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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大学跨国教育项目质量监管策略探析

黄建如，张存玉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近几年来，澳大利亚大学在跨国教育领域异常活跃，成绩斐然。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澳大利亚政

府的重视和相关组织机构的努力，不断完善跨国高等教育的相关法规制度，另一方面在于大学自身对其输

出的海外教育项目质量监控方面的努力。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大学海外教育质量报告的梳理与总结，探析

澳大利亚大学在跨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质量监管策略，以期能为中国的海外办学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监管

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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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Regulatory System of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HUANG Jian-ru, ZHANG Cun-y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won a great

success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s attach great
emphasis on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s .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also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m. By
analysing Australian university's offshore quality repor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his
regard, in a bi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gulatory system of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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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下，大学作为高等教

育的主要提供者，在跨国教育领域表现得异常活跃，

参与形式灵活多样。国际教育活动不再局限于接受

外国学生到本国学习，大学也通过开办海外校园、双
联课程、特许课程等方式走出国界，实现了用教育项

目的移动代替学生移动。如今，跨国教育已成为很多

大学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类项目运

营环境的复杂性向人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试图

通过对澳大利亚大学跨国教育项目质量监管策略的

探析，为我国跨国教育项目的运营及监管提供一些

借鉴。

一、澳大利亚大学跨国教育项目发展现状

作为国际教育领域的佼佼者，澳大利亚大学一直

活跃在国际教育领域。近几年来，随着跨国教育的大

发展，澳大利亚大学以越来越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

发展速度很快，模式也不断变化，目前主要有海外分

校、特许经营、双联课程和远程教育这四种形式。1996
年，澳大利亚大学的海外教育项目有 307 个，2003 年

达到 1569 个，2007 年又恢复到 2001 年的状况，如图

1。澳大利亚的海外教育项目主要分布在东亚地区，具

体情况见图 2。
截至 2007 年，澳大利亚大学招收的国际学生人

数达到 210956 人，占该国高校总人数的 17.3%。其中

参加跨国教育项目的学生有 61331 人（包括 12622 个

网络、远程在线学生以及 49709 个海外分校或项目的

学生），[1]占国际学生总数的 29%，而且一直处于增长

状态。据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IDP）的预测，到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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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加澳大利亚大学跨国教育项目的学生人数将达

到国际学生总数的 44%。

二、澳大利亚大学跨国教育项目运营的制度环境

随着跨国教育的蓬勃发展，质量监管成为跨

国教育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澳大利亚政府

及相关的组织机构亦非常重视，通过制定、完善相

关法规制度对大学海外教育项目的输出进行规范

引导。
（一）澳大利亚跨国教育质量监管框架

2005 年 11 月，澳大利亚政府、大学教育质量保障

署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Quality Agency，AUQA）、澳
大 利 亚 教 育、就 业 培 训 与 青 年 事 务 部 长 委 员 会

(Ministerial Council for Education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MCEETYA）、澳大利亚全国质量委

员会(National Quality Council，NQC)和澳大利亚大学等

机构经过积极磋商，制定了跨国教育质量保障战略框

架。这一框架将有助于保障澳大利亚海外教育的质

量。该战略旨在保护和提高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优质教

育和培训供应者的国际声誉。制定这一框架的原则有

四个：1. 应尽力使世界各国充分理解澳大利亚的教育

质量保障策略；2. 各教育机构和学生应明确理解澳大

利亚教育机构所提供的跨国教育与培训，以及质量保

障的相关责任；3.教育质量保障应做到有效、高效；

4.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所开设的学位课程

及教育项目在教学标准和课程成果方面都必须与澳

大利亚国内规定的教育质量保障标准一致。战略行动

的重点在三个领域：（1） 与澳大利亚国内外所有相关

机构和人员进行良好的沟通，并向其推广澳大利亚的

教育质量策略；（2） 拓展渠道以获得更多有关澳大利

图 1 1996 年以来澳大利亚大学的海外教育项目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Australia university (AU). Offshore Programs of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EB/OL]．
www.universitiesaustralia.edu.au, 2007-12/2008-10.

图 2 澳大利亚海外项目和海外学生的分布状况（前 10 个国家或地区）

资料来源：Australia University (AU).Offshore Programs of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EB/OL]．
www.universitiesaustralia.edu.au,2007-12/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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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跨国教育培训的资料和信息；（3） 完善全国质量框

架，以确保澳大利亚教育与培训在全球范围内的质

量。[2]

该战略的目的在于，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澳大

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等质量审计机构可最大限度保

障大学所提供的教育和培训的质量，不论是在国内还

是国外，不论是面对面的教育还是远程教育。
（二）澳大利亚《全国高等教育审批程序草案》
2000 年 3 月 31 日经部长级会议的一致同意，澳

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就业培训与青年事务部出台了

《全国高等教育审批程序草案》(National Protocols for
Higher Education Approval Processes)，提供了全国统一

的高等教育认证标准和认证程序，这些标准和程序以

州和地区的法律为依托，适用于澳大利亚大学的所有

跨国教育活动。2006 年 7 月，教育、就业培训与青年事

务部对这一草案进行了修正，经修订的全国草案于

2007 年 12 月生效。修订之后的法案适用于澳大利亚

高等教育机构所有的跨国教育活动，包括澳大利亚大

学独立拥有的海外教育项目（如海外分校），也适用于

澳大利亚大学和海外高等教育机构合作的教育项目

（如特许项目、双联课程等），还适用于澳大利亚大学

以各种形式输送到海外的高等教育课程认证。
（三） 澳大利亚大学委员会颁布的跨国教育行为

准则

澳大利亚大学委员会（Australian University），原名

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Austral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AVCC)，也被称为澳大利亚大学校长理事

会。于 2007 年 5 月 22 日更名为澳大利亚大学委员会。
1990 年，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颁布了《澳大利亚

高等教育机构为国际学生提供教育的实施准则》，之

后不断对其进行完善。2005 年 4 月，该委员会颁布了

《澳大利亚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教育的行为准则》
（Provision of Education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Code
of Practice and Guidelines for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这个《行为准则》是《实施准则》的修订本，旨在保障澳

大利亚大学提供高质量教育。经过这次的修订，新的

“准则和方针”既针对在澳大利亚本土接受高等教育

的海外学生，也包括在澳大利亚跨国高等教育机构

（非本土）接受教育的海外学生。《行为准则》涵盖了澳

大利亚大学实施海外活动的具体要求，包括：跨国教

育项目学生权益的保护、澳大利亚大学所提供的各种

海外课程标准、输出教育项目中的师资、设备、输出教

育项目的落脚点以及对合作伙伴的要求等，真正成为

澳大利亚大学的跨国高等教育行为准则。由于其权威

性，澳大利亚大学都积极参与其中，共得到了 38 所大

学的签名认可。
（四）大学质量保障署的审核指标体系

澳大利亚大学跨国教育项目的审核机构是澳大

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AUQA）。它是一个非政府机构，

于 2000 年 5 月 24 日成立，全权负责澳大利亚高等教

育的质量保障，其中包括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
大学质量保障署的海外教育评估小组根据一套较为

完备的指标体系开展跨国高等教育的审核工作，这套

指标体系由如下 17 项指标构成。1.基本价值：即审核

大学开展跨国教育活动的目的、工作价值、利益相关

者以及项目的落脚点和依据；2.合作伙伴和代理商：合

作伙伴类型、动机以及资质审核；3.合同或协议：包括

合同内容和合同的管理；4.质量控制；5.治理：学生的

录取及管理；6.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发展：包括教师的

选拔、入职培训、权益及发展机会等；7.课程：课程的批

准状况及文化适应性；8. 市场营销及推广；9. 入学标

准；10.语言：即教学和教学材料使用何种语言；11.教
学：谁来教学———澳大利亚大学还是合作伙伴，教学

和科研的关系以及学生对教学的反馈；12. 评估及标

准；13.学术支持：如图书等；14.田园支持；15.研究：包

括研究和教学的联系状况，研究学位的提供管理和监

控，以及研究的支持状况；16.社区联系：和当地社会的

联系及当地对项目的反应；17.评审：当地的质量安排，

是否有常规的评估程序，评估的环境、人员状况及评

估信息的处理。[3]根据这一指标体系，评估小组亲自到

项目实施地进行现场考核，其间邀请相关的工作人员

及学生进行面谈，也会和项目负责人及合作方的领导

人进行沟通交流。访谈结束后，评估小组会根据调查

得来的信息，草拟一份调查报告供小组讨论。小组讨

论后得出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不仅要指出存在的问

题，而且要提出改进的建议，其结论要得到整个评估

小组的批准。海外学生及其父母可以查阅澳大利亚大

学质量保障署的评估报告。大学自愿提出评估申请，

并参照上述指标体系做好审核前的准备工作。
（五）国际组织的准则

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保障跨国高

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指导方针》，以帮助会员国评估高

校跨国办学的质量与实用性，保护学生及其他有关群

体免受劣质高等教育的影响。指导方针面向六个相关

机构或群体：各国政府、包括教师在内的高等教育机

构/办学者、学生团体、质量保障和认证机构、学历鉴定

机构以及专业团体。[4]

以上法律政策及行为准则构成了澳大利亚大学

开展跨国教育的制度环境，成为澳大利亚大学保护本

国跨国教育的国际声誉，并在跨国教育领域中立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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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之地的重要保障。

三、澳大利亚大学跨国教育项目质量的监管策略

针对近几年大学海外教育项目运营中出现的一

些情况（诸如项目的失败、劣质的教育服务给澳大利

亚及海外合作伙伴的名誉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

引发的财政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及学生福利和

安全方面的风险等问题），澳大利亚大学委员会于

2005 年投资 135 万澳元用于 14 所大学的 15 个跨国

教育项目“典范”研究，希望从中找出海外教育项目质

量监控的对策。综观 14 所大学的质量审核报告，我们

可以看出，如何更好地对跨国教育项目进行监管、治
理及风险管理是备受关注的议题。澳大利亚大学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跨国教育项目的运营进行监管：

（一）建立跨国教育的质量监管框架和模式

从 14 所大学的质量报告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大

学非常注重质量监管框架和模式的建立。虽然各个大

学对跨国教育的监管框架和模式各不相同，但其基本

的理念和功能却是相似的。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为

例，其质量保障框架主要包括：（1）合法性；（2）管理：

商业与营销计划，风险管理，机会成本分析，财务分

析，审查协作，建立专门的行政支援单位；（3）人员编

制：招募和选拔工作，就职，工作人员薪金，在澳进行

培训和就业机会，合同签署人（包括翻译人），海外教

学安排和工作人员交流，教学与学习质量评估，考试，

抄袭；结果审查的进程；申诉程序；课程和教材；（4）招

生录取：入学人数，课程宣传和招生，学生读修课程的

信息，选择/录取程序，先前学习的认可，学术进展，毕

业，成绩单和考试合格证书，校友活动；（5）设施与设

备：学生获得的服务，境外学生到澳大利亚的访问，访

问之前应提供的信息；（6）特别支援服务等。[5]

（二）成立专门的治理机构

澳大利亚大学普遍认同，海外教育项目监管的好

坏关系到整个项目运行的成败。建立一个由相关专家

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或决策机构，不但有利于项目前期

的开发，而且有利于制定可行的指导方针，引导海外

教育项目的健康发展。艾迪斯科文大学（Edith Cowan
University，ECU）建议建立一个独立于大学自身管理机

构之外的委员会或专门机构来负责海外教育项目的

政策制定，这一机构和大学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系统

不同，可以给予海外教育项目优先发展权。该大学在

质量报告中强调建立一个清晰的问责制度，这一制度

应涉及教育资源的分配和教育结果的鉴定，跨国教育

项目的主要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在其中承担相应的责

任 和 义 务。 [6] 斯 威 本 国 立 科 技 大 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UT）认为，应该建立一个透

明、灵活的决策机构来制定跨国教育项目的实施策略

并进行风险管理和资源分配。澳大利亚国际大学则主

张培养专门的管理人员，组成专门决策机构对海外教

育项目实行全局管理，通过制定强有力的政策对海外

教育项目的发展进行跟踪指导。成立专门的跨国教育

决策机构或委员会符合澳大利亚校长委员会 2005 年

制定的《澳大利亚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教育的行为准

则》的要求，有利于大学对自己提供的海外教育项目

实施监控，为质量保障负责。目前，澳大利亚已设立了

国家级的专门的跨国教育涉外机构（如澳大利亚国际

教育署，简称 AEI）；同时，一些大学也开始建立自己

的、专门的跨国教育管理机构。
（三）慎重选择合作伙伴

前期的尽责调查对选择合作伙伴至关重要，澳大

利亚大学普遍认为，合作伙伴的选择对跨国教育项目

的成败起着关键的作用，理智地选择合作伙伴可以避

免不必要的风险。虽然目前澳大利亚还没有相关的专

门法规，但是许多大学已经认识到制定明确的、透明

而健全的伙伴选择程序制度的重要性。所以，建立合

作关系之前对合作伙伴进行尽责调查是必不可少的

步骤。澳大利亚大学认为调查的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1．合作伙伴的学术质量、声誉和学术环境；2．
市场和政治威望；3．财产状况；4．法律地位；5．支付能

力；6．机构的组织能力和设施状况；7．现有的合作伙伴

关系；8．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等。概括来讲，

对合作伙伴的调查要考虑到商业、教育和政治等方面

的因素。
（四）制定详尽的商业计划

尽责调查之后，制定详细的商业计划指导未来项

目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商业计划往往也是大学

推进国际教育的战略目标。一般来讲，商业计划的内

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目标制定：目标应该明

确，不同层次的合作应该有不同的目标。例如，塔斯曼

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UTAS）的质量报告

提到，要实现增加收入和学生人数的目标，最好选择

特许项目的形式；如果想提高国际声誉，构建研究技

术网络，提高教学技能，应该选择双联课程的方式；如

果要建立战略联盟，通常是采用签署合作备忘录的方

法等。为减少风险，通常将这些策略起来结合使用。[7]

（2）环境侦察：通过环境评估，可以真实地了解合作方

的立法和监管环境、税收政策、对海外教育项目的批

准要求，以及该国的学费状况等，从而使制定的计划

更加切实可行。（3）风险管理计划的制订：把风险计划

纳入商业计划中，是因为项目的实施应该考虑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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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不良事件及因素，提前对这些事件进行评估，

可以提前采取必要的措施，从而使风险降到最低。（4）
市场营销计划（Marketing Plan）：澳大利亚斯文威大学

认为：“在项目运行前，大学应该对市场有一个清楚的

了解，以便为项目的运作程序提供进一步的建议，对

市场的了解包括：该国人口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入

学率、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目前的和潜在的竞争对

手以及竞争对手学费收取的市场敏感性等。”[8]（5）财

务计划：把财务计划与项目评估花费和财政的灵活性

结合在一起考虑，是商业计划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认为：由于财政上的失误，澳大利

亚大学的境外教育项目损失了上千万美元。所以财政

计划对机会成本的评估很重要，大学应该参与其中，

以便做出理智的选择。[9]

（五）合作双方关系的管理

对海外教育合作伙伴的关系进行管理是项目实

施阶段的要求，好的伙伴关系对教育质量的保障起着

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教育提供者（这里指澳大利亚

大学）跟学生进行良好沟通，从而了解学生的期望和

要求，进而保障教育质量；有利于海外招生工作的开

展，维护澳大利亚大学的声誉。澳大利亚斯文威大学

认为：最理想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澳大利亚教育提供

者和合作伙伴的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者的相互

尊重和充分参与的基础上的。[10]有的大学认为互惠互

利是建立良好伙伴关系的基础，如艾迪斯科文大学认

为：有效而牢固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双方都认为合作

能带来好处的基础上。合作初期的信任是确立合作关

系的基础。与此同时，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是伙伴关

系继续下去的关键。合作双方应该遵守合作协议中的

承诺，和对方多交流，才能维持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此外，文化因素也是伙伴关系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合作方的文化差异应该有清楚的了解。[11]

（六）签署双边合作协议

签署一份详细的、受法律保护的双边协议也是澳

大利亚大学海外教育项目监管的一个必要步骤。双边

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澳大利亚大学对自己提供的教育

项目进行控制和管理，从而避免一些潜在的风险。正

如艾迪斯科文大学所述：全面正式的书面协议是伙伴

关系的基础。[12]境外教育合作合同或协议是建立在当

事人之间的，对各方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律约

束力。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认为：双边协议的签署应该

在合作展开之前进行，书面协议应该包括所有细节，

双方通过谈判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合作一方

对另一方的表现不满意，可以决定项目是否还要继

续，从而保护澳大利亚大学的声誉。

（七）制定清晰的项目实施程序和准则

制定实施计划的具体程序，明确双方的职责和角

色，这和书面协议同样重要。由于跨国教育项目的实

施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参与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其

他机构人员也往往牵涉进来，导致机制运转具有很高

的复杂性。因此，制定清晰的程序至关重要。作为跨国

教育项目计划的第一步，艾迪斯科文大学明确了各方

的角色定位，澄清了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如教师工作

的日程安排，必要的管理支持（录取通知书、学生证、
图书证等），毕业典礼、学位文凭，项目评估及课程设

计和开发，招生工作，教室安排及时间表的制定，项目

的行政支持（购买教材、教学笔记、教学助理等），招聘

工作，学生的评估审核和福利安排，事项应该如何分

配、由谁负责，等等。责任和义务一旦在程序中确立，

双方都应该遵守。有的大学认为应该制定两套程序：

其一是实施的进程安排，其二是保障系统的管理。总

之，这一策略的最终目的是能不断检测和审核项目的

运行情况，一旦发现问题能及时地处理。

四、小结

由于跨国高等教育项目复杂的运营环境，如不同

的文化背景、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各国教育政策

和保障制度的差别、各国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差异，

其质量保障问题显得尤为复杂。跨国高等教育质量的

监管不仅仅是某一部门的责任，它需要多方努力，共

同协作。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成

功的境外办学项目，不仅给输出国带来好处，输入国

也能从中受益。但是如何监管才能使项目的运营达到

双赢的效果，在这方面澳大利亚的一些理念和策略可

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目前中国的国际合作办学以

输入为主，与此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开始走出国

门，比如我们已经在许多国家开办孔子学院，中医教

育也成为我国教育输出的一大亮点。如何确保我国

跨境项目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问题。
首先，应该重视境外办学的监管，通过法律政策

引导其健康发展，使海外项目的运营过程能够有法可

依，澳大利亚建立的较为完备的跨国高等教育制度值

得借鉴。其次，合作之前应对合作国及合作伙伴有一

个充分的了解，包括合作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现状及

合作伙伴的信誉实力，合作实施之前必须要有一个周

密的调查，确保项目运行的可行性。再次，应该制定相

关的质量保障体系，保护本国的利益，签署双边协议

可以使合作双方受到法律的保护，协议应尽可能具体并

可行。最后，就是要重视沟通和交流，关系融洽的合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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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利于跨国教育项目的顺利开展。总之，澳大利亚大

学的质量保障策略和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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