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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五国
高等教育合作举措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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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要: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因其地处“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在“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中有着重要地位。中国与中亚五国开展高等教育合

作,既顺应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趋势,也适应推动双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且拥有彼此间睦邻友好等坚实

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双边签订的协议框架下,采取了鼓励学生国际流动、加
强人才培养、成立大学联盟、共建“上合大学”等举措,提升了中国与该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水平。展望未来,

中国应坚持“适应性”“引进来”“走出去”“信息化”等战略,做好双边合作政策规划,优化来华留学生结构,鼓
励对外合作办学,依托互联网优势创新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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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区域教育大开放、
大交流、大融合提供了重大契机,沿线国家在

教育领域加强合作、共同行动,既是共建“一带

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与沿线国家

经济贸易合作的民意基础[1]。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

库曼斯坦五个位于中亚地区的国家(以下合称

“中亚五国”),既是中国西部近邻,又是“丝绸

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且长期以来与中

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有着广泛的

交流与合作。高等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
力源”和知识生产的“助推器”。中国与中亚五

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引发了各方关

注,基于已有行动如何深入推进双方合作,成
为决策者、管理者、研究者以及实践者共同关

心的议题。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加强高等教育合

作的因缘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21世纪

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中指出,一
个国家若没有相应的高等教育,科研机构没有

高水平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任何国家都

无法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高等教育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证明了它的

生存能力,以及它诱发和促进社会变革与进步

的能力[2]。中国与中亚五国间加强高等教育合

作,既是顺应高等教育全球化趋势的必然要

求,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一)双方合作的外部要求:高等教育全球化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等各个

领域的全球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信息化和互

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将世界高等教育紧

密联系在了一起。在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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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领域。经济全球化促

进了教育全球化,高等教育的区域合作是经济

全球化在教育领域的反映。波士顿学院国际

高等教育中心的阿尔特巴赫(P.G.Altbach)认
为,全球化在21世纪已经覆盖全球,很少有地

方可以避开这一潮流,高等教育的创新和实践

品质更是加速了“全球化”的传播速度,没有任

何学术体系可以独立存在[3]。随着现代交通和

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除了传统的人员流动、
合作科研、境外办学等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形式

外,各种形式的大学国际联盟、面向全球提供

的 MOOC课程、风行世界的各类大学排名以

及高等教育的全球治理等新型样态,进一步将

全球高等教育连接成广泛的命运共同体。中

国与中亚五国开展高等教育合作,顺应了全球

化发展潮流。
(二)双方合作的现实需求:推动本国经济

发展

中亚五国属于内陆经济体,陆上贸易一直

是其重要支撑,这使得各国对技术和投资均持

开放的态度,鼓励全球化和积极引入新技术、
新设备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中亚

五国具有的地缘优势和经济互补性,使其成为

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和维护经济安全

的重要伙伴。据统计,中国目前已成为哈萨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吉尔吉斯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塔吉克

斯坦第三大贸易伙伴。2017年,中国与中亚地

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360亿美

元,较2016年增长19.8%,中亚地区成为中国

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长最快的区域[4]。在

发展知识经济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高
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对中亚五国具有重要

意义。中亚五国与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强化

国际合作,有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拓展本国

学生的国际视野和知识领域,为国家的经济发

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因此成为双方合

作的重要突破点。
(三)双方合作的坚实基础:睦邻友好关系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奉行一直以来的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协商

合作、不附带政治条件等原则,积极发展与中

亚五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周边外交的

重点方向之一,中国在中亚地区率先提出“睦
邻、安邻、富邻”理念。这些基本理念逐渐得到

中亚各国的广泛认同,并使得中国相比其他大

国在这一地区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同时,中
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独具

优势和特色的经济与民主现代化发展道路、独
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中亚地区与我国西北

地区在民族、宗教、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相似性,
共同夯实了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展开全方位合

作的社会基础。有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
月,中国和中亚国家已建立了约50对友好省

州、城市,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人员往来已

达每年50万人次[4]。教育合作是增进民心相

通、文明互鉴的基石,中国与中亚国家长期以

来形成的睦邻友好关系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

和文化条件,为双方加强高等教育合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
(四)双方合作的重要契机:“一带一路”

倡议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以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等“五通”为主要内容,实现区域互联互

通,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共同打造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政治互信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

体乃至命运共同体。在教育领域,《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了具有基础性、支
撑性、引领性的三方面举措,致力于推动教育

互联互通、加强人才培养培训合作和共建丝路

合作机制。其中,推动学历学位认证与标准联

通,实施留学生教育、合作办学、师资培训、人
才联合培养等计划,与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息息

相关。中亚国家是首批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的国家,中亚地区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的先行区、示范区,加快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

间“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着力培养促进中亚五

国发展所需的国际化人才。双方高等教育合

作既是“一带一路”建设所需,也是深化合作、
拓展和提升合作领域与层次的重要机遇。

  二、中国与中亚五国推动高等教育合

作的举措

  在高等教育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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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因素的推动下,中国与中亚五国迎来了高

等教育国际合作的良好契机。中国与中亚五

国主要从促进学生国际流动、联合培养人才、
成立大学联盟、共建“上合大学”等方面来推动

彼此间的高等教育合作。
(一)签订联合宣言/声明,确立教育合作框架

中国继2011年与哈萨克斯坦宣布建立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2012年与乌兹别克斯坦宣布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又于2013年与塔吉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战略伙

伴关系。自“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以来,为
了同中亚五国开展多领域的密切合作,中国与

中亚国家先后签署了联合宣言或联合声明(详
见表1),它们为中国与中亚各国开展教育交流

与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政策保障。中国与

中亚五国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多次强调要加强

国家之间的教育交往与合作、要在中亚五国办

好孔子学院、要深化科技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

等,它们同时也成为了中国与中亚五国在教育

领域交流合作的共识性目标。
表1 中国与中亚五国联合宣言/联合声明中有关教育合作的内容

国家 时间 联合宣言/联合声明 教育合作相关内容

土库

曼斯坦

2014年5
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

关于发展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宣言》

双方将加强互派留学生和语言教学方面的合作,为在本国

推广对方国家语言提供便利。双方支持两国高校建立合

作联系。双方将推动两国学术机构间加强合作

乌兹别

克斯坦

2017年5
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

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双方将继续扩大文化、教育、科学、体育、旅游领域合作,加
强新闻媒体、学术机构、民间友好组织、演艺团体间的友好

交流,共同办好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孔子学院

吉尔吉

斯斯坦

2019年6
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

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双方将巩固教育领域合作。中方将继续在中国院校培养

吉尔吉斯斯坦发展经济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包括发挥好孔

子学院多元交流合作平台作用。双方支持加强科技创新

领域合作,扩大科技领域交流。中方欢迎吉方参加中方举

办的各类技术培训班,并将邀请吉尔吉斯斯坦青年科学家

赴华进行短期学习、工作

塔吉

克斯坦

2019年6
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

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方欢迎塔方学生来华学习,并愿为塔提供年度留学生名

额,为塔优秀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支持塔方开展

好汉语教学,双方共同办好孔子学院。双方愿深化科技合

作,充分发挥中塔科技合作委员会作用,密切科技领域人

文交流,建设创新合作基地和联合实验室

哈萨

克斯坦

2019年9
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联合声明》

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拓展媒体合作,促进中外学者

学术交流,加强两国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互译合作,密切

文艺团体互访,继续开展教育、卫生、体育、旅游和青年领

域合作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相关内容整理。

  在高等教育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

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表示,将
通过邀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人员来华研修

研讨、派遣中方专家顾问赴成员国提供政策咨

询、在成员国境内开展当地培训、提供政府奖

学金名额等方式,加大同成员国在人力资源开

发领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中国与吉尔吉斯

斯坦在2018年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表

示,双方将开展教育领域的合作,中方教学机

构将继续为吉尔吉斯斯坦培养经济发展所需

的各类 专 业 人 才,同 时 继 续 办 好 孔 子 学 院。

2019年,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
理)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联合公报》中,各代表

团表示将继续支持和落实2006年6月15日于

上海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

合作协定》,扩大学术科研交流,联合培养高端

人才,开展共同研发合作。国家间的合作协议

和联合声明,为中国与中亚五国间开展高等教

育合作指明了方向。
(二)多种形式培养人才,推动文化教育交流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日益

频繁,双方对语言和文化学习的需求也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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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作为促进双方交流合作的典范和桥梁,
孔子学院在中亚地区运行平稳。自2005年成

立中亚第一所孔子学院———塔什干孔子学院,
到2019年9月,中亚地区已开设孔子学院13
所,其中哈萨克斯坦5所、吉尔吉斯斯坦4所、
乌兹别克斯坦2所、塔吉克斯坦2所,覆盖了除

土库曼斯坦以外的所有中亚国家,致力于在汉

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展开广泛交流

与合作[5]。中亚地区的孔子学院除了开展传统

的语言学习外,还积极拓展合作内容、创新合

作形式。如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学

院校长马南诺夫表示,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计

划与中国高等院校合作,以“2+2”和“1+1”双
学位培养机制及语言教学教材合作编撰为开

端,逐步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与研究[6]。
合作办学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联合开展

人才培养的又一尝试。2016年,湖北工业大学

创办“湖 北 工 业 大 学 阿 拉 木 图 校 区”,采 取

“4+0”的境外合作办学模式培养哈萨克斯坦

学生,这是中方在这一地区合作办学的重要突

破[7]。2017年6月,上海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

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正式签署“上海大学与乌

兹别克斯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合作办学备

忘录”。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乌兹别克斯坦首

都塔什干合作建立上海国际商学院[8]。
中国与中亚各国依托已建立的孔子学院

和合作办学,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高等教

育领域合作,推动了教育交流和学术研究持续

发展。
(三)设立资助项目,鼓励学生国际流动

学生流动是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途

径。在“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框架下,中国与

中亚国家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和经济发展

需求,主动推进与各国教育发展的衔接,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储

备。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13年至2017
年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入境留学生人数整体上呈

上升趋势(具体见表2),可见中亚五国的高等

教育已经得到一些国家的认可。同时,中亚五

国的学生出境人数也呈大幅增长趋势,表明中

亚五国大力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教育合作、鼓励

学生赴境外学习已初见成效,选择出国留学的

学生越来越多。
表2 2013-2017年中亚五国学生出入境人数和来华人数

国家 流动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流入 8710 10978 9977 12533 13850
流出 54172 66998 78259 90212 84681
来华 11165 11764 13198 13996 14224
流入 11263 12071 12723 14984 14796
流出 5912 8368 9456 11484 11399
来华 3115 3163 3232 3247 4154
流入 1666 1158 1866 1562 2238
流出 10328 12919 15719 20773 19762
来华 1944 2015 2309 2606 3282
流入 / 87 / / /
流出 38680 47543 51065 47872 46223
来华 2089 2002 1967 2147 2601
流入 573 684 762 724 603
流出 20350 26119 28119 32907 34990
来华 1805 2192 2450 3129 4171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http://data.uis.unesco.org)和我国2013-2017年的《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整理所得。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中亚

国家的 高 等 教 育 交 流 日 益 频 繁。2013年 至

2017年间,中亚五国的来华留学生人数逐年增

加。相关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哈萨克斯坦

的来华留学生已有14224人、乌兹别克斯坦

4171人、吉尔吉斯斯坦4154人、塔吉克斯坦

有3282人、土库曼斯坦有2601人,相比2013
年(分别为11165人、1805人、3115人、1944
人、2089人),中亚五国的来华留学生人数均

有较大幅度的增加[9]。为促进学生的国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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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国政府在2015年提出,将每年向沿线国

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2017年专门

设立的“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则在

已有奖学金的基础上,每年再向沿线国家额外

提供 总 数 不 少 于3000个 的 新 生 奖 学 金 名

额[10]。中亚国家也积极设立多种奖学金项目。
如哈萨克斯坦延续“博拉沙克”国际奖学金项

目,为到国外学习且表现优异的学生提供全额

奖学金,包括学杂费、津贴、交通、医疗保险和

书籍补贴等,截至2017年,共为12831个项目

颁发了奖学金[11]。资助项目的设立,推动了中

亚地区学生的国际流动。
(四)成立国际大学联盟,夯实双方合作基础

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国

家获得广泛认可,双方都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

合作与交流。一是合作召开研讨会,畅通信息

交流渠道。2016年,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
共同发展”为主题,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的首

届“中国-中亚国家大学校长论坛”,为推动中国

与中亚国家的高等教育经验交流、信息沟通及

校际合作提供了平台。二是成立区域性大学

联盟,扩大合作范围。2016年10月,在中国教

育部的支持与指导下,由新疆大学发起,清华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与乌兹

别克斯坦国立经济大学、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

大学、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等中亚国家高校

结成7国51校“中国-中亚大学联盟”。联盟的

成立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交流思想、传承友

谊、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有利于搭建开放

性、国际化的互动平台,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

高等教育的开放合作及持续共融发展。三是

成立跨区域大学联盟,促进多领域合作。2015
年5月,由西安交通大学发起,成立了“新丝绸

之路 大 学 联 盟”(后 改 为“丝 绸 之 路 大 学 联

盟”),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128所大学加

入,包括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吉尔吉斯国际

创新大学等7所中亚地区高校。同年10月,兰
州大学联合国内外46所高校在敦煌成立了

“‘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吉尔吉斯斯坦阿

洪巴耶夫国立医科学院为国外8所创始高校之

一。2017年11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倡议,“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

构分别成立了“教师教育联盟”“人文社会科学

联盟”“图书档案出版联盟”,来自中亚地区的

塔吉克斯坦国立师范大学、塔什干国立师范大

学、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乌兹别克斯坦撒

马尔罕国立大学、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哈萨克

斯坦图兰大学等高校陆续加盟。区域和跨区

域大学联盟的成立,为联盟高校开展合作办

学、学生交换、学分互认、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科研合作、共建研究平台、学者交流、共享图书

与信息资源等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与中亚地

区高校间深化合作提供了便利。
(五)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加大合作深度与广度

为促进与中亚地区国家间睦邻互信与友

好,巩固地区安全和稳定,推动联合发展,2001
年6月15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上合组织”成立以来,成员国间广泛开展政

治、经济、人文和其他领域多边合作,促进了上

合组织成员国人民的心灵沟通和不同文化间

的对话。2006年6月,为加强成员国之间在教

育领域的合作,中国和中亚五国及俄罗斯签订

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

定》,内容包括国家间教育改革经验和信息交

流、教育教学工作者在科研实践和历史文化方

面的研究与交流、学历证书互认及学生社团之

间的合作等,为教育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为加强成员国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在

2007年的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各成员国一致

同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2009年,成员

国共同确定了区域学、生态学、能源学、IT技术

和纳米技术等5个优先合作方向,同时遴选出

本国的项目院校。上海合作组织大学是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高校间的非实体合作网络,旨
在通过搭建拥有共同教学大纲的教育机构网

络,为各成员国培养社会经济建设和各领域交

流合作所需的优秀人才,进而为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开展各领域全方位合作提供人力资源

保障。截至2018年,项目参与院校已有74所,
其中哈萨克斯坦14所、中国20所,吉尔吉斯斯

坦9所、俄罗斯21所、塔吉克斯坦10所[12]。在

2019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
各成员国表示将继续支持深化上合组织教育

领域合作,利用教育部门和高校间合作渠道,
同时通过校长论坛、学术会议、研讨会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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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交流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各国高等教育合作

层次。

  三、中国与中亚五国深化高等教教育

合作展望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中亚

五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加强,并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13]。未来,深化中国与

中亚五国间高等教育合作,应着力加强国家间

政策协调,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优
化来华留学生结构,提升和拓展合作办学的层

次与范围,并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创新合作

形式。
(一)实施“适应性”战略,制订针对性合作规划

中亚五国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转型的需

要,近年 来 正 积 极 调 整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方 向。

2016年以来,中亚五国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国家

发展规划,如:2016年,塔吉克斯坦通过《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至2030年国家发展战略》;2017
年,哈萨克斯坦政府通过“2018—2023年国家

投资战略”,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投资和出口

署初步确定未来经济发展五大优先领域,乌兹

别克斯坦政府发布《2017—2021年乌兹别克斯

坦五大优先发展方向行动战略》,土库曼斯坦

人民委员会讨论并通过《2018—2024年土库曼

斯坦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亚五国的经

济发展规划均重视国家能源、信息通信、工农

业、纺织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是否拥有相关领

域的高水平人才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目标能否

实现的重要因素。
中国与中亚五国间的合作,必须适应各国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推动中亚国家经济持续

发展和转型升级中,谋求双方高等教育合作的

新突破。一是各国政府外交部、教育部、发展

规划部门等组成协调机构,制订国家间高等教

育交流合作中长期战略规划,为后续高等教育

领域长期合作提供政策与规划保障。二是增

强合作领域的针对性,着力加强能源、信息技

术、纺织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目前,包括

哈萨克斯坦等在内的中亚各国正致力于推动

从原材料生产向产品加工转变,因此双方应共

享优质教育资源,针对中亚五国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打造合作升级版[14]。三是加强教育领导

者和学者对话,关注中亚五国国家和学生的需

求,为中亚五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为中亚五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中国力量。
(二)实施“引进来”战略,优化来华留学生结构

近年来,中亚五国来华留学生规模进一步

扩大。教育部国际交流合作与交流司发布的

《2017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显示,2017年,中
亚五国在中国的学历生和非学历生人数分别

为:哈萨克斯坦8516人、5708人,乌兹别克斯

坦2551人、1620人,吉尔吉斯斯坦2161人、

1993人,塔吉克斯坦1740人、1524人,土库

曼斯坦1732人、869人[9]。从来华留学生总体

规模来看,哈萨克斯坦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
达14224人,其他4国的来华留学生数量均不

超过5000人(详见表3)。从留学类型来看,学
历生和非学历生人数差距较小,学历生人数略

高于非学历生人数。从留学层次上看,中亚五

国在中国留学的本科生的比例远远高于研究

生,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

来华留学生中研究生相对较多,其他3国较少。
由此可见,中亚五国的来华留学生规模还有进一

步扩大的空间,留学结构也有待进一步优化。
表3 中亚五国2017年来华留学生人数

国家
学历生

专科 本科 硕士 博士 合计
非学历生 合计

哈萨克斯坦 490 6011 1726 289 8516 5708 14224
乌兹别克斯坦 183 1667 591 110 2551 1620 4171
吉尔吉斯斯坦 87 1137 859 78 2161 1993 4154
塔吉克斯坦 251 961 492 36 1740 1542 3282
土库曼斯坦 8 1482 232 10 1732 869 2601

  资料来源: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发布的《2017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

  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高等教育合作,需要

坚持“引进来”战略,进一步增加中亚国家来华

留学生人数,优化来华留学生结构。一是针对

来华留学生规模较少的国家设置专门的高等

教育合作交流项目,为其提供优惠政策,吸引

更多的中亚国家学生来华留学。总体上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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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除哈萨克斯坦外,其他国家的来华留学

生规模都有待进一步扩大[15]。二是在人才培

养层次上,中国与中亚五国应重点加强研究生

层次的教育交流合作,包括在博士生等高层次

人才培养上的合作。三是实行差异化推进政

策,深入推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

研究生层次的交流,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塔
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所有层次的高等教育

合作。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在中亚合作

办学

目前,中国在中亚地区已开设13所孔子学

院及少量的合作办学项目,但孔子学院主要致

力于汉语培训和推广,这与其他国家在中亚地

区的办学有所不同。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

尔巴尼亚分校跨境教育研究小组(Cross-Bor-
derEducationResearchTeam,C-BERT)统计,
截至2018年底,俄罗斯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

别克斯坦建立了4所、4所、4所、1所和3所分

校;土耳其则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

土库曼斯坦各建立了1所分校;英国在哈萨克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各建了1所分校;美国在

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1所分校;新加坡和韩国

在乌兹别克斯坦各建立了1所分校[16]。与上

述国家相比,中国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人
才储备、高等教育合作基础、政治经济文化等

因素限制,还没有在中亚地区开设独立大学和

海外分校,目前主要是如上文所提到的零星合

作办学和联合培养项目。
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高等教育合作,还需

要加大力度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境外大

学、联合办学等途径,加大双方合作的深度与

广度。一是在国家层面适时出台在中亚地区

办学的支持性文件,对在这一地区办学的国内

高校提供政策、资源和人力方面的支持,清除

学位互认和学历标准等方面的政策性障碍。
二是鼓励高校结合自身优势专业和中亚各国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中亚地区开设适合地区

发展需要的海外分校或联合培养项目。针对

中亚地区学生数理化等基础学科较为薄弱的

实际,适当降低入学标准,同时强化相关学科

教学。三是在获得国家和地方院校支持的基

础上,引入企业等民间资本,以产业合作、校企

合作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项奖学金、联合开发

课程资源、提供教育教学设施、共建研发基地

等方式,为中国高等教育实施“走出去”战略提

供强力支持。
(四)实施“信息化”战略,依托互联网创新

合作方式

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信息

技术在社会各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络科技,正
深入渗透到包括从商业、科技到教育、医疗、政
府、经济、人文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7]。中

亚各国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局势等

原因,信息化水平还较低。为此,中亚国家近

年来也开始加大力度推进信息化建设,如哈萨

克斯坦提出的“信息哈萨克斯坦2020”“数字哈

萨克斯坦计划”等国家信息化战略规划、乌兹

别克斯坦提出的“跨欧亚信息高速公路”项目

等,显示了中亚各国提升信息化水平的雄心和

决心。2013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俄
罗斯、蒙古等国相关企业签署了7项通信项目

合作协议,致力于加强相关国家的互联网通信

设施建设,并以此推动其创新发展和人才培

养[18]。在企业层面,华为公司2018年正式启

动哈萨克斯坦“未来种子”ICT人才培养项目,
帮助该国ICT专业的大学生提升专业技能、拓
展国际视野,激发他们探索、构建未来智能社

会的动力[19]。
未来,随着中亚各国信息化水平的逐步提

升,中国可与其强化信息化战略,依托互联网

优势,推动双方高等教育合作方式创新。一是

加大与中亚政府、产业和学术界的合作力度,
通过政策支持和多方投入,加快信息通信技术

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地区信息通信环境。二

是进一步激发产业界的积极性,鼓励中国信息

通信企业加大对中亚地区的投资,推动地区信

息技术跨越式发展。三是适应互联网发展新

形势,与中亚地区高校联合建设开放式在线课

程,推广在线学习、混合式学习和协作学习等

数字化学习模式,为这一地区不方便出国的学

生量身定制培养方案。四是开设信息通信技

术合作项目,提升中亚地区高校教师的数字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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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素养,培养该地区信息技术领域高层次专业

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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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andProspectsofHigherEducationCooperationbetween
ChinaandFiveCentralAsianCountriesUnder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WANGZhengqing,CHENYun
(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fiveCentralAsiancountrieshaveanimportantpositionintheconstructionofthe“Belt
andRoad”educationcommunitybecauseoftheirgeographicalcharacteristicsinthecoreareaofthe
“SilkRoadEconomicBelt”.HighereducationcooperationbetweenChinaandthefiveCentralAsian
countriesconformstotheglobaltrendofhighereducationglobalizationandadaptstotherealistic
needsofpromotingeconomicdevelopmentofbothsides,andhasasolidfoundationforgood-neigh-
borlinessandfriendship.Sincetheimplementation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Chinaandthe
fiveCentralAsiancountrieshaveadoptedmeasurestoencourageinternationalmobility,strengthen
personneltraining,establishuniversityalliances,andbuildShanghaiCooperationUniversitytogeth-
er,whichhaveenhancedthelevelofhighereducationcooperationbetweenChinaandtheregion.Loo-
kingforwardtothefuture,Chinashouldadheretothe“adaptability”,“introduction”,“goingout”
and“informatization”strategies,doagoodjobinbilateralcooperationpolicyplanning,optimizethe
structureofforeignstudentsinChina,encourageforeigncooperationinrunningschools,andrelyon
theInternettoinnovateformsofcooperation.
Keywords:theBeltandRoadInitiative;fiveCentralAsiancountries;highereducation;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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