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5卷 第2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3月
Vol.45 No.2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Mar.,2019

DOI:10.13718/j.cnki.xdsk.2019.02.009

斯里兰卡高等教育“战略管理计划
(2013-2017)”的目标、内容及启示

徐 辉1,张 永 富1,2

(1.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市400715;2.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战略管理计划(2013-2017)”是斯里兰卡高等教育部为应对全球知识经济高速发展而做出的

主动应对。目标主要集中在促进社会发展、建设知识中心、增强高等教育挑战力三个方面;内容集中在扩大受

教数量、提升课程质量、鼓励创新研发、坚持服务社会、增强国际交流、改善基础环境、优化财务管理、提升善政

能力等八个方面;在推进中斯高等教育合作过程中可以着重从投资基础设施,推进物理联通;增强政策沟通,

推进制度联通;完善交流机制,推进人心联通三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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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8年工作要点强调,要积极构建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继续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

动,深化国别和区域研究。斯里兰卡作为连接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南亚、东欧和北非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重要交通和贸易枢纽,成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汇集点和中转站,战略意义重大,
具有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价值。2009年,持续26年的斯里兰卡内战结束,政府提出了致力于加快发

展、改善民生的“马欣达愿景”①,“战略管理计划(2013-2017)”(StrategicManagementPlan:2013
-2017,以下简称<计划>)就是“马欣达愿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衍生,斯里兰卡政府希冀通过对高

等教育实施战略化管理而推动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与全球知识经济之间达成默契,实现其高等教育

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其在南亚,亚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加强对斯里兰

卡高等教育战略管理计划的解读,有益于更加全面地推进中斯两国在校际交流、人才培养、科研合

作、文化沟通等方面的交流与协作,打造中斯两国高等教育共同体,在高等教育领域实现互联互通、
互惠互助、互利共赢的美好愿景,共同谱写丝路新华章。

一、《计划》实施的背景

(一)历史背景

斯里兰卡高等教育体系是基于其古时著名的佛教僧侣训练中心(Pirivenas)而建立起来的[1],
随着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者的侵入,其既有高等教育体系也受到了强烈冲击。1921年,英国在

① “马欣达愿景”(ManhindaChintana)是斯里兰卡前任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Rajapaksa)于2005年提出的施政目

标,即决心将斯里兰卡重新变成亚洲丝绸之路的中心,将国家打造为连接东西方的海运、航空、贸易、能源和知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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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附属科伦坡皇家学院的基础上设立锡兰大学学院,是为斯里兰卡现代大学的雏形。之后

1942年的锡兰大学《20号法令》、1972年锡兰大学法案《1号文件》和1978年锡兰大学法案《16号

文件》为斯里兰卡高等教育谋求了更加独立的身份和地位。1983年,斯里兰卡内战全面爆发,高等

教育蓬勃发展的愿景也成为了战争中的尘埃。2009年,持续26年的内战结束,斯里兰卡高等教育

百废待举,高等教育部在“马欣达愿景”的战略大框架下,提出“2020年,将斯里兰卡建设成为卓越

的国际教育枢纽”[2]的目标。然而艰辛的探索证明,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严重依赖外国教育制度

(主要指英联邦国家对于英国教育制度的模仿),效果可能并不能尽如人意[3]。因此,政府转而期望

通过战略化的管理实现斯里兰卡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二)现实条件

1.财政资金短缺

斯里兰卡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免费教育政策①,由此而形成庞大的财政负担。2012年斯里兰卡

国家教育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6%,是南亚最低,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4]。高等教育

在年度财政开支中所占份额也相对较少,在2005年的教育财政预算中仅为14%[5],2008年,也仅

仅占到了当年GDP的0.42%[6]。斯里兰卡高等教育的发展缺乏扩展资金、问责制度和人才资

源[7]。因而,有学者提出,“面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斯里兰卡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以提供

服务和创收为导向的市场化管理”[8]。同时,现行教育政策过重偏向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对于普

通大众仍是奢望,截止当前,斯里兰卡的大学只有少部分学生可以进入。

2.人力资本浪费

教育对于人力资本开发起着关键性作用,间接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斯里兰卡即便拥有着从

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免费政策。但是相比于日本、德国而言,教育过度投资的结果却是人力资

本的浪费[9],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低入学率和不合理的专业结构设置严重掣肘着斯里兰卡国民经济

的发展。因而,从优化人才结构的角度来讲,联系高等教育对于知识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斯里兰卡需要在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中重构高等教育体系[10]。

(三)国际环境

进入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总的来讲,基于高等教育对于国民

经济的拉动作用,国与国之间、次区域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在高等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同
时,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基于利益相关性的跨国合作亦比比皆是,高等教育在市场的支配下纵横捭

阖、披荆斩棘,以先行军的身份跨步向前。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各国联系社会发展实际,优
化高等教育结构,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有条不紊地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并寄希望于高等

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推动民族振兴、社会进步、国家经济长足发展,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出最强音。南

亚的印度、东南亚的新加坡、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等,都围绕着特定的目标提出了高等教育振兴

战略。内战结束后的斯里兰卡,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作为历史上的高等

教育强国,斯里兰卡开始用战略的眼光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计划》的目标

(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谋求人民安定幸福

21世纪,“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题。“和平”后的斯里兰卡清楚地认识到知识经济在

① 1943年,斯里兰卡尚处于英属殖民地时期,时任教育部长、免费教育之父坎南加拉博士(C.W.W.Kannangara)在国务院(the

StateCouncil)介绍了“免费教育法案”(GovernmentofCeylon1943SessionalPaperXXIV)。经过多次讨论后,该法案最终于1945年10
月1日批准实施。该政策规定,每个五岁以上且不超过十六岁的儿童都有权享受免费教育。以此为开端,经过历届政府的努力,斯里兰

卡逐步形成了幼儿园到大学的全免费政策。



推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而基于高等教育在知识创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政府要想获

得社会发展,就必须在变革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采取措施。《计划》就是斯里兰卡政府运用战略的眼

光谋划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一个重要手段,寄希望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推进社会和解(Reconcil-
iation)、信任发展(Developmentoftrust)和经济赋权(Economicempowerment)之间产生积极连锁

反应方面发生作用[11],并由此而形成知识创新型社会,培养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为实现国家富

强和人民的幸福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强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建设亚洲高等教育中心

免费教育政策推进了斯里兰卡高识字率,为斯里兰卡储备了充足的智力资源,同时丰富的文化

遗产,古老的科技与自然资源也为其与全球知识经济之间发生联系做好了铺垫[11]。《计划》的实施

将从更深的层次上推动高等教育与创新知识之间发生联系,快速推进斯里兰卡融入全球知识经济

发展体系,并以此为基而成为亚洲的“知识中心”。《马欣达愿景》曾经提出,“到2020年,斯里兰卡

将建设成为该地区的知识中心和亚洲高等教育领导者”[12],《计划》是马欣达愿景的一个阶段性目

标,通过实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将斯里兰卡建设成为“亚洲高等教育中心”。
(三)增强高等教育的挑战力,提升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力

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教育国际化新挑战给高等教育发

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成为摆在各国政府之间的世纪课题,承
题破题是为题中之义。《计划》是斯里兰卡政府在世纪课题面前所交的一份答卷,力求在对高等教

育实行战略化管理的基础上,推动高等教育机构打破固有思维模式和发展方式,主动出击,提高应

对纷繁世界形势的能力。能力的形成与发展需要坚实的管理体制作保障,《计划》还对高等教育部

和大学拨款委员会等管理机构的具体工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力。

三、《计划》的具体内容

(一)扩大受教数量,破解人力资源匮乏难题

斯里兰卡的免费教育政策主要局限在基础教育领域,高等教育由于受众有限,所以很难做到雨

露均沾。能够出国深造的学生少之又少,大部分学生在接受完中学教育后被迫辍学,由此而造成高

素质人力资源的匮乏,制约着斯里兰卡的长远发展,改善斯里兰卡整体人口素质成为了一个难题。
《计划》致力于突破瓶颈,扩大接受高等教育基数,满足人们增进教育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
《计划》提出:国立大学本科学位录取率,每年提升5%;国立大学研究生学位课程录取率,每年提升

10%;开放大学每年提升5%的入学率;开放和远程学习(OpenandDistanceLearning,ODL)模式

学习人数每年提高15%;将高质量的外部学位课程获取人数每年提高5%;2015年,政府协助在工

程或者医学学科至少建立一个非国立同时非营利性的高等教育机构[13]。提升入学率和增建教育

机构双管齐下,切实扩大受教数量,破解高素质人力资源匮乏的难题。
(二)改进课程质量,对接社会发展实际需要

斯里兰卡高等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脱节,“像医学、法律和IT这些专业的

毕业生虽然就业容易,但数量却相对非常少;而大量的艺术和东方研究的毕业生就业却非常困

难”[14]。为避免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浪费,形成合理的就业结构,《计划》开始着重改进学术课程质

量。《计划》提出,2014年,建立国家质量保证和认可委员会,为全面改进课程质量提供组织保障;

2016年,推进各高等教育机构具备能够为所有大学生提供足够的“通用技能”(genericskills)培训

的能力;2017年,高校教师的博士比例从40%(2012年)提高到60%,同时,不断提升课程质量和社

会发展需求的相关性,能够为60%的人文社科学生提供至少6~12个月的专业实习,并在学术课

程中引入学分转换系统,使得高校学生的横向和纵向流动率达到30%,整体就业率达到95%[13]。
多管齐下,着力于推进学位课程与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实现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进步的双向



目标。
(三)鼓励创新研发,激发科学研究经济活力

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国家创新系统的“生力军”。激发大学科学

研究的创新活力,推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了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识。《计划》规定,大学拨

款委员会将对每个高等教育机构增加10%的专项财政资金,用以各机构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

文化;2014年,建立国家数字图书馆,便利学者查阅电子文献;2015年,推动高等教育机构每年至少

获得15项国际奖项;2017年,每四位学者中至少有一位出版一本国际性的学术专著;同时,积极提

高等教育公-公,公-私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鼓励高校从事新产品的创新研发和商业化发展,并在

此基础上,至少建立100家大学附属研发公司和技术型研发大学[13]。切实以高等教育创新研发为

引擎,激发国民经济活力。
(四)坚持服务社会,推进民族国家和谐共进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教育现代化是适应社会现代化进程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
教育现代化反过来又推进了社会现代化”[15]。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民族、国家的和谐共进是相

辅相成,互为前提的。《计划》严格坚持高等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理念,主张高等教育要为个人、社
会和民族国家的发展承担责任。《计划》提出:高等教育为产业界和社区提供咨询意见和服务的能

力,每年提升10%;2014年,在每个高等教育机构中成立“国家和谐促进中心(CentreForFostering
NationalHarmony)”;2015年,至少在四所大学的基础上建成大学城(类似于剑桥、牛津大学城);

2016年,每所高校突破一个研究项目,重点放在解决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同时,《计划》主
张在所有学位课程中强制性设置和平、和解相关模块,并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将当前高校毕业生的

构成比例,由艺术30%:管理20%:科学50%转换成艺术20%:管理20%:科学50%:技术10%[13]。
在坚持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理念引领下,实现国内民族大团结,和谐共进大发展的美好愿景。

(五)增强国际交流,打造高等教育国际枢纽

加强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对于跨区域协同人才的培养和人力资本的世界性流动有着重要

的意义,不仅是对国内经济和科技的直接支持,同时对于促进国内教育结构调整,改善国内教育质

量也有着深远影响[16]。《计划》指出,各级教育机构有责任帮助国家提升应对全球知识经济竞争带

来的挑战的能力,有义务为建设富强的斯里兰卡而不断提供智慧支持。每年每个高等教育机构至

少吸引两位国际知名学者作为访问学者;增加至少250名外国学生进入大学学习本科或研究生课

程;促进与外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和研究合作,2017年增长60%;2017年,至少有5个国立大学

的国际排名提升至TIMES和QS排行榜前1000名[13]。基于英联邦国家的特殊身份和自身的优

势区位因素,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韩国、泰国等国家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斯里兰卡高

等教育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国际化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先期保障,斯里兰卡政府

也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致力于打造高等教育国际中心。
(六)改善基础环境,提升高等教育服务质量

基础环境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是教学、科研正常运行的保证,抓好了可

以为发展积蓄能量、增添后劲,而建设滞后则可能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高等

教育对置身其中的学生、员工及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计划》着重在提高员工待遇和建设基础硬件

设施上下功夫。《计划》明确指出:在2015年之前,推出新的养老保险计划,增加高等教育员工福

利,至2017年,高等教育机构员工和学生的福利待遇在现有的水平上再增加10%;2017年,新建教

学和研究建筑125栋,为至少50%的学生提供住宿,娱乐设施和文化、审美环境在原有基础上提升

10个百分点[13]。高等教育的腾飞离不开基础环境的改善,斯里兰卡政府在承认与世界一流高等教

育差距的基础上,针对要害,主动出击,启动了一系列务实的基础环境改善项目,必将助推高等教育

再上一个新台阶。



(七)优化财务管理,促进资金流转规范高效

《计划》专门对高等教育财务管理系统做出了宏观规划和具体布置,以期实现对高等教育资产

购置、资本融通、营运资金以及利润分配的最佳管理。《计划》指出:2016年,引入标准报告格式

(StandardReportingFormats,SRF)和标准化操作程序(StandardOperatingProcedure,SOP)来
改进高等教育财政管理;2016年,为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拨款委员会引进以雇员为中心的财务信

息系统;预算拨款利用率从2012年的80%提升至2016年的100%;每年高等教育机构资源利用率

要提高5%,以此来确保高等教育积极、健康、稳定发展;高等教育机构创收每年增加10%[13]。《计
划》对高等教育财务管理做出了更加详尽的说明,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必将进一步促进资金流转更

加规范高效,为高等教育的良性运转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八)提升善政能力,确保高等教育持续给力

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政(也叫善治,GoodGovernance)。善政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

程[17]。毋庸置疑,参与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具有主体性,能够发挥主观

能动性。如何规范这种能动性,并驱动这种能动性朝向公众利益的方向持续行进,《计划》作出了相

关阐释。《计划》强调:高等教育部将致力于提高大学拨款委员会和高等教育秘书处的行政能力和

专业能力。2015年,引入完全电脑化的数字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高等教育的规划、监测和评估;
以信息化促进管理效率和能力的提升,将现有水平认定为1,并在此基础上每年提升25%;2016
年,确保高等教育行政、财务自主权的显著改善以及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实施,并确保高等院校的人

力和物力资源符合公认的教育规范[13]。在持续提升高等教育权力机构善政能力的前提下,保障利

益相关者的权益,并保障高等教育的持续给力。

四、对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战略的几点启示

互联互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建设内容之一[18]。也是在《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

动》《APEC教育战略》的具体要求下,推进中斯两国高等教育互利合作的主要路径,启示将从物理

联通、制度联通和人心联通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投资基础设施,推进物理联通

投资是我国进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渠道之一,中资企业在斯里兰卡投资主要

以承揽工程和设备出口形式为主。结合《计划》具体内容,斯里兰卡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有着强烈的需求,如大学城建设、教学楼建设、实验室建设、学生宿舍楼建设、文化娱乐设施建设

等等(参见内容六),为中国工程投资涉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斯里兰卡政府在对高等教育体

系进行数字化、信息化改造的过程中对相关设备和技术的需求等(参见内容七、八)也都可以成为我

国投资的一部分。通过投资基建而为斯里兰卡高等教育打上醒目的中国烙印,使得斯里兰卡高等

教育界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必将为中斯高等教育之间的友好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投资基础工程和设备出口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科伦坡中国港口城

项目”受挫[19]1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而,在高等教育领域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或设备输出需要在

对风险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二)增强政策沟通,推进制度联通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国情不同,制度各异,形成和推动实施发展战略与规划的机

制也不同。如何有效地将中斯有关执行机构有效衔接起来,构建顺畅的交流、沟通、磋商渠道和机

制,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20]。政策隶属于制度的范畴,同时也是国家权力机关对内、对外施政方

针的直接体现,既受到制度的制约,同时也反作用于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加强政策沟通,是实现制

度联通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在中斯高等教育制度联通过程中,中方唯有对斯里兰

卡高等教育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未来走向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认识,掌握其高等



教育政策的目标与本质,才能有效地推进高等教育制度互联互通。尤其是对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国

际化相关政策(参见内容五)的解读,凸显出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外向发展的实际需求;因而,实现中

斯之间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方面的政策沟通与交流,不仅在制度合作层面上可以取得一定的突破,
同时在实践层面上也将更加有效地推进双方高等教育的互利互惠、互助共赢。

(三)完善交流机制,推进人心联通

误解往往是缺乏沟通和交流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皆是如此。“人心相通”可能是最

难达到的目标,但有时候又需要走在最前面。[19]29通过《计划》可以看出,中国与斯里兰卡在高等教

育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互利合作空间,唯有通过双边对话,建立战略互信长效机制,才能减少不必要

的误解,推进人心相通。

1.加强两国智库之间的深入联合,完善政府间的对话协商机制

智库是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优化方案的智囊机构,“是一个国家思

想创新的泉源,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志”[21]。加强两国智库之间的深入交

流与合作,才能为政府之间的战略对话提供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战略互信,进一步解决两国高等教育

互动的政治性藩篱,实现两国高等教育的深化合作与发展。

2.畅通两国科研成果的交流渠道,完善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机制

《计划》显示,斯里兰卡对于国际访问学者、国际学生和跨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有着强烈的需

求(参见内容五),恰恰迎合了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加强两国在互派留学生、学者互

访与合作办学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有助于畅通两国科研成果的交互渠道;完善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机制,符合两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

3.推进斯国汉语教育的快速发展,完善国民间的理解互信机制

汉语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是中国式思维方式的外化。汉语在斯里兰卡的

快速传播有助于从文化层面增进两国人民的感情和友谊,实现由下而上的理解互信。从2009年内

战结束到2013年,短短4年,汉语快速进入了斯里兰卡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成人教育,甚至学前

教育等各类教育体系,并快速构建起了完善的汉语传播体系[22]。而基于汉语传播在中斯两国人民

之间的重要意义,汉语教育需要中斯两国政府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汉语教学体系,最终

实现两国人民的理解和互信。

五、结 语

2015年1月,斯里兰卡反对党候选人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MaithripalaSirisena)在总统大

选中获胜,旧有政策能否维系出现了一系列不确定性。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尽管斯里兰卡政权轮

替,新政府上台,但却负担不起失去中国的代价”[19]7。2017年,中国成为了斯里兰卡最大外资来源

国[23],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同斯里兰卡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信心。2017年,世界银行与斯里兰

卡签订了为期6年的《加速中的高等教育扩张与发展》(TheAcceleratingHigherEducationExpan-
sionandDevelopment)框架协定,核心在于提升斯里兰卡高等教育重点学科入学率、学位课程质量

和促进高等教育创新[24]。从合作内容可以断定,斯里兰卡高等教育“战略管理计划(2013-2017)”
中涉及的具体问题还将延续,借助最为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中国的力量实现战略管理计划目标,完
成高等教育改革是斯里兰卡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的题中之义,
相信两国高等教育之间的互惠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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