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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湖北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目前已形成一定规模,对于湖北经济最直接

的贡献是:提供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国际型人才资源;通过地方政府、社会和个人对其的投资来增加消费并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由此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要办好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地方经济结构来设置

专业和人才培养模式;要提升中外合作办学的科学研究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通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地方

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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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中外合作办学是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与中

国教育机构合作举办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

的教育活动。湖北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肇始于20世

纪90年代末,如今已成为一个具有投资和消费价值

的教育服务领域。外国人在湖北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的目的是通过收取中国学生的高额学费获得直接的

经济利益;湖北高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在于

通过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以及学科

建设的需要,利用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源优势,为社会

培养具有广阔国际视野和全球责任意识的实用型人

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高等教育是经济系统的一部分,与经济增长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对湖北经济

有一定贡献,但学术界对湖北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

与区域经济互动的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太充分,且
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外合作办学事业的实际发展

状况。本文在对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现状分

析的基础上,就其如何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问题展

开探讨。

暋暋一、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现状

20世纪90年代末,湖北为应对高等教育国际

化的发展趋势,开始启动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其办

学形式主要有2种类型:一是办学方取得中外合作

办学许可证或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而开展的

学历教育;二是中外高校以交流和互换的形式互派

学生,互相承认学分的非学历教育。1998年,江汉

大学与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联合办理的工商管

理专业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经湖北省政府批准成

立,成为湖北首家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000年

以后,湖北省取得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的高等教育

机构快速增加[1]。2005年,教育部提出“重点高校

国际化办学暠的思路,湖北高校和外国名校间的学术

交流、联合培养合作迅速升温。截止2011年8月,
湖北有39所高校与12个国家的59家外国教育机

构开办了93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其中学历

教育机构和项目 83 个,非学历教育机构和项目

10个。
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有以下特点:一是外方

国家和地区大多经济发达、高等教育水平较高且积

极倡导教育服务贸易[2]。截止2011年,有英国、美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2个国家在湖北开办中外

合作办学,这些国家大多教育水平比较高,且将教育

服务作为本国主要服务业予以发展,为世界主要的

教育服务提供国。二是地域分布不均衡,开展中外

合作办学的高校多集中于武汉,其他城市的较少。
三是合作办学总体层次不高,学历教育以专科教育

为主,非学历教育主要是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出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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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培训和国际大学预科。四是学科专业分布呈现

高度集中,主要集中在工商管理类、计算机信息类、
医学类、国际贸易与金融类等。五是办学模式比较

单一。本科教育项目主要是“3+1暠模式和“4+0暠模
式,其它的专科、专升本项目大体类似,学制从2~3
年不等。六是与中外合作办学走在前列省市相比,
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还不大。

暋暋二、中外合作办学与地方经济发展
的辩证关系

暋暋1.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举办有利于地方经

济的发展

经过10余年的发展,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初

具规模,对地方经济的作用也开始显现,主要体现在

以下3个方面。
(1)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国际型人才。所谓国

际型人才是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能熟练运用外语

并具有国际观念和国际交往活动能力的劳动者。伴

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持

续涌入湖北。2011年,累计已有92家世界500强

企业在湖北投资[4],加上参与国际竞争的本土企业,
目前湖北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

来。湖北与全球经济互动的密切程度使得在鄂跨国

公司和本土企业对高素质、国际化的各类人才需求

大增。而传统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教育理念和教

学模式培养出的人才,普遍缺乏具有在全球环境中

开展工作的实用能力和语言能力。
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是顺应时代发展,大胆

探索新的办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结果。通过与国外

教育机构合作,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中外合作办学

接洽起来,开设市场急需而学校自身暂时不能提供

的学科专业,构建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

培养模式。培养出能适应湖北产业结构发展需要、
具有国际意识和具备各种能力的人才,促进湖北经

济的发展。

10余年来,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的毕业

生已有6万余人,大部分在国内就业,且从业于带有

涉外性质的工作领域。对于他们中大部分人而言,
由于接受了全外语教学模式学习,外语水平较高;经
过1~2年的海外学习,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把握业

界动态、了解国内外市场,受到涉外企事业用人单位

的欢迎。
(2)拓宽教育消费领域,扩大消费需求。消费是

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中国今后5~10年

内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对内需优势明显的湖北而言,
这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湖北需要转变思路,培育消

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来创造消费[5]。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型经济组织需要

中国大学为他们提供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和专业技术

的人才,而中国学生也渴望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找
到能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职位,中外合作办学正契

合了这一教育需求。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

地区人均 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该国居民消费

类型和行为会发生重大转变。根据《2011年湖北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 年湖北省

GDP总量达到19594.19亿元,人均GDP为34132
元,约合5417.78美元[6]。湖北社会的消费结构正

在向发展型升级。随着湖北居民收入的增加,希望

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扩大,而现有高等教育又无法

从数量和质量上满足这一需求。中外合作办学因其

教学氛围开放自由、留学成本较为低廉、专业设置应

用性强,吸引了不少学生。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

的举办无疑拓展了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选择空间,
刺激了教育需求,扩大教育消费。

教育消费通常包括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和学习

用品费等。2011年,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

人数达到6300余人(不含接受非学历教育的人员、
计划外学生)。就学费而言,中外合作办学一般是按

办学成本收费,学生在国内学习的学费收费标准由

省物价部门批准。由于合作办学项目要引进国外教

师、课程等资源,所以收费较高,比普通专业高出

3~5倍甚至更多,研究生的学费每人每年最高不超

过3.2万元,本科生学费在1.7万~2.2万元之间,
专科生学费在1.2万~1.7万元之间。另外还要收

取9000元的注册管理费,1.2万~1.5万元的语言

培训费,700元的书本费。因此,按这些数据计算,
学校向每个学生每年收取的学费在2.2395万~
2.7371万元之间。湖北中外合作办学高校1年的

学费收入在14108万~17243万元之间。一般而

言,能够进入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就读的学生,
其家庭往往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消费能力也较强。
如果一个学生一个月生活费按2000元算的话,湖
北在校学生每月生活消费总数可达1260万元人民

币,年生活消费则达15120万元人民币。学费和生

活费年支出共计在29228万~32363万元之间。
如果再算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计划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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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学历教育学生,其教育消费的费用将更为可观。
单就计划外学生而言,他们在国内的学费要比同项

目计划内的学生1年贵出1万~1.5万元。
由于目前湖北中外合作办学规模有限,教育消

费对湖北经济的贡献还不明显,但它毕竟是一个新

的教育消费渠道。湖北是一个教育人口大省,老百

姓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与高等教育供给不足之间的

矛盾依旧存在。同时,湖北高校还面临着国外高等

教育机构对我省生源市场的凯觑,越来越多的学生

选择到国外求学。面对如此形势,湖北高校应积极

参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扩大

中外合作办学规模。
(3)减少国际教育贸易逆差。湖北高等教育需

求旺盛,人们不但希望接受高等教育,而且渴求在更

广范围内选择接受优质教育,包括对国外高等教育

的选择。湖北的出国留学市场潜力较大,10年前,
湖北每年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不过几百人。2009
年,这一数字已增至8000左右。湖北留学生为教

育输出国带去可观经济收入的同时,也成为这些国

家潜在的技术移民。
湖北自费出国留学人数较多的国家依次是澳大

利亚、英国、法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
乌克兰、韩国。目前,到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

留学的费用1年在15万~40万人民币不等,而就

读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绝大多数项目的学费都

在每年2万元以下,加上生活费用一般1年不到5
万人民币。中外合作办学有“不出国门的留学暠之
称。与传统留学相比,中外合作办学缩短了在国外

的学习时间,可大大降低留学费用。以2009年湖北

省自费出国留学人数为依据,按每人每年在国外的

支出 为 20 万 元 计 算,1 年 外 流 的 人 民 币 多 达

160000万 元。同 年,湖 北 省 在 校 外 国 留 学 生 有

6200人[7],如果以最低标准计算,每位外国自费留

学生1年的学费最低为1.1万元、平均生活费1.35
万元,每年在鄂消费仅为15000余万元,两者的逆

差巨大。因此,中外合作办学可以细分湖北出国留

学市场,减少国际教育贸易逆差。

2.地方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对国际型人才需求是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设置的支撑点

举办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引进国

外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地方经济发展急需的人才。
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要将为地方经济发

展服务作为办学定位和办学理念的出发点。地方产

业结构发展状况对国际型人才的要求决定了高校中

外合作办学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学生的

就业方向。
专业结构往往是高校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发展

的接合点,反映了一定时期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对高

级专门人才种类、层次、规格的要求以及对人才所具

有的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而专业结构受地方产

业结构制约,产业结构又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

不断调整,随之而来的是各个产业对不同专业专门

人才的需求也发生变化。这就要求专业结构要与之

进行调整,以满足产业结构变化对专门人才培养提

出的要求。因此,高校要设置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

结合的专业,围绕地方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对人才的

需求确定人才培养模式。
湖北是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大省,最具竞争力的

产业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次是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

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第三是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

备制造业[8]。从企业规模来看,已形成光电子产业

群、汽车产业群、冶金产业群和纺织产业群四大产业

集群。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应根据以

上产业结构来设置专业结构,以保持产业发展与人

才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同时,自中国加入 WTO
之后,湖北开放型经济的水平与质量不断提高。对

外贸易发展明显加快,招商引资获得快速发展,“走
出去暠战略氛围业已形成。能否集聚或者培养适应

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成为促使湖北经

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加强开放型人才培

育。适应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开放型人才培养,建立一支熟悉涉外知

识和政策法规、精通对外交往业务、了解国内外市场

的人才队伍暠[9]。而中外合作办学就是一种在本土

开展的国际化教育,办学目的就是培养出懂专业、会
外语、熟悉国际贸易规则、能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

国际型人才。因此,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在专业

设置上应考虑人才培养的质量和产业结构密切联

系,强化人才培养与市场需要的“无缝暠对接。如果

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设置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能够

有效对接,培养的人才在产业间的分配合理,则中外

合作办学就会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发展机遇和良

好的社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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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三、促进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与
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暋暋1.与地方优势产业人才需求挂钩,设置中外合

作办学专业

“十二五暠期间,湖北产业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推进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

业。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有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外

合作办学要适应湖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新技术发

展的要求,结合学校自身办学定位与办学理念,优先

发展新能源汽车、光电、电子信息、现代装备制造、新
材料、生物技术、新能源、金融、国际商务、国际法律、
物流等学科专业。

目前,有一部分湖北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

项目能够主动地、积极地适应地方产业结构的调

整,灵活地适应湖北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紧紧地盯

住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人才市场变

化来设置专业。如武汉工程大学与法国梅兹国立

工程师学校合作举办材料加工工程专业硕士研究

生教育项目、三峡大学与英国莱斯特大学合作举

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武汉

纺织大学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合作举办纺织工程

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武汉工业学院与英国蒂赛德

大学合作举办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

目、黄冈师范学院与日本吉备国际大学合作举办

动画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湖北大学与澳大利亚迪

肯大学合作举办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等。
但大部分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专

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多偏重于设置办学成

本相对低廉的商科、管理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技术

等专业,且是低水平重复办学,如工商管理类专业

占到1/3,与湖北的产业结构和支柱产业吻合度不

高。过多的高校同时设置某一个专业,客观上反

映了社会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但人才培养的过

分“扎堆暠,却会造成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而湖

北经济发展中急需的紧缺人才又培养不出来,导
致人力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学科的整体提高。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是为外向型经济组织

培养人才。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所制定

的人才培养方案一定要强化国际性因素。在开设一

些专业课程的同时,还要开设国际化人才所应具备

的通用知识方面的课程,让学生了解国际经济运行

法则、国际规则和社会公共价值理念,形成全球化的

视野和思维模式。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形成积极

主动的学习能力和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开展国际

合作与交流方面的能力。由此使学生最终成为国际

人才市场所欢迎的人。

2.通过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发

展提供技术支持

高等教育有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为

社会服务。目前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还处于人才

培养这一层面,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并没有

发挥出来。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与项目虽

然不断增多,但真正引入的优质资源却很有限。多数

高校只重视学生派出,却忽视对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

引进,尤其是教师资源的引进。外国合作方在中外合

作办学中也仅是关注如何吸引中国留学生过去读书,
赚取巨额学费及其他附加的消费。合作双方还没有

考虑到如何利用高等学校具有多门类、多层次的学科

结构的特点,通过知识创新,将科技成果予以转化,落
实到生产领域,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催生高新

技术,从深层次意义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实际上,高校科研是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也是

保证学校教育长期处在高水平的一种有效手段。它

可以通过建立一套以科研为主导的教学体制,使学

生一直处于知识的前沿,从而保证培养的人才质量。
而高校在为地方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可能整合产生

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形成良性的学科生长环境。
由此,中外合作办学要保障人才培养质量,使自

己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就必须重视在科学

研究和为社会服务方面的提升。中方办学机构在与

海外教育机构合作的过程中,合作的范围可以由人

才培养扩展到吸引海外合作方在中方设立科研基地

或实验室方面。双方通过在技术开发、产品更新、技
术咨询、信息引进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提高科研成

效,进而通过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发

展提供技术支撑,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还要加强与在鄂跨国公司的联系,通过

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专利技术、市场资源和资本技术

优势,来进一步完善自身的专业设置和学科内容。
今后,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应从单一的人才培养

功能转向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的提升。
总之,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只有与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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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实现湖北高校中外合作办

学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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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andConsiderationsonPromotionofChinese灢foreign
CooperationinRunningSchoolsandHarmoniousDevelopmentofLocal

EconomyinHubeiProvince

LANJun
(CollegeofEducation,Jiang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56)

Abstract暋InHubeiProvince,Chinese灢foreigncooperationinrunningschoolsbeganinthe1990s,

whichhasacertainscalecurrently.ThemostdirectcontributionsforHubei'seconomyfromsuchcoop灢
erationinclude:firstlyitprovidesinternationalhumanresourcestopromotetheeconomicgrowth,and
secondlyitincreasesconsumptionanddrivesthedevelopmentofrelativeindustriesthroughtheinvest灢
mentfromlocalgovernment,societyandindividualssothatlocaleconomicgrowthisfacilitated.This
paperpointsoutthatitisveryimportanttosetupspecialitiesandtalenttrainingmodesinaccordance
withlocaleconomicstructureinordertocarryoutwelltheChinese灢foreigncooperationinrunning
schools.Atthesametime,itisessentialtoimprovethefuncitonofscientificresearchandsocialservice
ofChinese灢foreigncooperationinrunningschools.Utimately,thedevelopmentoflocaleconomywillbe
pushedforwardthrough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

Keywords暋educationeconomy;Chinese灢foreigncooperationinrunningschools;regionaleconomy;

coordinateddevelopment;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Hube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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