缺乏一个科学有效的操作规则，尤其缺乏对产
业界和经济发展进行相应的信息追踪，导致在制定
学科、专业招生计划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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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非独立设置的二级学院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

招生计划需要纳入所办学校其他学历教育的指标之

中笼统审批。这在无形中分走了本校的很多资源，
造成项目 和 二 级 学 院 与 所 办 学 校 之 间 的 矛 盾。再

次，“只颁发国（境）外学位证书的研究生招生计划，
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在审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

目时核定相应的招生计划数。”［４］但是由于缺乏相应

的监督和处罚机制，这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在实际的招生中还存在任意改变招生人数和招生专

业的现象。
第二，计划内招生的行政色彩太浓。中 外 合 作

办学是跨境服务贸易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办学行为

围绕市场性与营利性进行设计。研究生招生（也包

括其他办学层次的招生行为）中“消费者”导向的供

需分析与价格机制是办学主体的主要关注点。这些

可以通过其生源定位、专业设置反映出来。但是，我
国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以传统的行政指令方

式进行干预为主，比如，２００６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对中外合

作办学研究生招生标准和方式做了专门解释，提出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属于研究生层次的，应当

符合国家研究生学历教育招生录取规定和程度；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实施外国机构学历、学位教

育的，其录取标准应当不低于外国教育机构在其所

属国的录取标准”，即将计划内招生纳入我国研究生

招生计划。这种试图将市场属性和政府干预协调统

一起来的管理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却有一定的难度。
如，就学生而言，与公立高校的研究生采用一样的招

生方式和录取标准，却还要缴纳高额的学费。在学

费依然是影 响 研 究 生 入 学 动 机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的 年

代，这将影响学生选择就读中外合作办学的积极性，
造成很多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项目根本招不

到学生。为了避免政策性限制导致的生源不足，很

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纷纷申报国外学位项目，根据

国外高校标准进行自主招生；就导师而言，目前授予

我国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主要实行双导

师制，如此一来，国内导师要和国外导师分享一个学

生名额，而国内导师的招生数却有限，无形中分走了

国内导师的生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导师

招收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的积极性。
第三，计划外招生存在学位衔接难题。近年来，

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学位互认。
《教育法》第七十条规定：“对境外教育机构颁发的学

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的承认，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处理，或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目前，我国已与３３个国家签订了

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但由于缺乏像博洛尼亚宣言那

样的多边和双边学历互认标准，国际上也没有一个

普遍认可的中学后教育认证体系。因此，如何实现

国内外学位对接，满足授予国（境）外学位的中外合

作办学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和求学需要，尚是一个

需要解决 的 问 题。《关 于 同 意“教 育 部 留 学 服 务 中

心”和“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外国

学位证书认证咨询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外国学位证

书认证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鉴别颁发学位证书或

高等教育文凭机构的合法性；甄别外国高等教育机

构颁发的学位证书，或具有学位效用的高等教育文

凭、证书的真实性；对外国学位与我国学位的对应关

系提出认证咨询的意见；为经认证的外国学位或高

等教育文凭出具证明等。由于各国的高等教育学制

有一定差别，获得不同层次学历学位证书的学习时

间也有差别，所以难以实现学历学位认证的有效对

接。比如国内的全日制硕士学位由学术性学位和近

几年刚兴起的３９个专业学位组成。而澳大利亚的

硕 士 学 位 则 分 为：课 程 硕 士（ｃｏｕｒｓｅｗｏｒｋ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研究硕士（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和 专 业

课 程 硕 士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ｗｏｒｋ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除此之外，在硕士学位之下，还有可以通过

６～１２ 个 月 获 得 的 研 究 生 证 书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和研究生文 凭（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但 这

两类文凭都不是硕士学位，国内也没有与之相对应

的学位。［５］与此同时，部分用人单位以国内学制为参

考制定招聘 标 准，认 为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是“花 钱 买 文

凭”的观念依旧存在，近日网上报道的“海归硕士应

聘小学教师，因学历非全日制被拒”① 就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除此之外，在激烈的跨国教育市场竞争过

程中，很多跨国教育提供者，希望通过降低入学标准

和毕业标准的手段提高市场占有率，导致学生的受

教育权益难以保障。
第四，招生对象本土化有余国际化不 足。研 究

生教育国际化的条件是教育市场的国际化，教育市

场国际化又包括办学市场、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国

际化。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国 外 高 等 教 育 办 学 机 构

正以某种方式积极进入中国这个大市场，办学市场、
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的竞争将不仅在国内高校之间

展开，而且还将在国际范围内展开。［６］《中外合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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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条例》将中外合作办学界定为“外国教育机构同中

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

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即将招生范围限定为中国学

生。这样的规定只体现了“引进来”的思路，不能适

应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去”发展的新形势。［７］作为同

是教育输入国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早已通过招收

国际学生的途径实现了从“教育输入”向“教育输出”
的战略转变。而我国则刚刚开始尝试通过建立海外

分校的方式扩大高校自身影响，争取稳定的国际学

生生源。如苏州大学老挝分校和厦门大学马来西亚

分校的建设。由于我国高校对国际学生的吸纳能力

不强，造成我国在国际招生市场上存在严重的“招生

逆差”［８］。据《中 国 留 学 发 展 报 告２０１２》显 示，２０１１
年，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学生人数达到１１０．８８万 人，
而在华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仅有２９．２６万人，二者

相差８１．６２万人。这种“高输出”、“低输入”，造成了

中国留学教育方面的“赤字”现象。［９］伴随着留学热

的出现，这种“赤字”将会越来越明显。如何扩大国

际学生招生，将 是 解 决 我 国 教 育 逆 差 的 有 效 策 略。
目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如宁

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具有招收国际学生的

名额。但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二级学院以及

中外合作办 学 项 目 尚 没 有 扩 大 国 际 招 生 的 理 念 和

行为。

三、对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招生问题的思考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的出现，是我国高等

教育对外开放，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通晓国际规则

的全球化人才需要的积极回应。它有利于引进国外

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完善我国的研究生人才培养

模式。但是，只有严把招生关卡，做好保障中外合作

办学质量的第一步，才能充分发挥中外合作办学推

动我国研究生教育体制改革的积极作用。因此，需

要政府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双方作出适当的调整以

完善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招生。
（一）完善政府的监管者角色。在中外合作办学

的招生管理过程中，完全的行政化管理和完全的市

场化管理都难以达到最优效果，必须在二者之间寻

找平衡。因此，政府首先要转变自身角色，从直接的

管理者转变为中外合作办学市场化运行过程中的监

管者。中外合作办学是在国家权力、市场权力和学

术力量发生转变的情况下产生的，即政府对高等教

育的控制权缩减、高等教育机构的市场化运营，以及

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者和教授也不得不投入商业性

的学术活动［１０］的 背 景 下 产 生 的。中 外 合 作 办 学 因

市场化而生，也同样需要接受市场和竞争机制来证

明自身的价值与合理性，过多的政府干预反而留下

了很多管理漏洞，不利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

展。而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又会使得中外合作办学离

教育活动的 本 质 渐 行 渐 远，成 为 学 校 敛 财 的 工 具。
因此，不管颁发的是内地文凭还是国外或港澳台的

文凭，既然办学机构在国内招生、上课，就应该向相

关教育部门登记注册，接受政府的监管，防止合作办

学灰色地带的蔓延。
（二）在招生计划制定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招

生考试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的入口环节，
需要根据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制定招生

标准，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基础分配招生指标，更为

重要的是要根据招生标准和招生计划通过自己的方

式选拔优秀的学生进行中外合作培养。但是现有的

通过国家批准和审核的计划内和计划外研究生招生

指标的分配都难以满足中外合作办学的现实需求。
因此，结合中外合作办学市场属性的特征，可以尝试

将竞争机制引入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招生指标的制

定中来。针对那些学生和用人单位需求强烈、就业

率较高、办学资源又足以支撑研究生招生数量的中

外合作办 学 机 构 和 项 目，可 以 给 予 其 较 多 的 招 生

名额。反之，则 严 格 控 制 其 招 生 数 量。以 此 作 为

督促办学机构和项 目 提 高 办 学 质 量 和 效 益 的 重 要

手段。
（三）扩大和完善研究生招生试点评估工作。作

为跨国教育输出国的英国为了确保海外办学的高质

量，在《高等教育学术质量评估准则：合作办学》中将

“制定学生的录取标准，监督录取标准的实施”［１１］作

为证 书 颁 发 机 构 必 须 满 足 的 要 求 之 一。我 国 于

２００９年颁布的《中 外 合 作 办 学 评 估 方 案（试 行）》中

将“招生”作为评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一个

二级指标，涵盖招生录取制度建设、招生类型、录取

标准、招生管理及招生宣传等。其中，《评估方案》将
“研究生层次的招生是否符合国家研究生学历教育

招生录取规定和程序”作为评估条件，体现了国家对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招生的重视程度。由于是试点

评估，其实效性尚待检验，但招生评估的必要性不容

置疑。通过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各中外合作办学招生

单位进行研究生招生条件、研究生招生规模、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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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的信度和效度、研究生招生法规的实施情况的

评估，有利于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监

督和管理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招生。
（四）将“高质量”作为竞争生源的重要杠杆。面

对全球市场，或者说随着高等教育市场的逐渐扩大，
竞争也越加激烈。在传统大学里，是学校选择学生，
学校可以不考虑学生的需要。但今天，是学生选择

学校，作为提供教育服务的大学，学生享受服务，学

校只有提供优质服务才能赢得顾客（学生）的青睐。
因此，“质量战略”应是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今

后发展的有效路径。一方面，提供优质的研究生教

育资源，可以吸引国内的优质生源。一直以来，中外

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在与公办大学研究生教育的竞

争中处于劣势，不仅收费高，教育质量也难以服众，
因此生源的质量相对不高。当前，随着国内研究生

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收费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与公办大学在学费层面的落差会不断缩

小，如果中外合作办学能够提供优质教育，充分发挥

“国内留学”的优势，与公办高校形成良性竞争，则可

以大大缓解我国“教育逆差”问题。另一方面，通过

提供优质教育，树立良好声誉，面向国际招生，则是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教育的另一优势。研究生教育

国际化就是要保证研究生教育的“双向交流”，不仅

要送得出去，还要引得进来。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

所带来的潜在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已越来越

多地被人们所认识。而中外合作办学由于其人才培

养目标和模式的国际化，在招收国际学生方面具有

很大的优势。因此，可以通过不断提高中外合作办

学质量，以中外合作办学这种教育输入方式来达到

输出我国教育资源和扭转教育逆差的目的。

注释：

①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林小姐获得了英国诺丁汉大学金融与投资专

业硕士学位，并于去年１２月８日办理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但用人单位提出她的学

位认证书上没有“全日制”三个字，因此不符合报名要求。

参考文献：

［１］潘奇．研究生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探索与发 展［Ｊ］．中 国

高教研究，２０１１，（８）：５４．
［２］唐小我，李 志 刚，陆 卫 江，等．发 挥 招 生 计 划 杠 杆 调 节 作

用　促进高等 学 校 发 展 方 式 转 变［Ｊ］．成 都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１）：１．
［３］王凤兰，张军伟，安静．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编制方法研

究［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０８，（１）：２２．
［４］中 外 合 作 办 学 就 读 注 意 事 项［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６－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ｒｓ．ｊｓｊ．ｅｄｕ．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ｄｅｆａｕｌｔ／ｎｅｗｓ／

ｉｎｄｅｘ／１７．
［５］宋伟．澳大 利 亚 的 学 位 制 度、研 究 生 教 育 及 其 启 示［Ｊ］．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２，（２）：７４．
［６］林伟连，许为 民．我 国 研 究 生 教 育 国 际 化 的 实 践 途 径 探

微［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０４，（６）：１４．
［７］林聪，杨娟．高 等 教 育 阶 段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招 生 管 理 中 政

府角色的重构［Ｊ］．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１２，（４）：２１．
［８］李新 玲．中 外 合 作 办 学 能 扭 转“教 育 逆 差”［ＥＢ／ＯＬ］．
［２０１３－７－５］．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ｅ２１．ｃｎ／ｈｔｍ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３／

０７／２０１３０７０５０９０００３＿ｕ９ｋｅｇ４ｗｃ９ｋ．ｈｔｍｌ．
［９］王 辉 耀．《中 国 留 学 发 展 报 告２０１２》综 述［ＥＢ／ＯＬ］．
［２０１３－１－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４８５２３？ｆｕｌｌ＝ｙ．
［１０］顾建新．跨 国 教 育 发 展 理 念 与 策 略［Ｍ］．上 海：学 林 出

版社，２００８：９２．
［１１］胡焰初．国 际 教 育 服 务 贸 易 法 律 问 题 研 究［Ｍ］．武 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００．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ｉｎｏ－ｆｏｒｅｉｇｎ　Ｊｏｉｎｔｌｙ－ｒ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ＭＯ　Ｙｕ－ｗ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Ｆｕｊｉａｎ３６１００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ｃｏｒｅ　ｉｓｓｕｅ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ｎｏ－ｆｏｒｅｉｇｎ　ｊｏｉｎｔｌｙ－ｒ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ｏ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ｓｅ，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ｏｌｅ，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ｃ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ａｇｅ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ｇｏｏ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ｉｎｏ－ｆｏｒｅｉｇｎ　ｊｏｉｎｔｌｙ－ｒ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３５·莫玉婉·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招生问题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