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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地方高水平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显示出其特有的发展趋势和优越性。
随着地方高水平大学国际合作交流的日益加强，海外交流项目数量与日俱增。同时伴随出现一

些问题，如项目实施不均衡、项目管理缺乏跟进机制、项目配套机制欠缺。本文旨在通过两项

问卷调查，分析南京某地方高水平工科高校学生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８年前后五年参加海外交流项目的
历时变化和动因对比，揭示海外交流项目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提出建立三级资助机制、发挥

部门间联动、完善媒体平台建设、建立固定派出机制等策略，为外事管理人员和相关决策者提

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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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地方高水平大学是区域高等教育的先行者和

排头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建设发展，基本

形成了 “办学历史悠久、地域特色鲜明、综合实

力较强、区域地位突出”的良好办学基础，在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

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凸显出区域内其他高校无可

比拟的优势。随着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体制的改

革，一批地方高水平大学已经成为我国培养高层

次创新人才的主要基地、基础研究的生力军和高

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源头。海外交流项目作为地

方高水平大学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抓手之

一，对于促进学校国际合作交流、提升国际化水

平和影响力、培养国际化高质量人才具有重要作

用。然而，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项目疏于精

细化管理、学生派出时间有效性掌握不够、项目

类型单一、课程设置专业化不足、国别分布不均

等问题严重制约海外交流项目向纵深方面发展，

影响学生参加项目的积极性。如何在上述几个方

面进行整改和突破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二、地方高水平大学本科生海外

交流动因历时分析

　　为了探明地方高水平大学本科生参加海外交
流项目的动因，揭示海外交流项目发展趋势及存

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及发展方向，本研究以

南京某工科高校本科生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８年两次问卷
调查样本为基础，通过易班平台、班级群、专业

群等校内线上交流平台随机调查搜集，共发放电

子问卷２５０份，回收２５０份，回收率为１００％。问
卷发放面向各个层次在校本科生，问题设置一致，

包括参与意向、时间段意向、获得性意向、区域

意向、渠道意向等。具体分析如下。

（一）参与意向对比

１．关于在校期间是否有出国学习的意愿。本
次调查问卷收集的数据相比于２０１３年的收集对象

在大一大二大三年级间分布相对均匀。对比显示，

在留学意愿上，２０１８年的调查结果相比于 ２０１３
年，有出国留学意愿的同学占比减小。具体如表１
所示。根据调查结果推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

于考虑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学生来说，安全

是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项目安全占国际合作交

流项目最在意的因素的１６６１％。以章莹颖的案件
为例：２０１７年６月，中国女学生章莹颖在美国失
踪，引起国内广泛关注，这让许多中国学生放弃

了留学的打算。中国外交部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４至
２０１６年间，申请领事协助的中国学生人数从 ９３２
人跃升至６１００多人，这可能是阻止学生前往海外
的因素之一。第二，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声誉正在

稳步提高。２０１５年，中国宣布了 “双一流”计划，

旨在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的地位，学生可以在

国内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校际交流项目等多种

办学形式学习到专业知识。第三，根据政府数据，

４５％的海归月薪在６０００元以下 （９１０美元），只有
６％左右的人月收入能超过２万元。考虑到出国留学
的费用，出国留学的吸引力也相应下降。

表１　出国学习意愿对比表

是否有出国学习的意向 是 否

百分比 （２０１３年） ６０１０％ ３９９％

百分比 （２０１８年） ３７７８％ ６２２２％

２．关于制约学生出国的因素。从两次问卷调
查可以看出，在制约学生参加国际交流项目的因

素方面，２０１３年的调查数据与２０１８年调查数据结
果变动较小。制约学生出国的因素五年一直未变，

从高到低依次为费用、语言、国外陌生的生活和

学习环境、学习压力、其他，其中费用一项占比

未减反升，２０１８年比例高达４５５６％，成为重要制
约因素之一。最小的制约因素为学习压力，表明

学生可以克服学习压力努力完成学习课程。语言、

国外陌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学习压力逐渐成为

限制学生出国的较小因素。此外一个特征明显，

除了这四项制约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制约因素有

待发现。具体如表２所示。

表２　制约学生出国因素对比表

项目 费用 语言 国外陌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学习压力 其他

百分比 （２０１３年） ３５６０％ ２９２０％ ２２８０％ １２４０％ ０
百分比 （２０１８年） ４５５６％ ２０００％ １３３３％ １２２２％ 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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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关于费用承担情况。支付出国费用方面，
相比于２０１３年调查结果，２０１８年调查结果中完全
没有能力支付的学生人数占比上升９８９％，完全
有能力支付出国所需费用的人群占比下降５６４％，
大部分学生表示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只能承担一

部分。具体如表３所示。在可接受的出国经济预算
中，２—３万占比由 ２０１３年的 ２０６３％上升至
４８８９％，这一结果与 “费用为限制学生参与国际

交流项目的首要因素”调查结果相一致。

表３　承担费用情况对比表

项目

有足够的经济

实力，能

全部支付

经济状况

一般，只能

承担一部分

完全没有

百分比

（２０１３年）
２１２０％ ５８７０％ ２０１１％

百分比

（２０１８年）
１５５６％ ５４４４％ ３０００％

（二）时间段意向对比

１关于希望出国的时间段。最新数据显示，
想在研究生阶段出国的同学占６１１１％，其次是博
士阶段１７７８％。本科阶段同学对于出国留学具有
较大的兴趣，但是时间选择上比较倾向于研究生

阶段出国。本科阶段出国百分比由 ２０１３年的
４１９９％下降为 １０００％，降幅明显。具体如表 ４
所示。与之相反，研究生阶段出国比例明显增加。

从参加国际交流项目最希望的课程内容调查来看，

一方面在国内本科阶段的专业课教育水平相比于

国外未出现明显差异，另一方面部分本科阶段的

外语能力水平不足以满足国外的日常生活需求，

这也是本科学生更倾向于研究生阶段出国留学的

原因之一。

２关于希望参加的项目类型。从海外交流项
目的选择上来看，学生最感兴趣的交流项目从本

科学历加硕士学历衔接项目变成双硕士学位项目，

这与前述研究生参加项目比增加的分析比较吻合。

具体如表５所示。按照２０１３年分析，本科生更倾
向于选择本科部分阶段在国内完成，衔接国外硕

士，顺利完成学业后拿到双学位。但是随着时间

推移，这一意向越来越减弱，研究生群体成为选

择联合培养的主要人群。

表４　希望出国的时间段对比表

项目 本科阶段 研究生阶段 博士阶段 博士后阶段

百分比

（２０１３年）
４１９９％ ４７５１％ ６６３％ ３８７％

百分比

（２０１８年）
１０００％ ６１１１％ １７７８％ １１１１％

表５　参加项目的类型对比表

项目

境外实践／
文化交

流项目

本硕衔接

双学位

双学士

学位

双硕士

学位

百分比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５３％ ５０５３％ ２１５８％ ７３７％

百分比

（２０１８年）
２５５６％ ２５５６％ １７７８％ ３１１１％

（三）获得性意向

１关于参加项目的收益期望。学生参加海外
交流项目最大的期望是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这

一比例五年前后变化不大。其次为丰富个人经

历，降幅不明显，为１３３％。通过参加项目提升
就业能力、扩展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能力也是学

生考虑的关键因素。在课程方面，最期望的课程

是专业课程，占比 ２７６１％；其次为语言培训课
程，占比２０５０％。具体如表６、表７所示。由此
可见，该校学生对于海外学习的目的性较为

清晰。

表６　参加项目带来收益对比表

项目 就业 考研
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

丰富个人

经历
结交朋友

拓展专业知识、

提高专业能力

获得有力的

证明或证书

百分比 （２０１３年） １８１４％ ８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８４７％ １０１７％ １４５８％ １１３６％

百分比 （２０１８年） １６１０％ ８８３％ ２０５１％ １７１４％ ９３５％ １６８８％ １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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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关于课程规划。从前后数据对比可以发现，
对于教学课程内容一项，专业技术课程占比一直

较高，五年前后增幅达５８６％。语言培训一直占
较大比例，为２０％左右。当地文化、人生规划也
有一定的需求。由此可见，学生参加海外交流项

目主要为了拓展专业知识，启示相关管理人员进

行项目拓展和规划时，多增加专业课程并以此为

主。此外，相比于２０１３年数据，２０１８年调查数据
中显示学生对于语言课程、人生规划的课程内容

相当感兴趣，建议相关部门适当拓展此类海外交

流项目。

（四）区域意向

关于希望项目开设的区域。选择出国地点方

面，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于北美、欧洲国

家有明显的倾向性。虽然选择美国作为留学目的

国的学生比例从４１９０％下降为２４４６％，但其比
例仍然最高。结合出国目的来看，大部分学生期

望开阔眼界、学习更先进的专业知识，对于他们

来说，北美及欧洲发达国家是很好的选择。近年

来，学生留学地点的选择逐渐多样性，像日本、

韩国等东亚国家也是学生留学的热门选择，选择

日本作为目的地的比例涨幅达８４％，其他国家的
比例涨幅达２５７％。具体如表８所示。

表７　课程规划对比表

项目 语言培训 当地文化 人生规划 创业经验 商业知识 专业技术

百分比 （２０１３年） １９２８％ １７２６％ １３２２％ １３９０％ １４５７％ ２１７５％

百分比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５０％ １３８０％ １５４８％ １１２９％ １１２９％ ２７６１％

表８　希望项目开设的区域对比表

区域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法国 日本 韩国 其他

百分比 （２０１３年） ４１９０％ １７０４％ １４２５％ １０３４％ ８１０％ ４４７％ ２５１％ １２９％

百分比 （２０１８年） ２４４６％ １９３１％ １６３１％ ７３０％ １２４５％ １２８７％ ３４３％ ３８６％

（五）渠道意向

１关于学校海外交流项目的了解情况。相比
于２０１３年，从２０１８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学生对于
海外交流项目的了解大大提高，７７８％的学生表示
了解很多海外交流项目，相较２０１３年比例提升明
显。４２２２％的同学了解一些海外交流项目，比五
年前增长１６８２％。具体见表９。６６７％的学生参
加过此类海外交流项目，分别为亚洲青年领袖论

坛、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ＵＢＣ）暑期项
目、台湾世新大学短期研修项目等。随着移动网

络的发展，社交、资讯平台的发展，使得信息的

传播极为便利，学校外事部门多层面、多渠道对

现有的交流项目进行宣传。通过校园网络、外事

处网站、微信、专业以及学院的ＱＱ群等信息发布
平台，让学生及时、准确地了解所有项目信息，

以便学生依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参与，间接提升

学生国际交流项目的参与比例。

２关于海外交流项目的获取渠道。从问卷中

看出，该校一半学生对于海外交流项目有一定的

了解。４５５６％的学生表示有意向参加此类项目。
学生获取海外交流项目的渠道主要为学校主页、

外事部门主页以及老师推荐。其中，学校主页、

外事部门主页等新媒体平台间接获取项目信息途

径比例提升，老师推荐、同学介绍、校内宣传讲

座等直接信息获取途径比例降低。具体见表 １０。
由此可见，经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的宣传，外事部

门对于海外交流项目的宣传成效明显。超过一半

学生通过主动浏览外事部门网站进行信息获取，

体现该校学生对于海外交流项目有相当大的

需求。

表９　学校海外交流项目了解情况对比表

了解程度 很少 一些 很多

百分比 （２０１３年） ７４６０％ ２５４０％ ０

百分比 （２０１８年） ５０００％ ４２２２％ 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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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学校海外交流项目获取渠道对比表

渠道 学校主页 外事部门主页 老师推荐 同学介绍 校内宣传讲座 其他

百分比 （２０１３年） １５４１％ １７３０％ ２３２７％ １９５０％ ２２３２％ ２２０％

百分比 （２０１８年） ２３３２％ ２０６３％ ２１０８％ １０３２％ １５７％ ８９７％

　　三、海外交流项目历时对比分析

及存在问题

（一）项目合作模式多样化、项目实施不均衡

按照该校 “十三五”规划国际合作专项规划

要求，外事部门围绕学校工作要点，认真贯彻学

校提出的建设 “强特色、高水平、多科性、教研

型、国际化”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加强队伍

建设，增加与其他职能部门和院系的联动协作，

以及对国际化办学重要性的共识，积极探索国际

化办学新途径，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通过加入

国家级、省级平台与外方大学进行多次沟通，签

订合作备忘录。通过与外方高水平大学签订校际

合作协议，在合作模式和数量方面实现突破。在

本科生学历教育方面，新增４个项目；研究生学历
教育方面，新增３个项目；本科生和研究生非学历
教育合作模式更加多元化。具体如表１１所示。此
外，积极拓展与世界前２００强高校及优势学科高校
的实质性合作，在国别与名校方面实现突破。如

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澳大利亚阿德

莱德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俄罗斯莫斯科

国际高等商学院等世界名校签署长短期交流项目，

实现学生派出。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该校已与英法美加等８个国
家 （地区）开展合作，签署校际合作协议 ３０余
个，开展海外交流项目近３０项，其中英法美等发
达国家占比一半以上。项目拓展速度加快，类型

丰富多样。于此同时出现以下问题：项目合作的

广度、深度不够，性质单一。合作协议明确规定

学生互派、教师学术交流、共建实验室等合作内

容，但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基本偏向学生单方面派

出，我方派出多，对方来访少，无法有效实现相

互交流；港澳台区域的合作项目易受政策影响，

学生派出不稳定；短期项目参加人数规模化、长

期项目参加人数少，无法满足学生希望参加中长

期项目 “浸入式”学习的需求；本科生项目多、

研究生项目少，无法满足高层次人才培养在互授

学位、联合培养方面的需求。

表１１　海外交流项目模式对比表

项目分类 项目层次 合作模式 （２０１３年） 数量 合作模式 （２０１８年） 数量

学历教育

本科

研究生

３＋１ １ １＋２＋１、３５＋１５、３＋２ ５

１＋１ １ １＋１ ３

１＋２ １ １＋２ ２

１＋１５ １ 双博士 １

非学历教育

本科

研究生

本科／研究生

３＋１＋１５／、３＋１＋１／２、４＋２、
６周、４个月等

１６
１９天、２周、３周、４周、６周、
１学期、１学年

１９

６周互派 １ ２周互派 １

短期派出 １０ １３天、３周、４周 ３

１学期至１学年 １ １学期至１学年 ０

（二）项目数量增加、项目管理缺乏跟进机制

２０１３年，该校第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 “国际

化”战略思想，为该校进一步开放办学、建设国

际化高水平大学提供了政策保障。按照江苏高水

平大学建设方案要求，实施分类培养和因材施教，

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一大批具有历史使

命感、社会责任心和国际视野的行业精英人才。

通过参加海外交流项目拓宽学生国际化视野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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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开放过程中探索出的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海外交流项目按照时间分为短期项目和长期

项目；按照类型分为非学位项目 （交换生项目、

游学项目、文化交流项目）和学位项目。目前，

该校海外交流项目类型多样、覆盖面广，包含本、

硕、博三个层次。其中，历年来的一个明显特征

是短期项目少、中长期项目多。具体见表１２。但
是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参加人数与项目数量

成反比。伴随海外交流项目数量及学生参与数增

加，对项目管理提出巨大挑战。项目缺乏制度支

撑，管理部门之间、管理部门与学院之间缺乏有

效衔接机制，导致学生在参加项目的过程中不能

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无法辨别申请流程、影响申

请进度；项目开展过程中，学生不能按时汇报学

习进度，监管和沟通不到位，影响项目质量；访

学回校后，个别境外高校无法按时颁发结业证书

和成绩单，导致校方未能及时办理学分兑换手续，

致使部分学生申报评奖、申请继续求学等方面受

到影响。

表１２　海外交流项目数对比表 单位：个

　　　　年份
分类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项目

类型

短期 １０ １１ １８ １７ ９

中长期 １８ １９ １８ ２６ １８

项目数 ２８ ３０ ３６ ４３ ２７

涉及专业 ２８ ２８ ３３ ３１ ３３

涉及学院 ９ １０ １６ １４ １４

（三）项目参加人数增加、项目配套机制欠缺

该校外事部门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统计口径，

进一步细化学生出国 （境）指标分配原则，按照

优势 （重点）学科、品牌专业、协同创新中心等

条件，调整各学院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学生分配

比例同时，联合教务处和学生处制定或修订海外

访学相关文件和激励政策，加大资助力度，鼓励

学生海外访学，并制作 ＰＰＴ宣讲材料发布在网站
上。虽然项目在２０１６年呈现下降趋势，但项目质
量明显提升，赢得学生良好的口碑。２０１７年，该
校具有海外学习交流经历的学生人数为７３８人，占
在校生总人数的 ２４６％。具体见表 １３。近几年，
通过拓展合作渠道，加大与香港、澳门、台湾等

近距离、无语言障碍的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建立

稳定合作关系，固定学生派出数。

然而，伴随项目体量增加，项目配套机制逐

渐体现出制约性。项目质量监控体系欠缺，缺乏

学习全过程监控体系。参加项目部分同学赴境外

学习前，没有很好了解合作院校，无法很快适应

新环境和授课方式，学习效率低下，无法达到出

国的预期目的。部分同学没有按要求提交心得报

告，项目整体质量管理不到位。此外，海外交流

项目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项目费用高、资助有

限、专业分布失衡、语言问题、学制长短、管理

人员培训欠缺也成为制约项目进一步发展的重要

因素。

表１３　具有海外学习交流经历学生情况对比表

　　　　年份
人数 （比）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具有海外学习交

流经历的学生
２５２ ４１４ ５６４ ４７６ ７３８

项目人数占在校

生数比
０８４％ １３８％ １８８％ １９２％ ２４６％

四、国际合作项目未来发展方向

（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三级资助机制

针对学生参加项目意愿强烈但动力不足的情

况建立三级资助机制。在学校层面建立校级资助

机制，按照申请学校排名、时间长短、申请者条

件等分层次、分类别实施资助。学院按照省优势

专业、品牌专业、一流学科比例建立院级资助机

制，对于首次申请项目的学生给予适当倾斜，同

时增加所有项目的资助金额和比例。针对研究生

参加项目，除了正常资助申请三个月以上项目的

博士生，研究生资助受众尽可能多元化，覆盖硕、

博、博后三个层次。经费适当向硕士生倾斜，增

加除了参加国际会议之外的项目参与资助力度，

逐步提升研究生出国比例。此外，与外方积极沟

通，增加奖学金比例和名额。同时在课程转换、

学分互认方面提供便利通道，通过继续实行模块

转换，课程实现整体替换，减轻学生回国后补休

课程的负担，扫清参加项目的阻碍。规范申请程

序，通过网上申报平台构建一站式申请，减轻申

请过程的复杂性和周期性。同时，寻找性价比高

的项目，为学生因为费用高无法参加项目提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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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解决途径。

（二）整合校际资源、发挥部门间联动

海外项目的制定和实施是一套完整的体系，

先由外事部门联系外方高校签署校际交流协议，

明确合作形式、合作模式、方式方法。然后仔细

研判项目，根据项目情况，研究项目类型，制定

海外项目访学计划。联合教务处、研究生院、学

院进行项目宣传与推广。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负责

项目宣传、收集报名材料、学生资格审查，并确

定是否给予资助及资助的力度。学院确定外事负

责人或外事联络人跟踪项目报名进展，在报名节

点前收集并汇总材料交至教务处，并对学生所选

课程进行初步认定。外事部门指导学生办理出国

手续，行前进行外事纪律宣讲。学生返校后教务

处或研究生院根据外方课程进行课程匹配和学分

互换，明确可以替代的课程、兑换的学分，如果

遇到无法替代的课程，给学生提出补休等学习方

案。在学生准备参加项目时，各个部门除了做好

常规工作，还要提供项目咨询、疑惑解答等服务。

各个部门像一个有机的体系构建在一起，积极联

动，一个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应随时与其他部门

沟通，互通有无，发挥最大效应，保证学生可以

顺利参加海外交流项目。

（三）畅通信息发布渠道、完善媒体平台建设

为了提高项目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建议由外

事部门牵头，在每年开学季联合教务处、研究生

院、学生处、宣传部共同举办全校学生出国境交

流项目推广宣传大会，邀请各学院分管学生的副

书记、外事工作负责人、辅导员及学生代表参加

宣传大会。此外，针对大一新生举办新生专题项

目推荐会，通过短期定制项目，在新生中融入出

国留学的理念，方便后续长期项目的推广。另邀

请往届参加过交流项目的学生代表现场进行境外

学习和生活经历的分享，为拟申请者指明方向、

厘清思路。针对项目涉及专业向对口学院进行一

对一宣传，首先跟外事负责人沟通项目的可操作

性及具体资助方案，其次针对相关专业学生进行

宣传，介绍项目申请流程、时间节点、具体要求

等，最后归口收集报名材料进行学生选拔。随着

新媒体发展，在健全原有平台的基础上，应加大

新兴媒体平台的建设力度。创建并力推微博、微

信平台，建立学校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微信平台群，

及时更新学校外事动态并将即将要推广的项目放

在该平台，请相关部门负责人推广至学院，提高

信息传达效率。针对每个出国项目为学生创建微

信交流群，提供一对一个性化咨询服务。

（四）增强项目可操作性、建立固定派出机制

按照学生参与意向，拓展海外交流项目合作

国别，增加亚洲近距离项目以及北美费用相对较

低国家如加拿大的海外交流项目。针对学校及研

究生对于项目的需求，增加三个月以上派出项目。

在项目甄选时，增加专业课程比例、适当提高语

言课程比例、拓展文化课程。与外方学校沟通，

适当降低语言要求，可以通过语言测试、语言前

期强化、后补语言成绩等途径降低参加项目门槛，

解决部分学生由于语言障碍无法参加项目的困惑。

按照专业特征针对性选择海外合作项目。针对工

科学院、一流学科建设学院、品牌专业学院，选

择三个月以上的学期项目，寻找世界排名前２００专
业与该校匹配的高校进行合作。选择的项目在专

业课程设置上达到相似度５０％以上，通过学习专
业课程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其他学院乃至整个学

校国际化合作交流氛围的形成。针对文科学院，

选择短期创新创业课程或者领导力项目，初步提

升出国意识，完成考核任务。针对英才学院，选

择世界排名前１００名校进行对接，开拓三个月以上
的学期项目，形成品牌效应和固定模式，每年定

时派出学生赴外学习，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数量

和质量。针对外国语学院，寻找外方实力相当的

语言强势学校，通过参加语言类课程提升语言

水平。

五、结语

海外交流项目已经成为地方高水平大学拓展

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先导，如果成功开拓项目，

更重要的是如果维持现有项目、做好高质量项目

考验新时期外事管理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进行项目质量评估使项目更可持续、建立项目甄

选程序及相关规章制度保证项目操作的规范性、

对项目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高业务水平成为

高校外事工作者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人员亟待思

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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