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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ty between the people holds the key to sound state-to-state relations. 

Supporting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of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umanistic values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poses two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pectively named the bidirec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social benefits. Taki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illustrates how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helps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soci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paves the way for 

intercultural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摘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际教育作为人文交流的重要途径和有效载体，对扩

大民间友好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剖析国际教育的人文内涵，分析国际教

育的双向文化传播属性、外溢属性等特点，从多种角度阐述了国际教育对中外人

文交流的促进作用，并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以翔实的案例阐明了如何立足高校

做好国际教育，以促进中外人文交流，铺就文明互鉴之路。 

Keyword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university 

cooperation 关键词：人文交流、留学生教育、校际合作 



 - 88 - 

人文交流是国际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人文交流的地位

仅次于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是推动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第三大动力（孙

玉华 & 菲利波夫, 2016）。中国自对外开放以来，高度重视与国际社会的人文交

流。2017年 7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

中外人文交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中外关系社

会民意基础、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教育是人文交流的一种重要形

式。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各国高等教育正加速推动学生出国交流以拓展国

际视野、增强国际竞争力,教育资源的跨境流动共享成为新的常态。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中国的国际教育无疑已成为当前中国外交“软实力”战略中的“人

文交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帆，2014）。本文通过剖析国际教育的人文内

涵，探讨如何透过国际教育构建中外人文交流的途径，进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事

业的发展。 

 

国际教育的人文内涵 

 

国际教育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国际教育局于 1919 年首次使用，伴随着时代变迁，

其内涵进一步丰富。根据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国际教育主要包含三层

含义：一是研究跨国和跨文化教育的问题，以及教育、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因素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作用的教育分支学科；二是使受教育者获得理解国际问题所

必需的语言、能力、观念和态度的教育；三是促进国家间教育、学生和资料的交

流的教育计划（顾明远, 1993）。国际教育是一种将思想交流、文化交流、人员

流动相结合的特殊国际交往活动，除教育行为本身具有的知识性和学术性之外，

它还兼具文化传播性（尤佳, 2018）。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教育内含思想与文化

的交流沟通，在国际人文交流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是推进国际人文交流

的一种基础形式，是人文交流的重要途径和有效载体。国际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

形式，具有教育的基本属性，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同时其跨越地域、

跨越民族、沟通思想，从而促进思想的融汇，推进世界文明的深入对话与交流。 

 

国际教育的双向文化传播属性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以文化为中介，起着文化传播、传承的作用。受

教育者来到当地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或体验当地的文化，

有助于其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并对当地文化作出积极且正面的评价（吴迪 & 

张勇先, 2017）。如一名留学生前往他国接受国际教育，通过切实的感受与体验，

其对当地文化将会产生更为深刻的感受，同时其作为支点，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

带回到本国，传播到其周边亲友，将极大地促进文化的传播。 

国际教育的文化传播属性表现为双面的文化传播性。当受教育者接受国际教

育，学习他国文化，不仅增强了其对别国的了解，同时他还将作为媒介将母国的

文化和理念通过人际交往传播给其他民众，从而实现双向交流（张袁月 & 栾凤

池, 2016）。这种双向交流促进了文化的“对话”，并最终有助于消除两国民众

对彼此的误解、改变固有形象、促进理解。国际教育通过双向文化传播，可以有

效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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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的外溢属性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教育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即接受教育不仅可以使个人

获得经济的、非经济的效益，社会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和非经济效益（许长青, 

2015）。国际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也具有极强的外溢属性。以中国发展来华留

学生教育为例，不仅可以改善中国在教育领域的贸易逆差，增加国民收入，还可

以增加就业机会，服务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引进国际高素质人才（郑向荣, 

2010）。同时，通过国际教育产生的知识、技术、智慧、国际化专门人才，将反

哺科技、经济、社会领域，从而促进国际经济、社会、科技的进一步交流与发展。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通过留学工作培养汇聚人才是国家重要的软实力建设。

要以全球视野和改革创新举措积极推动留学工作跃上新台阶。通过努力掌握前沿

知识和先进技术，相关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来华留学管理服务，增进各国人民的交

流和友谊”。 

国际教育的双向文化传播属性、外溢属性，助力其成为中国推进对外开放的

重要途径。在中国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之际，

认识到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并深入思考国际教育的内涵发展，对以人文情怀、

开放态度绘制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图景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教育促进人文交流的途径 

 

人文交流的核心是人文，是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对话，这与教育的内涵高度一致。

高校作为民间机构，其对外交往形式更为多样，蕴含的资源更为丰富，也使人文

交流更具亲和力（李尧星 & 杜津威, 2018）。同时，只有加强交流，大学的教育

科研才能更有活力；大学才能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能够理解人类相互依存、世

界形态万千的青年。近百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对大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因此，积极发展国际教育，既是时代赋予大学的使命，

更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张袁月 & 栾凤池, 2016）。 

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面对 21 世纪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西安交通大

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大力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以一流学科建设为

核心，以创新人才培养为基础，以国际化师资队伍为载体，以重大原始创新成果

为标志，以国际化管理服务为保障，以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为引擎，以中国西部科

技创新港为平台，不断引领广大师生开阔国际视野、研究世界问题、拓展国际合

作，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上，逐渐形成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国际聚合力，扩大了在

国际高等教育界的话语权。 

 

加强智库建设，为中外人文交流提供智力支撑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现代社会决策越来越需要专业的技术与研究支持。

基于此，智库的概念近年来在中国愈加流行。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2014 年 2 月发布的《2013 年中国智库报告》，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

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

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中国高校由于其丰富的研究资源，专业的研究技术和众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5%85%B1%E5%88%A9%E7%9B%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8%B4%A3%E4%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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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家，目前已成为的重要智库，参与了中国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的制订（邓志超, 

2019）。 

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陕西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

“一带一路”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西安交通大学通过改革试点，建设

了一批高端智库和研究平台，致力于为社会发展与民族复兴服务。2018 年学校

新增国际合作智库 1 个，与国际知名高校和省级以上政府部门共建智库达到 11

个，包括“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欧亚经济（论坛）与全球发展研

究院、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系统创新中心、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等，

这些智库紧密结合中国的重大发展命题，通过与国内外专家交流合作，为国家间

合作、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众多政策建议，为政府的多项决策提供依据，为推进

中外人文交流提供了智力支持。 

 

发展留学生教育，为中外人文交流提供人力支持 

 

留学生教育由于其直接性、快速性、有效性，对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具有重要

作用，是当前国际社会推进人文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张袁月 & 栾凤池, 2016）。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西安交通大学就开始进行国际学生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末，成为中国首批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的院校之一。自 1995 年开始，

学校陆续开设了 20 余个来华留学生中英文授课独立编班项目。2019 年，学校的

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 3,000 余人，其中学历生达 2,397 人，占到全体在校留学生

的 79.5%。学校先后通过了巴基斯坦、巴林、泰国等国家的医学认证，通过了斯

里兰卡本科工科教育认证，亦是全国唯一一家无任何附加条件通过泰国口腔医学

委员会认证的高校。学校累计培养留学生 7,000 余名，留学生分布于世界各地，

在当地具有良好声誉。学校培养的临床医学留学生成曾一度在巴基斯坦免试即可

获得该国医师执照考试，培养的部分优秀留学生参加了该国第一例肝移植手术，

在该国大型医院核心管理和技术岗位任职的更不胜枚举，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

优秀典范。 

近年来，为落实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学校先后开设了国际法英文授课项

目、中国文化授课项目、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中英文授课项目，吸引了众多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前来学校学习。同时，学校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哈萨克斯坦那扎

尔巴耶夫大学、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意大利米兰

理工大学、埃及本哈大学等开展了优秀学生推荐；与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法国

高电学院开展“2+2”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多年来，学校积极开展留学生教育，

培养优秀的国际化人才，为中外人文交流提供人力支持。 

 

建立高校公共平台，为中外人文交流提供机制保障 

 

2015 年 5 月 22 日，西安交通大学率先发起成立了“丝绸之路大学联盟”，

目前共有来自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1 所大学加盟。该联盟是海内外大学结成的

非政府、非营利性的开放性、国际化高等教育合作平台。联盟以“共建教育合作

平台，推进区域开放发展”为主题，推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

大学之间在校际交流、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文化沟通、政策研究、医疗服务等

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增进青少年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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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人才，服务“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及欧亚地区的建设、发展。依托该

联盟，学校开展了校长论坛、世界知名大学博览会，以及包括交流学习、社会实

践、科研竞赛、专业培训等多种涉及教师、科研人员、学生的多层次、多角度的

校际交流与合作活动。2018 年西安交通大学接待了来自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900

余人次的交流访问，对外出访人数达 5,600 次以上，通过校际交流，来访人员与

学校相关专家进行学术和科研对接，有效促进了国际合作，对双方人才培养和科

研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通过建立交流平台，完善交流机制，为高校合作、民间交流搭建桥梁，

促进中外合作向纵深发展，成为国际教育合作的典范，也为更广范围的人文交流

提供了机制保障。 

 

提升国际理解教育，为中外人文交流提供思想保障 

 

国际理解教育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教育思潮，是随着当代经济贸

易活动国际化而发展起来的，旨在通过传播和掌握各国地理、经济、文化和政治

等知识，适应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需要，达到各国及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

互关心（顾明远, 1993）。究其本质，国际理解教育是一项关于承认和接纳文化

多元性的教育，有助于引导和帮助学生走出“文化封闭”圈，使来自不同文化背

景、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相互理解和包容。国际教

育只有促进国际理解教育，才能真正实现促进国际人文交流的目标。  

西安交通大学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国际理解教育。在第一课堂中，通过开设特

色课程，进行世界文化、多元文化价值传导，提升中外学生对于他国文化的了解

与认同。通过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的方式，在中国学生中开展国际竞赛、短期国

际一流高校游学、学习相关通识课程等，提升中国学生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理

解；在来华留学生中，通过开展演讲比赛、义工义诊、感知中国等活动，推进留

学生融入中国社会，促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通过中外学生共同参与的国

际文化节、中外学生课业帮扶等活动，推进中外学生融合，以实际体验提升学生

的国际理解意识，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提供思想保障。 

通过多年的布局与建设，西安交通大学已成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参与

者，并且不断创新形式，推进中外人文交流的内涵发展与深度建设。 

 

结语 

 

当前，在国际教育重要性不断增强的现代社会，应进一步深化国际教育的内涵，

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交流。通过对西安交通大学有关实践的讨论，我

们可以看到，高校由于其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对促进中外人文交流非常具有

重要的作用，其推进人文交流的形式多样，内涵丰富，落实有效。伴随着信息技

术的发展，国际教育的形式亦会更为丰富，远程教育、网络教育、跨区域办学等

形式的逐步增多，未来将进一步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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