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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经济活动超越国界，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跨

国流动也渗透到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研究生教育作为

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更需要国际化的导向。我国研究生教育由于发展时间较短，

加上近年来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国际化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

距。 

目前，学者们对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研究较多，但更多是从学校层面进行分

析，较少把学校中的二级学院作为案例进行分析。而且现有的研究较少从某个具

体学科层面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选择一个包含国际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学科的

二级学院作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行个案透视。 

本研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动因理论以及高校国际化发展的路径理论基础上，

以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为案例，分析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总体情况、实

施路径、保障措施。通过访谈该院的部分学生和教师，综合他们对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的评价，得出以下三条结论：第一，国际化的氛围是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条

件；第二，国际化的师资是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保障；第三，国际化的课程是研

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核心。 

最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进一步促进国际化与

本土化的融合；第二，更加凸显国际化的观念和意识；第三，着力提升对国际留

学生的吸引力；第四，搭建更完善的国际化服务平台。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案例研究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II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a trend. As the top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graduate education needs more internationalization.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falls behind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y because of the short-term development and booming enrollment. 

Many researches which are focusing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have been done. But most of the researches are analyzed from the college 

level; few of them are analyzed from the second college level and the subject level.  

This case study selects a second-level college which has a subject of high level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s study takes WISE as a case by analyz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way, and safeguard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rationale theo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heory of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Three conclusions are drawn in the study. The international atmosphere is the 

condi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faculty is the 

guarantee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is 

the core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unded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The merg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he international concept 

and consciousness should be highlighted. The attraction to the foreign student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perfected international service platform should be built. 

 

 

Key words: Graduat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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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经济活动超越国界，整个世界人力资源和物质

资源的跨国流动成为一种常态，并很快渗入到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

为大势所趋。①高等教育只有勇于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使办学层次、办学水平

等方面跟上国际发展的步伐，才能在世界上拥有立足之地。因此，世界各国制定

相关政策来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

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任。研究生教育强调对新知识领域的开拓、对新研究

空间的扩展，而不仅仅是对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承。
②
研究生教育更加强调关注国

际最新动态，最新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与学术前沿。因此，与本专科生相比，

研究生教育更需要国际化导向。③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其国际化水平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尤其是在我国加入 WTO 以后，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水平也获得较大提升。

比如，研究生层次的来华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多，截止 2012 年 3 月，接受学历教

育的外国留学生总计 133,509 人，占来华生总人数的 40.66%，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共计 36,060 人，比 2011 年增加了 18.71%，其中，硕士研究生 27,757 人，博士

研究生 8,303 人。④在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其结构也逐渐优化。2012

年来华留学生生源国家排序中，排名前 10 的生源国依次为韩国、美国、日本、

泰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⑤ 同时，中

外合作办学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部分，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在数量和形式上

都有了进一步的突破与提升。研究生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不断增多，

现有的项目和机构中，研究生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 175 个，占总

                                                 
① 钟秉林.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校内涵建设的重要任务[J].中国高等教育，2013（17）. 
② 王璐佳.论研究生教育的本质[D].长沙：中南大学，2007. 
③ 罗英姿.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初探[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 (11):64-68. 
④ 2012 年全国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报告[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 htmlfiles/ moe 

/s5987/201303/148379.html.2012-03-07. 
⑤ 教育部召开发布会介绍教育对外合作与交流和教育信息化工作进展情况[EB/OL].http:// www.cfce.cn /a/ 

news/moe/2013/0228/730.html.201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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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24.8%，其中硕士层面的有 159个，占 22.6%，博士层面的 6 个，占 0.9%。

①为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层次人才，我国在研究生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进行

了较多的探索。在课程国际化方面，一些高校进行全英文教学或者双语教学。在

师资国际化方面，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在聘请外籍教师的同时派出国

内教师出国深造，进修访学。 

我国研究生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

时间不长，加上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发展水平与国外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

一定的差距。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

加强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研究，找出其在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有利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更好更快地发展。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从已有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研究

的领域主要包括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内涵、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国际比

较以及实施策略等几个方面。 

一、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内涵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提出，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包括教

师国际化、学生国际化、教学内容国际化、实习场所国际化、学位制度国际化和

研究生教育观念国际化。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将促使大学办学更加开放，大学间

的联系交流更加紧密，使研究生教育与人才培养能够充分利用国际的学术环境和

条件，在国际交流的学术氛围中得到发展。②林伟连、许为民认为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是指国际范围内研究生教育在教育思想、模式、内容，以及课程、教材、教

师、学生等方面国际间交流的趋势。并进一步界定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素，包

括教育观念国际化、人才标准国际化、教育市场国际化诸方面。③有学者在研究

中提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可以划分为浅层次和深层次。浅层次的国际化是指国际

                                                 
① 陆根书，康卉等.中外合作办学：现状、问题与发展对策[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04）. 
② 编写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2（6）：1-21. 
③ 林伟连，许为民.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实践途径探微[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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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的流动和学术互通，而深层次国际化包括教育模式、制度、理念的国际化。

①罗尧成从两个层面理解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一是从哲理意义上，国际化可看成

是一种教育精神和观念，致力于形成一种国际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氛围。二是从操

作层面上，是对哲理意义层面国际化的反映和落实，体现在研究生教育实践的各

种活动之中。②李素琴认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涵应为以国际理解的教育

理念为基础，以教育资源国际共享为支撑，以国际合作为主要培养方式，以规范

的研究生国际质量标准为保障的现代研究生教育模式。③王根顺认为研究生教育

国际化是指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置身于世界教育的背景下，通过借鉴国外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针对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形成一套与国际接轨、

被国际认可的教育体系机制。他认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包括了学校观念的国际

化，师生的国际化，课程的国际化，学位制度的国际化，学校资源的国际化等。

④汪志明首先分析了不同学者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解，认为研究生教育国际

化是基于国际化的研究生培养目标需求，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教育信息和资源，建

立多元文化的相互理解，培养具有国际精神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的教育实

践活动。它主要包括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国际化的课程体系、

跨国人员流动、跨国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等内容。⑤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尽管没有形成统一的观

点，但是通过整理可以发现，学者们普遍认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素包括了教

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学术交流与合作、人员的流动、制度管理等内容。 

二、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 

李素琴、闫效鹏在分析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生教育

国际化的具体指标，包括国际理解的教育理念；国际共享的教育资源；国际合作

的培养过程；国际规范的质量标准。⑥罗英姿等通过关键要素调查法和专家座谈

                                                 
① 徐岚，许迈进.中韩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比较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2003（11）:52-57. 
② 罗尧成，束以明.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11）：
58-63. 
③ 李素琴，闫效鹏.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初探[J].中国高教研究，2003（11）:59-61. 
④ 王根顺，张艳增.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版），2010（03）. 
⑤ 汪志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多元主体培养模式[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01）:72-76. 
⑥ 李素琴，闫效鹏.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初探[J].中国高教研究，2003（11）:59-61.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研究 

4 

 

法筛选，确定了评价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 5 个一级评价指标：战略定位国际

化；人员要素国际化；运作要素国际化；财务要素国际化；组织要素国际化。他

们在对一级指标进行逐级分解的基础上，确立了包括政策、观念、学生流动、师

资、课程以及科研合作等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①林伟连

围绕研究生教育的投入、效率和效益，结合研究生教育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目标，

从教育基础、教育投入、教育资源转化、教育产出四个方面构建了“研究生教育

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框架”。②谭胜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分析研究生教育国际

化，最后归纳出以国际竞争力为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大体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的评价体系。③李芹对已有的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梳理，研

究并构建了包括 5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53 个三级指标的高校研究生教

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并用该指标对农林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的国际交流和合作

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总结出农林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特点，并提出推进我国

农林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策略。④ 

可以看出，建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指标体系的重要性得到众多学者的认

可。已有的研究基于不同的切入点，均认为这种指标体系应当是包括一个众多内

容的，多个层级的体系。 

三、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李刚、田雪怡认为，我国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师

资队伍、外国留学生比例、教育内容与管理、学位制度、研究生教育理念等与国

际化的要求存在差距。⑤罗尧成分析了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现状，指出

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尚未确立清晰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目

标和路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国际化程度不高；教师和研究生的国际交流相

对有限；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的国际化层次不高；研究生教育资源的国际化水平

较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配套措施不够完善（没有质量保障体系与相应的法规

                                                 
① 罗英姿等. 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初探[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11):64-68. 
② 林伟连.研究生教育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及提升途径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3:52. 
③ 谭胜.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价值评价体系初探[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5(3):82-85. 
④ 李芹. 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0. 
⑤ 李 刚，田雪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02）: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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