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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设立并大力发展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项重要举措。习近平

主席在 2015 年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讲话中强调，“语言是了解一个国

家最好的钥匙，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作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

窗口和桥梁，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发挥了积

极作用，也为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促进多元多彩的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①本研究聚焦海外学界对孔子学院的研究现状，意在了解当前海外学术视野

中孔子学院的形象，为孔子学院的健康发展提出建议。

　　作者简介：杨颖，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项

目批准号：14ZDA056）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杜尚泽、李应齐：《习近平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23 日。

【内容摘要】 自 2004 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创立以来，孔子学院发

展至今已有 15 年历史。一直以来，其发展和作用都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

本研究通过梳理发现，海外孔子学院研究的“工具论”色彩浓厚。此外 , 孔子学

院在海外学术研究中还呈现“一种发挥积极经济作用的机构”“成功的跨国组织

形式”等形象。总体而言，海外孔子学院研究具有多角度、多路径等特点，但现

有研究对孔子学院的国际政治影响关注远大于对其他影响的关注，对孔子学院功

能价值的思考多于对其实际运作表现的考量。本研究认为，对海外孔子学院研究

成果的追踪，应成为我国进一步推动孔子学院海外健康发展的重要参照。

【关  键  词】  孔子学院；战略工具；经济作用；跨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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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学院发展概述

自 2004 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创立以来，孔子学院发展至今已有 15

年的历史。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球 154 个国家（地区）共建立了 548 所孔子学

院和 1193 个孔子课堂。①从最初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到如今对“孔子学院 +”的探索，

孔子学院通过派出汉语教师、志愿者，培养各地本土教师，组织编写各类教材和工具书，

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以及探索多元特色办学等实践活动，对“普及汉语、传播中华文化”

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但由于西方意识形态以及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等因素的存在，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

展并非一帆风顺。一直以来，广布世界的孔子学院往往被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认为是

中国在外宣传分支机构，目的是宣传中国意识形态。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以及由

此引发的“抵触”情绪直接导致了其在海外的发展受挫：2012 年，美国国务院要求孔

子学院的一些中方教师离境；2013 年，法国里昂大学停办与中山大学合办的里昂孔子

学院；2014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先后中断与孔子学院的合作；

2015 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关闭孔子学院；2019 年 2 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常设调查

小组委员会在其发布的报告中再次对孔子学院发难……可见，当前孔子学院在海外的

发展依旧面临着复杂形势和重重阻碍。

二、海外孔子学院研究现状扫描

孔子学院的发展，离不开海外社会和民众的支持。而海外社会和民众对孔子学院

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海外媒体和精英阶层的影响，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对孔子学

院海外形象的塑造在其中影响甚大。孔子学院在西方媒体报道中往往被刻画成“中国

威胁论”的一大例证。对于海外媒体报道中的孔子学院形象，当前已有诸多研究，那么，

海外学术视野中孔子学院总体而言又呈现出怎样的形象？

有学者认为，与孔子学院的数量相比，对孔子学院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实际结构、

运作模式和活动的研究少得令人吃惊。中国官方把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国际交流和形象

塑造的重要平台，而西方学术界则主要在关于国家形象和品牌、公共外交和中国软实

　 ①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网站：《关于孔子学院／课堂》，http://www.hanban.edu.cn/

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海外学术视野中的孔子学院形象研究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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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著作中对孔子学院有所提及。①大多数孔子学院研究都建立在对其政策文件和公关

材料分析的基础上，部分包含了对汉办工作人员以及孔院承办学校行政人员的访谈。② 

许多研究者采用软实力理论对“孔子学院的扩张是否代表了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这一

问题进行研究，但没有剖析中国在孔子学院的名称、行政结构、运作和职能等方面考

量背后的基本原理和动因。③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罗天佑（Joe Tin-yan Lo）和潘苏燕

（Suyan Pan） 认为，自 2004 年孔子学院项目实施以来，多数学术著作关注的是孔子学

院的目标、性质、特点、发展、问题和挑战。某些研究意在阐明孔子学院项目中的一

些焦虑和悖论，但缺乏在更系统的框架内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度和集中的研究。④德克萨

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讲席教授、经济学家唐纳德·里恩（Donald Lien, 中文名连大祥）

等指出，孔子学院是承办学校（东道国学校）、国家汉办和中国合作院校三方面合作的

成果，而现有文献很少探讨孔子学院中方合作院校的作用。⑤ 

国内学者安然等人对 EBSCO 数据库中搜索到的 25 篇孔子学院海外研究学术文献

（截至 2014 年 4 月）进行了综述，认为海外对孔子学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对孔子

学院所产生海外影响力的研究”和“对孔子学院自身发展建设的研究”两方面，⑥其

中，“影响研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主要涉及软实力、国际贸易、学术自由等主题，

重点探讨孔子学院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自身建设研究”则主要包括对孔子

学院自身情况的介绍、学院建立的原因及其发展问题三方面。安然等人认为，当前

西方学界对孔子学院的研究多数还处于资料描述阶段，而资料多来自官方网站，对

孔子学院的分析和批判多以自身的文化标准为基础，意识形态批判色彩浓郁，研究

科学性亟须提高。⑦  

本研究以“Confucius Institute”为关键词，首先依托 EBSCO、SAGE journals

　 ① F. Hartig,“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No.1, 2012, pp.53-76.

　 ② J.Hubbert，“Ambiguous States: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ese Soft Power in the 

U.S. Classroom”，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No.2，2014，pp.329-349.

　 ③ S.Y.Pan，“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No.1，2013，pp.22-33.

　 ④ J.T.Lo，S.Y.Pan，“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a’s Soft Power：Practices and 

Paradoxes”，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No.4， 

2016, pp.512-532.

　 ⑤ D.Lien，L.Q.Miao，“Effect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o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orts：Evidence from Chinese Partner Universitie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No.57，2018，pp.134-143.

　 ⑥ 对于包含了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统称为“综合研究”。

　 ⑦ 安然、魏先鹏、许萌萌等：《海内外对孔子学院研究的现状分析》，《学术研究》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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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主要英文文献数据库进行搜索，然后在已获得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滚雪球”

式的搜索方法补缺捡漏，共获得海外相关全文研究论文 31篇，①其发表时间分布如图 1

所示。显然，与蓬勃壮大的孔子学院规模相比，海外孔子学院的研究相对滞后和匮乏。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海外对孔子学院的研究最早出现于 2006 年，研究热度在其创

立十周年之际（2013 ～ 2014 年）达到最高。另就论文发表的期刊类型来看，主要集中

于教育、经济、区域研究、政治和社会学等领域，也涉及文化与传播领域。与国内的

研究现状相比，孔子学院在海外得到的学术关注度不仅十分有限，而且研究呈零星分布，

并未形成系统和规模。

 

图 1  2006 ～ 2018 年海外孔子学院英文研究论文发表数量统计② 

三、孔子学院在海外学术视野中的形象

（一）“中国政府的国际战略工具”

就本研究搜集到的海外孔子学院研究文献来看，无论是从“软实力”还是从“文

化外交”的理论视角对孔子学院进行的研究，都带有浓厚的“工具论”色彩。此类研

究尽管关注点和论述角度有所不同，但都倾向于把孔子学院看作“中国政府扩大国际

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服务于中国走向（甚至是引领）世界的国家战略。来自澳大利亚

弗林德斯大学的杰弗里·吉尔（Jeffrey Gil）认为推广汉语学习是中国软实力战略的

一部分，其研究引用了中国教育部网站对 TCFL（对外汉语教学）的介绍作为依据。研

　 ① 剔除 4篇译自中文的英文文献。

　 ② 文献搜索依托厦门大学（图书馆）知识资源港平台，以该平台可搜集到的英文全文文献为准，

最后一次检索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1 日。

海外学术视野中的孔子学院形象研究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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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列举了中国政府在全世界设立一系列学院（以孔子学院为代表）和基础设施，以及

推广汉语学习的举措，肯定了这些努力对于树立汉语的积极形象和吸引学习者的成效，

但同时指出，汉语学习推广和中国软实力提升尚面临着诸多障碍。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系的博士生詹姆斯·帕拉代斯（James F.Paradise）认为，

孔子学院项目可以看作是促进汉语学习和欣赏中国文化的尝试，但它又是软实力这个

更大规划的一部分。中国出于政治目的，希望借此赢得人心和认同。中国推广汉语和

中国文化之时，正是某些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崛起忧心忡忡之际。帕拉

代斯认为，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将孔子学院项目视为一种“印象管理”，即中国在充满危

险的世界中努力塑造自己积极形象的努力。面对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巨

大忧虑，孔子学院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友善、更温和的中国印象。孔子学院的建设符合

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可以增加该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吸引力。要回答“孔子学院

的建立是否有助于中国在全世界赢得朋友”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因为很难将孔子学院

的影响与其他各种文化推广活动区分开来。② 

潘苏燕指出，用“孔子”为学院命名是一种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文明和谐社会的外

交努力，以获得国际认可并被接受。孔子学院项目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赞助、大学试

点的文化外交形式，是中国为了获得更有共鸣的全球认可所付出的努力。因此，该项

目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软实力技巧，但它不能完全代表软实力。对于孔子学院是否成功

提升了中国软实力的问题，彼得森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在国际舞台提升软实力的工

具，更有利于中国政府，而对美国是有害的。相反，来自美国西顿霍尔大学的惠特克

（Whittaker）强调，在中国政府领导下的孔子学院无疑是为软实力服务的，但它们主

要影响的是教育而不是政治。而部分学者如拉赫蒂宁（Lahtinen）等则认为，孔子学

院事实上并没有带来很多软实力。奥尔德里奇（Aldrich）等人指出，美国人对中国社会、

经济和政策的看法不太正面，但随着民众的世界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越有可能树立

正面的观点。 

除了“软实力”和“文化外交”，“战略叙事”的概念也被用于分析孔子学院与中

国外交政策的关联。来自德国歌德大学的福尔克·哈蒂格（Falk Hartig）综合其对孔

子学院负责人和管理者、中国官员、中国和全球学者与智库的访谈以及对相关资料的

分析，结合自身对孔子学院活动的参与，对孔子学院的战略、目标以及影响进行了研究。

　 ① J. Gil，“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nd China’s Soft Power”，Asian 

Social Science， No.10，2008，pp.116-122.

　 ② J.F.Paradise，“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Asian Survey, No.4，2009，pp.64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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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将孔子学院看作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工具，是中国政府向国外公众传递其特定

战略叙事以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工具。研究指出，孔子学院向世界传递的是“正确版本”

的中国，而并非“真实”的中国，这反而限制了它有效表达中国战略叙事和提升中国

软实力的能力。①此外，罗天佑和潘苏燕结合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Tellis）等

人的“权力—资源”、“战略”和“结果”的三分法以及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

出的“强制、引诱和吸引”的权力行使三分模式，对全球化时代孔子学院的运作进行

分析。研究指出，对孔子学院项目进行的软实力预测结果表明，中国文化外交仍有一段

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要走。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冲突，

并（重新）平衡国家与全球、过去文化版本与未来国家愿景之间的竞争需求。②此外，来

自德克萨斯A&M大学的伦道夫·克卢维尔（Randolph Kluver)在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的文化节点理论基础上，提出“软实力”范式的替代框架，对孔子学院进行

研究。该研究认为，伴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崛起，孔子学院快速发展并受到欢

迎，满足了中国寻求外部了解和东道国培养与中国打交道能力的双重需求。理解孔子

学院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看作中国试图发展卡斯特尔所谓的“节点”③，进而围绕此框架

搭建整个“网络”的一种尝试。孔子学院的目标在于将中国文化重置于新的全球文化中，

这不仅与中国相关，也与世界其他地方相关。因此，孔子学院最大的影响不在于其作

为一种宣传手段，而在于其发展“孔子节点”网络或中国文化之都的象征性场所，以

增强中国地缘政治长久影响的尝试。④ 

个案研究方面，美国杜伦大学教授、汉学家唐·斯塔尔（Don Starr, 中文名司马麟）

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在经历了曾经的屈辱历史之后，向世界释放其重新回到“中心

地位”的信息之一，其研究结合孔子学院的案例，从历时和国别的角度对欧洲汉语教

育进行探讨。研究把孔子学院面对的争议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来自项目“局内人”对

实际运作的忧虑，主要包括财政、学术可行性、法律问题、与中方合作院校的关系等；

另一类来自“局外人”，多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研究认为，国家荣誉感是中国

推动孔子学院发展的一大因素，孔子学院项目的目标，即使不是要实现中国在亚洲的

　 ① F.Hartig，“Communicating China to the World：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a's Strategic 

Narratives”，Politics，2015，No.35，pp.245-258.

　 ② J.T.Lo，S.Y.Pan，“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a’s Soft Power：Practices

and Paradoxes”，Compare：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o.4，2016，pp.512-532.

　 ③ 该“节点”的主要作用是表达和实践中国文化（主要包括中国历史、社会和文明价值以及语言等）。

　 ④ R.Kluver，“The Sage as Strategy: Nodes, Networks, and the Quest for Geopolitical

 Power i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No.7，2014，

pp.192-209. 

海外学术视野中的孔子学院形象研究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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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至少也是要让汉语作为一种全球语言的身份获得认可。虽然孔子学院在其

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各种技术和机构障碍，但低估其潜力是不明智的。①哈蒂格以德国

孔子学院为例，从结构、财务、活动以及学院面临的批评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孔子

学院是中国用以塑造其全球形象的公共 / 文化外交工具。②多伦多大学的科维纳·关

（Covina Y.W.Kwan) 以加拿大三所孔子学院为研究对象，关注与孔子学院的伙伴关系对

加拿大东道主的影响。研究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和现有高等教育

国际化研究的概念进行分析，发现在当地孔子学院的行政人员眼中，东道主是获益的，

双边伙伴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访问助理教授安妮塔·惠勒

（Anita Wheeler) 以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为例，借鉴软实力外交和语言规划理论，从中

国和非洲国家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分析了孔子学院对非洲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其与语言规

划和文化外交的交叉点。

（二）发挥积极经济纽带作用的机构

美国华人学者、著名经济学家连大祥教授及其合作者从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对孔子

学院的持续关注和系列研究，成为当前海外孔子学院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2012

年至今，连大祥等人连续在经济与金融类英文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共 7篇。

《孔子学院对中国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第一篇研究孔子学院对中国及其

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的文章。连大祥等人指出，孔子学院促进经济联

系的潜能在现有文献中被极大忽略了。他们希望通过研究孔子学院对中国与东道国之间

的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产生的影响，来填补这一空白。该研究假设，由于孔子学院

提高了东道国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熟悉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两国贸易和外商

直接投资（反之亦然）。此外，孔子学院往往作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为市场准入以及

贸易和外商投资提供帮助。在采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该研究结果显

示，当东道国是发展中国家时，孔子学院在中国对该国的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

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当东道国是发达国家时，则没有证据支持上述发现。此外，研究

还发现，孔子学院对外商直接投资所起的作用大于对贸易的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信

　 ① D.Starr，“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No.1，2009，pp.65-82.

　 ② F.Hartig，“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No.1，2012, pp.53-76.

　 ③ S.Kwan，“Cultural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The

 Experience of Three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Canada”，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No.1，2013, pp.110-126.

　 ④ Donald Lien, 中文名连大祥，经济学家、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曾担任世界银行顾问、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商学院副院长、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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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对文化和语言的熟悉有助于提升信任度。① 

基于孔子学院意在通过合作机构使其影响本土化这一看法，连大祥和内布拉斯加大

学奥马哈分校的凯瑟琳·雅普·蔻（Catherine Yap Co）对前述研究所得的跨国贸易和

投资效果是否也存在于国家区域内部这一问题发生了兴趣，并再次采用了贸易引力模型，

聚焦美国行政区划架构中“州”的层面，对孔子学院 2006 ～ 2010 年在美国对中国出口

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探究。研究数据显示，每一个新增设孔子学院分支的“州”出口量都

呈现 5% ～ 6% 的增长，这有力地证明了孔子学院为美国带来了直接经济收益。②此外，

连大祥还运用已有理论框架，分析了孔子学院对学习汉语技能的人数及其与当地原有

中文学校之间互动。研究显示，尽管孔子学院提供的汉语教学导致了自学人数和当地

中文学校注册人数的下降，但它成功吸引了更多东道国民众学习中文。且不论当地

先前是否存在中文学校，事实证明，在最合理的条件下，东道国将受益于孔子学院

的建设。③连大祥等学者还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法研究孔子学院对中国入境旅游的影响。

该研究为孔子学院的正向溢出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2004 ～ 2010 年数据）。数据显示，

孔子学院对中国的入境旅游总量（包括商务游客及工作游客的人数）提升有帮助。随

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旨在减少语言障碍、促进世界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孔子学院有助于

经济增长，吸引人员来华工作，且这一效应还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④对于设立孔子学

院的决定因素，连大祥和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吴昌勋（Chang Hoon Oh）通过经验

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地理距离、发展中国家和英语能力是最重要的几大

因素，随后是 GDP 和人口数量。总体而言，孔子学院在偏远、较不富裕、与中国贸易

往来较少的非英语发展中国家数量较少。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更多孔子学院在非英语

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孔子学院网络将会拥有更大的全球影响力。研究建议关注非英语

发展中国家，这些地方对来自中国的外商投资表示欢迎，在当地建立孔子学院，对东

　 ① D.Lien, C.H.Oh, W.Travis Selmier，“Confucius Institute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a Worldwide Network”，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No.21，2012，pp.147-155.

　 ② D.Lien，C.Y. Co，“The Effec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on US Exports to China：

A State Level Analysi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No.27，2013，

pp.566-571.

　 ③ D.Lien，“Financial Effect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n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Isn’t It Delightful That Friends Come From Afar to Teach You Hanyu ？”，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No.24，2013，pp.87-100.

　 ④ D.Lien，S.Ghosh，S.Yamarik，“Doe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mpact International

Travel to China ？ A Panel Data Analysis”，Applied Economics, No.17，2014，pp.1985-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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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国、中国及两国公司都是有利的。①孔子学院总部 2011 年发布的孔子学院发展规划

强调，要更加关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这与研究提出的建议是一致的。

2017 年，美国阿克伦大学的苏查里塔·高希（Sucharita Ghosh) 和连大祥等人对

中国境内外的跨境人员流动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以探究“孔子学院网络对文化距离

是否产生影响”的问题。研究指出，孔子学院通过传播中国文化缩短了文化距离，促

进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境人员流动，并对双向投资和进出口构成积极影响。研究对

文化距离的测量表明，民族文化差异越小，中国旅游业、进出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

的增长就越大。不过，研究也指出，衡量文化距离对外商投资流入中国产生积极影响

的唯一指标是海外华人人口的比例。②2018 年，连大祥等人从中国省级层面开展了经

验研究，分析了孔子学院对吸引外国学生到中方合作院校求学的情况。研究指出，作

为孔子学院建设和运作的重要参与者，一方面，中方合作院校推动汉办和孔子学院深

入交流，改善孔子学院教学并取得良好发展；另一方面，中方合作院校自身的教学、

科研和国际化水平也通过合作得到了提升。研究发现，中方合作院校在吸引外国学生

到中国学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出口和中国软实力贡献巨大。孔子

学院中方合作院校越多的省份，有更多前来学习的外国学生。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合

作院校对外国学生前来学习非学位课程方面吸引力更大。而在吸引学生攻读学位方面，

中方合作院校只在中国中部和西部的省份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在东部省份则没有任

何效果。研究认为，该结论与人们的直觉相符。当人们选择海外留学的学校时，攻读

学位的外国学生考虑更多的是教学质量、学位在自己国家的认可度、外国语言的学习

难度以及对留学国家的印象。③ 

综合而言，连大祥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显示了孔子学院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发挥着

重要的经济纽带作用，丰富了海外学术界对孔子学院的研究，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

角和一系列宝贵的数据。

（三）一种成功的跨国组织形式

来自美国罗德岛布莱恩特大学的约瑟夫·伊拉夸亚等人运用领导理论和知识分享

　 ① D.Lien，C.H.Oh，“Determinant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Establishment”，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No.54，2014，pp.437-441.

　 ② S.Ghosh，D.Lien，S.Yamarik，“Doe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Network Impact 

Cultural Distance ？ 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Cross-Border Flows in and out of China”，

Asian Economic Journal, No.3，2017, pp.299-323.

　 ③ D.Lien, L.Q.Miao，“Effect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o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orts：Evidence from Chinese Partner Universitie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No.57，2018，pp.13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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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对以孔子学院为成功代表的跨国组织和世界网络进行评估。文章认为，一些批评

孔子学院“有着超出既定目标的隐藏议程，可能破坏高等教育的学术完整性”的观点，

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持，因为学术完整性并不意味着排除额外的新语言课程。孔子学院

总部并没有规定各学院具体的课程设计，且提供的教材是依教学需要设计，而非出于

宣传目的。同时，总部亦无法控制各地孔子学院开办系列讲座或节日等专项活动。对

此，文章列举了罗德岛大学孔子学院和布莱恩特大学孔子学院的两个具体案例加以论

证。此外，文章指出，如果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用于发起亲中倡议的平台，甚至

是中国努力获取全球统治地位的一项部署，那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法语联盟、英国文

化教育协会、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但丁学院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等其他国家

的类似机构。而美国新闻署、和平队以及许多在其他国家的美国学校或许也会被认为

是意在促进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

研究认为，孔子学院是分布式领导在世界网络中成功运用的案例。孔子学院借助

全球知识共享网络，成功应用了分布式领导模式。而在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组织中，

该模式也随处可见。例如，丰田、波音和一些跨国特许经营公司采用的知识共享网络

都具有该领导模式的某些特点。应该说，孔子学院与跨国公司的分布式领导是应对全

球不同文化和政治社会环境的恰当管理方式。这种领导风格与知识共享网络相结合，

亦适用于跨国学习机构和商业组织在进行决策时遇到的各种情境。

文章强调，孔子学院可以被视为一个跨国企业，其运作与商业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

战略方面，孔子学院这个政府支持的非营利系统与许多营利性跨国公司一样，都是通

过促进全球扩张来实现其目标 ；管理实践方面，孔子学院和营利企业都实行分布式领

导和知识共享。当然，两者也存有一些重要差别。经济上，与跨国公司不同，孔子学

院的存在依赖中国政府的支持，从商业环境来看，孔子学院的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增长

都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而在知识共享的运作方面，营利性企业通常

会严格执行知识共享的指导方针，而孔子学院则提倡知识的自由流动和传播。在研究

者看来，尽管全球环境变量十分复杂且相互依赖，但孔子学院的领导力和知识共享经

验为学术研究人员以及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① 

　 ① H.C.Li，S.Mirmirani，J.A.Ilacqua，“Confucius Institutes：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a Worldwide Network”，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No.6，2009，

pp.46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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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与讨论

从本研究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当前海外孔子学院研究总体呈现出宏观论述大于微

观讨论，对国际政治影响关注远大于对其他影响的关注，以及对功能价值的思考多于

对实际运作表现的考量等特点。从国家战略高度，结合“软实力”“文化外交”等相关

理论对孔子学院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海外孔子学院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孔

子学院在海外发展实践的日益丰富，海外孔子学院研究也逐渐呈现出了多角度、多路径，

立场更加多元，观点更加中立，论证更有依据，研究更具规范性等特点。例如，在现

有研究中，孔子学院所发挥的正向经济作用得到了严格的科学论证和有力的数据支撑，

有利于人们从实际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考量，具有较大的说服力。

尽管当前海外学术界对孔子学院的研究在数量上与过去相比并无明显突破，但其

在建构孔子学院的海外形象，影响海外精英阶层乃至普通民众对孔子学院的认知与情

感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指向作用。因此，及时追踪并掌握海外孔子学院的最新研

究成果，有利于我们全方位地了解孔子学院所处的环境，促进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对于海外学术界的孔子学院研究成果，我们应该秉持“兼听则明”的态

度，主动消化，积极对话，及时澄清误会，尽力填补沟壑，建立良性、科学的互动机制，

搭建思想交锋、观点交融的交流平台。

此外，从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发动海外对孔子学院持开放心态的学者，尤其是海

外华裔学者积极开展对孔子学院的科学研究，用数据说话，以论证服人，可能为孔子

学院的海外发展营造较友好的氛围。对此，我们亦可以主动提出研究选题，挖掘研究

意义，为相关的研究开展提供便利条件，在海外孔子学院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运作之间

设置畅通渠道，协助海外孔子学院学术研究的积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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