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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视角下大学国际联盟的
特征、困境与创新

袁 超
(东南大学 国际合作处,江苏 南京210096)

摘 要:“双一流”建设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对大学国际化

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大学国际联盟因其强强联合、资源共享和优势集聚等特点,有利于成员大学高效提升

国际化办学水平,契合了“双一流”建设视角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需求,从而成为大学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的重要抓手。“双一流”建设以来成立的大学国际联盟体现出新的特征,但在实践中也面临发展路径不清晰、

缺乏实质性合作及世界一流大学参与数量少等困境,因此其建设与发展策略亟待创新。本文以中英大学工程

教育与研究联盟为例,具体探析了联盟通过组建模式、管理架构及发展路径三个层面的策略创新较好解决了

上述共性问题,为大学国际联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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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快速提升,高等教育也步入发展新时期,若干所高水平、专业特色型大学

及其优势专业已具备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实力[1]。2015年11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将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与“双一流”建设紧

密结合,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联合培养、联合科研、加强国际协同创新等多个方面提出了

未来发展方向[2]。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台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明确了“双一流”建设应取得的成效,并从引智能力、学生国

际化培养成效、国际科研合作水平、国际标准制定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出了要

求。2018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

的指导意见》,确立了通过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快“双一流”建设的基本原则,同时对国际合作与

交流的具体方式提出了指导意见。
以上文件凸显了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双一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明确了方

向、提供了指引。概括而言,“双一流”建设赋予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以下发展内涵:(1)以成为世界高

等教育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为目标,“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
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3];(2)“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有深度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

作,深度参与国际或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科学工程”[4],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和国际化联合科

研水平;(3)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部署为契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和中外人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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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项目,推动中外优质教育模式的互学互鉴”[5]。

“双一流”建设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力度持续加大,模式与内涵不断丰富,涌现出较

多值得研究的实践方案,其中,大学国际联盟这一合作模式尤为瞩目。大学国际联盟是指来自不同

国家的多所大学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以提升自身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等为目的建立的松

散型联合体[6]。大学国际联盟的组织特点及内涵特征使其在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具有较大优

势:一是联盟“多对多”的合作模式能帮助成员大学更快、更多、更好地建立全球化合作网络,与世界

一流大学开展实质性合作[7],从而最大程度地学习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优秀经验[8]。

二是联盟跨国合作的特点使其具备了较强的国际参与能力,能充分调动成员大学的科研优势和知

识资源,组成国际科研团队,参与到解决国际公共问题的行动中[9]。三是联盟的优势集聚效应,成

员大学之间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使联盟成为一个具有优势竞争力的整体,联盟取得的成果产出要

大于个体大学单独发展而产生的叠加产出成果[10],从而实现联盟成员办学实力和办学效益的明显

提升[11]。四是联盟有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联合培养、学分互认、交流互换等方式,提升人

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12]。上述优势契合了“双一流”建设中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需求,能够对中国

大学的国际化发展和“双一流”建设起到较大促进作用,因此大学国际联盟这一合作模式得到普遍

认可,成为“双一流”大学加快自身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抓手。

一、“双一流”建设以来大学国际联盟的发展特征

本文选取了国内“双一流”大学牵头组建的较具代表性的大学国际联盟,对其成立方式、建设目

标、合作形式、管理架构、合作项目等进行了整体梳理,并根据联盟合作类型进行了分类,一类是在

某一特定领域开展合作的专业型大学国际联盟,另一类是以区域内合作为基础的综合型大学国际

联盟。
表1 大学国际联盟典型实践案例

名称
成立
时间

成员

境内成员 境外成员
成立方式 建设目标 合作形式 管理架构 合作项目 类型

中 澳 工 科
大学联盟 2018

9所:西北工业
大学(秘书处)、
重庆大学、东南
大 学、同 济 大
学等

4所:皇家墨尔
本理工大学、科
廷大学、悉尼科
技 大 学、南 澳
大学

签署合作备
忘录、举行成
立仪式

推动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产学研结
合等领域合作,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

联合科研、学
生交流、成果
转化

中方秘书处;
澳方独立秘
书处

学生暑期夏
令营及学生
交流项目

专业型

中 英 大 学
工 程 教 育
与 研 究
联盟

2017

9所:东南大学
(秘书处)、北京
理工大学、大连
理工大学、天津
大学等

9所:贝尔法斯
特女王大学(秘
书处)、伯明翰
大学、伦敦大学
学 院、剑 桥 大
学、利兹大学等

签署合作备
忘录、签署并
发布联盟共
同宣言

通过人才培养及
联合科研等合作
形式,开发具有开
创性与引领性的
能源利用技术和
智能制造技术

联合科研、学
术会议、学生
学者 交 流 交
换、联合培养、
中英科技创新
转化平台

中英指导委
员会;中方管
理工作组;英
方管理工作
组;双方分设
秘书处

校长论坛、学
术会议、领导
力创新学院、
青年学者交
流、博士联合
培养

专业型

中 国 与 中
欧 国 家 科
技 创 新 大
学联盟

2017

9所:天津大学
(秘书处)、重庆
大学、大连理工
大 学、东 南 大
学、华南理工大
学等

11所:斯 洛 伐
克技术大学(秘
书处)、捷克技
术大学、维也纳
理工大学等

签署合作备
忘录、举行成
立仪式

加强双方工科大
学的合作与交流,
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

联合科研、学
生交流、学分
互 认、课 程
分享

双方分设秘
书处

暂无 专业型

中 英 高 等
教 育 人 文
联盟

2016

5所:清华大学
(秘书处)、北京
大 学、复 旦 大
学、武汉 大 学、
香港中文大学

7 所:牛 津 大
学、剑桥李约瑟
研究所、伦敦国
王学院、曼彻斯
特大学等

举 行 成 立
仪式

鼓励在人文教育
领域的跨文化对
话合作,加强两国
大学的学术和文
化交流

学术论坛、文
化交流、联合
科研、暑期学
校 与 联 合
课程

清华大学与
牛津大学共
设工作委员
会;清华大学
设秘书处

青年学者论
坛、中英高等
教育人文峰
会

专业型

江 苏-英 国
高 水 平 大
学20+20
联盟

2019

31所:江 苏 大
学(轮 值 秘 书
处)、南京大学、
苏州大学、东南
大学等

15所:利 物 浦
大学(秘书处)、
考文垂大学、剑
桥大学、利兹大
学等

举行成立大
会、发布联盟
江苏宣言

推动高校间师生
交流、合作科研、
合作办学、高层次
人才培养

联合科研、学
生学者交流、
研究生联合
培养

指导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
联盟秘书处

产学研合作
论坛、硕士联
合培养、教师
培训

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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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成立
时间

成员

境内成员 境外成员
成立方式 建设目标 合作形式 管理架构 合作项目 类型

中 俄 综 合
性 大 学 联
盟

2017

40所:北 京 大
学(牵头高校)、
清华大学、复旦
大 学、四 川 大
学、浙江大学等

20所:莫 斯 科
国立大学(牵头
高校)、阿尔泰
国立大学、喀山
联邦大学、马里
国立大学等

举行成立仪
式、签署共同
宣言

加强两国综合性
大学合作,深化实
质性交流,提升两
国大学在世界教
育领域的竞争力

学术交流、汉
学与俄罗斯
学研究、俄语
和汉语教学、
留学生交流

双方牵头高
校分别负责
两国成员学
校的联络与
组织工作

校长论坛 综合型

丝 绸 之 路
大学联盟 2015

42所:西 安 交
通 大 学(秘 书
处、理 事 长 单
位)、哈尔滨工
业大学、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兰
州大学等

109所:圣路易
斯华盛顿大学、
米兰理工、利物
浦大学、釜山大
学、清迈大学等

举行成立仪
式、发布西安
宣言

推动人才培养、联
合 科 研、政 策 研
究、医疗服务等领
域合作,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的复合
型人才

校际交流、人
才培养、科研
合作、智库建
设

联盟设理事
长、副理事长
单位和秘书
处

校长论坛、学
术研讨会、暑
期课堂

综合型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联盟的合作备忘录、成立宣言文本以及互联网资料整理

由表1可见,“双一流”建设以来,各大学在建立国际联盟时紧密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对照“双一

流”建设要求,借鉴以往中国大学参与大学国际联盟的相关经验,承上启下的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

摸索,大学国际联盟的发展因此具有了全新的特征。
(一)积极发起组建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中国高水平大学的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

升,为牵头创建大学国际联盟提供了条件。自“双一流”建设以来,众多大学国际联盟在中方高校的

发起下成功组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英大学工程教育与研究联盟、江苏-英国高水平大学20+
20联盟、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中澳工科大学联盟、中国与中欧国家科技创新大学联盟、中俄综

合性大学联盟等。国内高水平大学已将组建联盟作为其深化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式,牵头发起组

建国际联盟成为主流趋势。随着“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深入,这一趋势仍在不断发展,并得到教育主

管部门的重视,因此更多的中国大学也在积极策划筹建符合自身特点的大学国际联盟。
(二)瞄准世界一流

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是“双一流”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双一流”高校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

目标之一。中国大学随着自身实力的提高与国际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其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心已

从过去的重量轻质逐渐转变为提质增效,即更加关注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实质性合作。因此,与世

界一流大学组建大学国际联盟成为“双一流”大学的首要选择,借助大学国际联盟平台与世界一流

大学构建合作网络并开展实质性合作成为普遍共识。这一特征在与英国大学组建的国际联盟中得

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
(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双一流”建设以来成立的大学国际联盟的另一大特征是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一带一

路”倡议及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成为政府间人文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成果之

一。例如,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中国与中欧国家科技创新大学联盟等,推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教育合作;中英大学工程教育与研究联盟、江苏-英国高水平大学20+20联盟、中英高等

教育人文联盟皆被纳入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成果;中俄综合性大学联盟在2018年中俄人文交

流机制大会举办期间成立,得到中俄国家领导人的见证。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不仅能有效提升

联盟国际影响力,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政府间的合作也为大学国际联

盟创造了积极的外部条件,使联盟更易获得政府层面的支持与资助,为联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二、大学国际联盟建设的实践困境

“双一流”建设以来成立的大学国际联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具备了全新的特征,但在建设

实践中仍面临着共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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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路径不清晰

发展路径不清晰具体表现为建设目标不明确,合作形式规划不足。多数联盟并未明确具体的

建设目标,虽有人文联盟和工科联盟等与综合性联盟相比更为专业化的联盟,但建设目标仍缺少聚

焦,多为促进交流、深化合作等;合作形式虽普遍关注学术交流、学生学者交流交换、联合科研等,但
缺乏系统性的布局与规划,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没有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正向反馈关系。明

确的建设目标有利于成员高校发挥自身优势,利用联盟的集群效应形成合力,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

水平,解决国内外重大科技问题,同时也能提高成员高校的参与积极性与动力。合作形式的合理规

划有利于联盟设计出实质性的合作项目,从而避免联盟合作随时间推移而流于形式、联盟建设难以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二)实质性合作不足

缺乏实质性合作,大学国际联盟的各项优势无从发挥,成员也无法从中受益,联盟便失去了存

在的基础。可以说,实质性合作赋予了联盟生命力,定义了联盟存在的意义。大学国际联盟应充分

利用其高效性与集聚性优势,积极开展高水平实质性的国际合作。然而在实践中,多对多的合作模

式带来高效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合作项目的协调、管理与运营难度,使联盟在设计、规划具体合作项

目时易陷入“重影响而轻实质”的怪圈,导致实质性合作项目不足。联盟合作过于依赖举办大型活

动制造影响,虽响应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参与人文交流及“一带一路”建设,但后续缺乏对合作项目

的具体规划与设计。举办论坛等大型活动虽能短时提升联盟影响力,但如果仅是聚焦于举办论坛,
而无其他合作项目的开展,对“双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实力的提升并无显著促进作用,学生

与教师均无法从中获益。因此,实质性合作的缺失会逐渐削减各参与学校积极性,使联盟建设浮于

表面,阻碍联盟进一步发展。
(三)世界一流大学参与度较低

积极探索与世界一流大学组建联盟已成为共识,但总体而言境外成员高校仍缺乏世界一流大

学的身影。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近年来虽取得飞速发展,但相较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

距,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实质性合作的国内大学数量仍然较少,且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大学的总体

了解有限;另一方面,有些大学在组建联盟时急于求成,“一拥而上,先建平台再搭班子”的建设思路

也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大学国际联盟的优势之一是更高效地建立合作关系网络,促进强强联

合的聚合发展。利用好这一优势可极大提高与世界一流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的效率,通过联盟间合

作增强互信与了解,进而增加一对一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为“双一流”建设提质增效。同时,强强联

合也是联盟可持续发展动能的重要来源之一,缺少一流大学的参与,不仅联盟影响力受限,成员高

校也会缺乏参与联盟合作的动力。因此,在未来规划组建大学国际联盟时,应重点关注相关大学的

动机诉求,在联盟组建机制、建设目标和定位上多作谋划,以提升联盟平台自身吸引力,吸引世界一

流大学加入。

三、大学国际联盟发展模式的策略创新

“双一流”建设以来成立的大学国际联盟普遍面临的困境,反映出现有联盟在组建及发展过程

中总体缺乏思考与创新,片面沿用以往联盟的建设经验,因而也继承了“前人”的共性问题。在“双
一流”建设视角下,大学国际联盟的发展模式亟待创新,以改变过去重形式而轻实质的粗放型发展

模式,从而使联盟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更好地满足成员大学的国际化发展需要。中英大学工程教育

与研究联盟在组建与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以往大学国际联盟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做了针对性设

计,其在实践中的创新策略可为现有及未来筹建的大学国际联盟建设提供参考。
(一)中英大学工程教育与研究联盟

中英大学工程教育与研究联盟由东南大学与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共同发起,于2017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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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立,成员包括中方9所以工科见长的“双一流”大学和英方9所罗素联盟成员大学,是中英两国

第一个以工程教育和研究为特色的大学联盟。
组建方式:2016年9月,东南大学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Council)、英国大学联盟(Uni-

versitiesUK)于苏州共同签署了三方合作意向书,以期建立一个促进中英高等教育合作交流的平

台。2016年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与英国大学联盟共同向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申请联盟

启动资金并获得批准,随后正式向全英大学公开发布联盟项目申报通知。英方牵头大学召集伙伴

院校组成申报联合体,申报成功方即成为联盟英方成员并获得启动资金,启动资金划拨至英方牵头

高校管理,供英方成员高校共同使用。与此同时,东南大学作为中方牵头高校,召集以卓越大学联

盟(E9)为基础的中方8所“双一流”大学,讨论建立中英工程大学联盟并初步达成一致。2017年1
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与英国大学联盟组织专家评审并最终决定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牵头的联合

体申报成功,该联合体包含伦敦大学学院(UCL)、伯明翰大学、诺丁汉大学、卡迪夫大学、华威大学。

2017年3月,中英成员大学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决议通过联盟名称为“中英大学工程教育与

研究联盟”,并讨论通过了联盟的管理架构与未来建设方向。2017年5月,中英成员大学代表在南

京正式签署建立联盟的合作备忘录。2017年12月,联盟获得教育部支持并被纳入中英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第五次会议成果。作为第五次机制会议环节之一,中方牵头高校东南大学与英方牵头

高校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代表联盟各成员在中英机制主席的见证下签署了联盟宣言,宣告联盟成

立。2018年9月,剑桥大学、利兹大学、利物浦大学签约加入联盟,联盟成员达到18所,中英各

9所。
建设目标:根据联盟合作备忘录及成立宣言,联盟的建设目标为:(1)科研方面,致力于解决人

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科技挑战,重点研究具有开创性与引领性的能源开发及利用方法和智能

制造技术,支持两国对制造业发展的需求;(2)人才培养方面,联盟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文化融合

能力的创新人才为己任,开展形式多样的学生交流活动和项目,推动中英学生双向流动,增进双方

学生的文化认同。
合作形式:根据联盟合作备忘录,联盟的合作形式包括:(1)开展科研合作,重点研究具有开创

性与引领性的能源开发及利用方法和智能制造技术;(2)通过专题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促进学术资源

的共享;(3)青年学者与研究生的交流交换,联合发表学术论文,联合申请项目经费;(4)搭建中英科

技创新转化平台,支持中英两国工业界的发展,进一步促进校企合作及成果转化。
管理架构:

图1 中英大学工程教育与研究联盟管理架构

联盟采用三级管理架构:最顶层为中英指导委员会,设有两位主席(召集人),分别由中英牵头

大学的国际事务副校长担任,成员由各大学的国际或科研事务副校长担任。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

指导合作备忘录中确立的建设目标顺利实现,审议经费预算与年度报告,积极寻求外部经费支持

等。中英指导委员会下设英方管理工作组和中方管理工作组,英方管理工作组由英方成员大学的

111



教授代表组成,中方管理工作组由中方成员大学国际处负责人组成,职责为制定工作计划和预算、
推进合作项目实施等。管理工作组下设秘书处,英方秘书处设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中方秘书处

设于东南大学,秘书处成员由大学负责国际合作、研究生教育、科研、宣传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多

部门参与的秘书处可以更好地履行职责,即设计、组织与实施具体合作项目,协调各成员高校参与,
申报和管理联盟经费等。双方秘书处分别对英方管理工作组和中方管理工作组负责。

(二)策略创新探析

1.“多方参与”加“成果导向”的组建模式

中英大学工程教育与研究联盟的组建模式具有鲜明的开拓性与创新性,具体表现为“多方参

与”和“成果导向”两大特征。“多方参与”体现在筹建阶段参与方不仅仅局限于大学,还包括中国教

育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英国大学联盟、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等官方机构。英国文化教育

协会在中国具有官方身份,主要代表英国政府从事促进两国教育与文化交流工作。英国大学联盟

作为英国最大的大学联盟组织,包含了英国136大学,在英国国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双

方联合向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申请专项启动资金取得成功。资金的支持在联盟组建过程

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后续选拔环节吸引英国一流大学积极参与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教育部也

为联盟的成立提供了政策指导和经费支持。上述官方机构的参与为联盟组建提供了从政策指导、
资金保障到对接英方一流大学等全方位的支持,相较于以往大学独自倡议建立联盟的模式,“多方

参与”模式具有明显优势。“成果导向”体现为,英方大学自主组成申报联合体,填写并提交项目申

报书,内容涵盖现有合作基础、未来合作计划、预期成果等内容,经过专家评议,获胜方获得启动资

金,同时每年须向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等资金提供方上报资金使用情况和联盟建设成果,
评估通过后方可获得下一年度联盟建设资金。以成果为导向的选拔模式,提高了联盟平台对英国

世界一流大学的吸引力,保证了英方大学在今后的联盟活动中具有较强的积极性,为联盟建设与发

展提供了持续动能。

2.“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管理架构

从中外大学开展国际合作的特点来看,国外大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较多地呈现出专业化特征,
由教授或研究人员主导;国内大学则主要呈现出行政化倾向,由国际合作处等行政机构主导[13]。
然而,多数大学国际联盟的日常运营均由中外双方秘书处大学负责国际合作的行政部门主导,即
“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缺乏教授参与。“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虽有利于校内资源的整合以及成

员高校间的统筹协调,从而保证合作的有序实施,但教授与研究人员是开展实质性合作的主体,是
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的承担者,因此,由专家与学者主导的“自下而上”合作模式亦不可或缺。在具

体实践中,中英大学工程教育与研究联盟对管理架构进行了针对性设计,其中中方管理工作组成员

为中方成员大学国际合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而英方管理工作组成员均由各大学与中方大学具有

良好合作基础的教授组成。同时,中方秘书处成员由负责国际合作、研究生教育、科研、宣传等部门

负责人组成,通过加强校内部门协同,较好克服了中国大学内部“各行政部门实际割裂,相互间缺少

沟通和交流”[14]的弊端,从而提升了秘书处大学内部的统筹协调能力。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相结合及多部门协同的创新管理架构,既确保了联盟在校级层面具有较强的统筹协调能力,同
时也能在专家和学者主导下,规划设计具体的合作项目,提升师生合作参与度,从而有效保障了联

盟实质性合作的开展。

3.“循序渐进”及“相辅相成”的发展路径

中英大学工程教育与研究联盟在筹建时便明确了具体的发展路径,选定了将能源开发和智能

制造技术作为重点合作领域,通过融合研究生层次人才培养与联合科研合作,开发具有开创性与引

领性的能源开发利用方法和智能制造技术,并围绕这一主旨制定合作计划、设计合作项目。这一发

展路径具备如下特征:一是充分挖掘专业型联盟的潜力,明确了合作领域为能源与智能制造。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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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基本涵盖了包括电子工程、电气工程、仪器工程、清洁能源、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等多个工程

学科,满足了中英两国乃至全球社会发展对相关科技创新研发的迫切需求,同时也使联盟成员间学

科布局整体接近而优势学科领域又各不相同,即适配性与互补性协调统一的特点[15]得到充分发

挥,便于实质性合作的开展。二是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联盟明确了以研究生层次人

才培养为核心,并以此为桥梁,加强教授间的合作交流与知识共享,在此基础上搭建联合科研创新

平台,促进有世界影响力的、具有引领性与示范性的研究成果产生。三是秉持循序渐进、紧密衔接

的原则设计合作项目,规划以2至3年为一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首先开设了“未来工程师领导力

和创新学院”项目(FutureEngineersLeadershipandInnovationAcademy,FELIA),此项目是全球

首个博士生层次、旨在培养未来工程师领导力及创新能力的国际合作短期研习项目,同时每年举行

学术研讨会,以促进知识交流与共享。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设计开发基于学分互认的长期学生交

流项目和研究生层次的联合培养,打通校际壁垒,让学生在成员大学中自由选择交流学习的学校,
发挥联盟平台资源互补与知识自由流动的优势,为科研合作打下基础。第三阶段将重点关注科研

及成果转化合作,筹划建立联盟框架下成果转化与知识创新平台,以促进实质性科研合作的开展。

四、结 语

中英大学工程教育与研究联盟在组建模式、管理架构及发展路径上的策略创新,较好地解决了

大学国际联盟发展中普遍面临的困境,能够更好地发挥出联盟优势,为未来大学国际联盟的建设与

发展提供有益经验。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和“双一流”建设带来了一

定挑战。“双一流”建设高校理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借助大学国际联盟

平台,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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