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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教育研究

［摘要］中亚五国是我国西部的重要邻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支点。加强在

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增进我国与中亚国家政治互信、提升经济合作水平、实现民心相

通的重要机制。双方30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走过从缓慢到迅速、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进程。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教育交流合作的路径不断丰富，成效日

益显著。但由于中亚地区复杂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和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双方交流与合

作的可持续性和务实性发展尚面临缺乏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国教育品牌意识不强、复合型

人才培养不足等诸多挑战。我们应具有高阶思维，注重对接中亚各国发展战略，致力于区

域教育一体化的协同推进，着力打造区域教育高地，创新语言文化的传播策略，从而实现

中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合作的高质量发展与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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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五国
教育交流合作30年审思 

肖甦，时月芹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中亚五国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地处欧
亚大陆腹地，是我国西部边陲重要邻国，在边
境安全、能源贸易、物流运输、民间往来等方面
于我国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特别是自 2013年我
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中亚五国因其在
复兴古代东西方洲际贸易通道上的独特枢纽和
要冲地位，于我国的战略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同时，中亚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多
元文化的聚集之地，也是俄罗斯、欧盟、美国、
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日本、印度、韩国等国
际行为体的利益争夺高地，是全球合作机制最

复杂的地区之一。2022 年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建
交30周年，而教育交流合作不仅是 “一带一路”
倡议重要的人才和智力支撑机制，而且也是增
进我国与中亚五国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石，对于
弥合双方间的文化差异、增进文化理解与文化
认同、增强国际合作实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尝
试对 30 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
进行全面立体的审视与思考，力求为促进与中
亚国家教育交流合作领域的提质增效、助力我
国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行稳致远、合作共赢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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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合作的
基本样态

中亚五国原属苏联加盟共和国，于 1991年
相继宣布独立。我国与中亚五国有着悠久的文
明交流史，但双方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合作始
于苏联解体、五国独立之后。30年间，我国与中
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逐步推进，时代特点鲜
明，成效日渐凸显。

(一)作为交流与合作客体的中亚五国教育

发展概观

苏联时期统一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以及
对中亚地区的教育扶持为日后成为独立国家的
中亚五国其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早在
苏联解体前，这 5 个当时的加盟共和国就已全
部建立了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在校大学生在
每万人口中的比例不仅超过发展中国家，而且
超过了意大利、英国等许多西方发达国家。[1] 独
立之后，中亚五国均开始实行以总统制、多党
制、三权分立和普选制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式民
主政体，经济上也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

转型初期，中亚五国国内政治经济动荡，
经费拮据，大量高级人才外流，教育发展受到
一定影响。中亚五国教育领域的变革集中表现
在增强国家民族认同、民主化、国际化、市场化
四大方面。教育基本原则强调国家民族认同的
建构 ；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更强调对人的个
性、权利和自由的尊重 ；教育系统更具开放性，
积极融入世界教育空间 ；注重发展教育领域的
国家 - 社会伙伴关系，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获
得长足发展。但由于威权主义传统的影响，除吉
尔吉斯斯坦外，其余四国的教育管理体制仍呈
现较明显的中央集权特征。

独立后的中亚五国都将教育置于国家优先
战略高位，注重对教育的投入。2017年，吉尔吉
斯斯坦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2]，近年
来，乌兹别克斯坦用于教育的投入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9%以上。[3] 中亚五国国民基本教育素质
普遍较高，识字率高达 99% 以上，远超埃及和
黎巴嫩这两个阿拉伯世界教育水平最高的国
家。中亚五国教育系统虽然具有同源性，但教

育领域的改革各具特色，教育发展水平也存在
差异。目前，中亚五国的教育体系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以下问题 ：教育管理效率低，教育质量
不高，人才外流 ；[4][5] 职业技能培训与劳动力市
场需求脱节，人才培养结构性失衡 ；[6][7] 区域与
城乡发展不平衡等。[8]

( 二 )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合作承载的三大

使命

国家间的教育交流合作历来肩负重要的使
命。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有助于双
方增进政治互信，提升经济合作水平，实现民心
相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1.夯实高水平政治互信的社会基石

中亚地区是我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点。我
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
国接壤的边境线长达 3300公里，乌兹别克斯坦
和土库曼斯坦也是我国的西部边陲近邻。同为
发展中国家，我国与中亚国家有着共同的安全
与发展诉求。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语言文化的限
制，中亚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我国的
外交理念和国际倡议存在误读、猜疑甚至忧惧
的情况。而教育交流合作对于增进我国与中亚
五国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弥合文化差异、提升我
国国际形象、共建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具
有重要的基础和推动作用。

2.拓展深度经济合作的动力支撑

我国与中亚国家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
性。30年来，双方经贸合作获得了快速发展，贸
易额由不足 5 亿美元发展到 2021 年的 500 多亿
美元，增幅高达100多倍。[9] 随着双方经济合作
空间和规模的扩大，专业型和复合型人才短缺
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欧美敌对势力大力渲染
的 “中国威胁论” 也让中亚国家对与我国的经
贸合作表现出一定的疏离和警惕之心，影响了
双方合作的宽度和深度。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
一方面能够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急需的人力资
源支撑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维护我国在中亚地
区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务实经济
合作提供 “润滑剂” 和 “粘合剂”。

3.搭建实现民心相通的文化桥梁

由于历史上长时间的隔阂，我国与中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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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缺乏相互了解。中亚人民关于中国的信
息很多是来自西方媒体，其中不乏对我国的
刻板印象、偏见与敌意。而我国在中亚地区的
公共外交基础薄弱，实现 “民心相通” 是双方
“五通”建设中最难的一环。“化民成俗，其必由
学”。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我国与中亚五
国人民对彼此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与尊重，消弭
偏见与敌意，是实现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桥
梁。再者，我国与中亚五国同为发展中国家，有
着融入国际教育空间、实现本国教育现代化的
共同愿景，而中亚地区青年人口基数较大，双方
教育交流与合作空间广阔。

( 三 )与中亚五国展开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三

大时间节点

随着双边外交关系的正式确立和历史遗留
边境问题的解决，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
作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就其已走过的 30年发
展进程而言，有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值得明晰。

1.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建立法律框架为基础

的初步接触

由于中苏两国较长时间的交恶，我国与中
亚五国之间缺乏相互了解，政治经济合作总体
上都处低位运行，双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更可
谓是零基础起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
国与中亚五国陆续签署了 《文化合作协定》，建
构起了基本的教育交流合作法律框架，对双方
教育组织、人员与信息交流，文凭、证书、学位
和职称相互承认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但这些法
律文本还相对粗糙，缺乏可操作性文件的支持。
这一时期，我国对中亚五国的教育援助比较零
散，中国教育的品牌影响力不足，在中亚缺乏存
在感。双方间教育合作体量亦很小，多以西部省
（区） 与中亚各国的零星接触为主，交流路径单
一，只是在语言学习方面有少量互派人员。

事实上，彼时的中亚已是一个备受关注的
教育大市场。在教育领域私有化、市场化与开
放化初始并胶着的情形下，中亚五国都面临
重塑国民教育体系却经费拮据的现实困境。
欧美国家恰是借此开始了对中亚教育空间这
块大蛋糕的积极行动。欧盟 1990 年就已启动
旨在按欧洲模式改造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教育

体系的 “泛欧大学流动计划” （即 “坦普斯计
划”，Tempus Programme）。哈萨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 4 国于
1994-1997 年间先后加入了该计划。截至 1999
年，仅 “坦普斯计划II” 框架下，欧盟就已向中
亚地区提供了约 1770 万欧元的财政资助。[10] 美
国 1992 年开始在中亚地区实施培养青年一代
民主价值观的“中小学交流计划” （FLEX）。土
耳其自1992年起，在土库曼斯坦不同城市创办
了 20 所土耳其实科中学。[11]

相较之下，我国虽然第一时间承认中亚五
国独立并与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囿于
当时的国力，我们未能从更高站位充分重视教
育合作，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显得谨慎
迟缓，缺乏战略引领和实地推进。这在一定程度
上错失了及时进入中亚教育空间的好时机。

2.新世纪开启机制化建设的广泛尝试

进入 21 世纪，我国经过 20 余年的改革开
放，国力逐步增强，经济的溢出效应开始彰显，
与中亚五国的交流合作也进入全新阶段。2000
年实施的“走出去”和“西部大开发”两大战略
使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进入中亚投资办
厂，开展国际贸易。2001年，中国、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正式成立 “上海合作组织” （永久中立国土
库曼斯坦未加入）。我国与中亚地区的教育交流
由此获得了多边合作平台的支持。

在伙伴关系双边框架和上海合作组织多边
平台支持下，中亚各国与我国的政治互信进一
步增强，我国成为中亚五国重要的经贸伙伴和
投资来源国。随着经济与贸易合作规模的扩大，
双方对语言和专业类人才的需求急剧上升，中
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也迎来机制化
建设时期。一方面，双方细化了合作的法律基
础，从信息沟通、学历学位证书互认、校际合作、
师生国际流动、政府奖学金政策、教育教学国际
研讨等方面规范了交流合作的具体内容 ；另一
方面，在人才培养机制上，形成了集语言文化教
育、语言+专业教育、留学生教育、联合培养等
多位一体的基本形态。

2000 年以来，我国与中亚五国不同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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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日臻成熟，双边合作的相关
法规已跳出 “文化” 这一大概念，对教育活动的
规范更具直接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以上
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多边合作平台也为区域人
才交流与合作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教育交
流合作模式逐步由要素流动型向规则制度型转
变，合作的规模与层次亦持续扩展。

3.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的拓展与深化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
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了与中
亚国家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战略构想，期
冀借助 “古丝绸之路” 这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
文化符号，拓展双方的经贸合作与发展空间。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构想框架下，我国与中
亚五国的高层交往日益频繁，中亚五国也都对
“一带一路” 倡议表示热烈欢迎，并积极推进本
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对
接，双方经贸合作规模与水平进一步提升。随着
《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 等一系列政
府政策文件的颁布，“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我
国与中亚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进入了实质性落
实、规模性推进、质量化提升的发展格局。 

“一带一路” 倡议与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叠加效应，使我国与中亚五国在教育交
流与合作方面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战略对接和政
策落地。地方、教育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活力
被极大地调动和激发，各方联动合作机制运行
通畅，教育机构间的合作项目遍地开花，双方教
育合作的政策红利直接影响到教育实体的方方
面面。

如果说前一阶段我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
与合作的基本层面是法律基础进一步细化和完
善制度化建设的话，那么借助 “一带一路” 倡议
之东风，双方从 2013 年已进入将教育交流合作
切实落地并深化发展的阶段。这无疑为双方政
治互信、经贸投资的稳定发展和民心相通提供
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支撑。

二、“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与中亚
五国教育交流合作的成效与路径特征

我国与中亚五国 30 年来的教育交流与合

作之路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特别是 “一带
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中亚五国全面提
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中哈为永久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双方在地区安全、能源、贸易等领域的合
作也日益深化，教育的人才支撑作用更加凸显。
在多元主体的推动下，双方教育交流合作成效
明显，路径日益多元化。

（一）语言与文化教育搭建双方沟通的重要

桥梁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我国与中亚五国
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跨越式的发展提升了双方
对语言类人才的需求，形式多样的语言与文化
教育成为双方沟通互鉴的重要桥梁。

1.扩展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教育平台

我国高校与中亚各国陆续合建的孔子学
院是中亚地区传播汉语和文化的主体机构。从
2005 年至今，中亚地区共建成了 13 所孔子学
院 ：哈萨克斯坦5所，吉尔吉斯斯坦4所，乌兹
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各两所。[12] 孔子学院的
学生规模也呈现几何式增长。截至 2018年，仅
哈萨克斯坦的孔子学院就为 3500 名不同年龄
段的学习者提供了汉语知识和能力培训。2018
年，共有 150 余名哈国学生获得孔子学院总部
的奖学金资助，赴中国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
位和接受语言培训。[13] 中亚的孔子学院基本已
形成辐射各国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教育
层次的体系化汉语与文化教育架构，切实增进
了双方民间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孔子学院还承
担着编写本地化汉语教材、组织汉语水平考试、
颁发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孔子学院奖学金、向我
国推荐优秀留学生等功能。但孔子学院是非学
历教育机构，其在中亚地区的教育影响力较为
有限。[14]

依托语言文化中心推进双方语言文化教
育，也是我国与中亚五国拓展语言文化传播途
径的重要举措。2012年12月，我国在吉尔吉斯
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图书馆设立了中国文
化教育中心。2021年10月，中吉第一个联合人
文交流中心——“中国 - 吉尔吉斯斯坦人文交
流中心” 在中央民族大学成立。哈萨克斯坦则
在中国设立了 6 个语言文化中心和经济社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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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15] 这些文化教育交流机构已成为双方
间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2.开拓语言文化的学历教育途径

随着我国与中亚五国全方位合作的加深，
双方对高水平语言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汉语
和中亚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成为各自高等教育
层级的重要任务。

在中亚五国，各国高校设立的汉语或中国
学专业 （研究中心） 是培养汉语语言类高级人
才的学历教育平台。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哈萨
克斯坦国立师范大学、哈萨克斯坦国际关系与
世界语言大学、欧亚大学及一些私立高校都在
东方学系下开设了中文专业。[16]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成立了中国学系，下设汉
语言教研室和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与经济教
研室，包含本科和硕士两个培养层次。[17] 近些年
来，中亚各国高校也积极依托孔子学院，以 “专
业+汉语选修课” 等形式，探索专业教育与汉语
学习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

在我国，由于一贯以俄语为主培养面向中
亚地区的语言人才，使得精通中亚国情、历史与
文化的人才匮乏问题凸显。而独立后的中亚各
国为加强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在实行以国语、
俄语、英语为主的双语或多语言政策的同时，又
都非常强调本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为能真
正实现民心相通、提升交流合作效果，我国不
断加强对非通用语言类人才的培养。中央民族
大学于 21 世纪初率先在原俄语专业下开设了
“俄-哈”“俄-吉”“俄-乌”“俄-土”语本科专
业，探索 “俄语+中亚语” 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
模式。其后，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非通用语专
业。但由于起步较晚，人才缺口仍很大，师资力
量、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等仍有待进一步
加强和完善。

（二）以政策倾斜助力留学生教育规模与质

量提升

2000 年以来，我国与中亚五国间的人才流
动明显增强，特别是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
中亚国家来华留学不断升温，留学生的规模不

断扩大，层次结构也有明显改观。
首先，我国政府加强了对中亚地区的奖学

金政策倾斜。2010-2018 年间面向中亚地区学
生发放的教育奖学金超过5000份。[18] 加之我国
教育质量与口碑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中亚学
生选择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国。2012 年，中亚
五国来华留学生总数为 16,425 人，2017 年已增
至 28,532 人，在我国来华留学生总数中的占比
也从 3.97% 提升至 6.07%。[19] 对于哈萨克斯坦
学生而言，我国已成为他们继俄罗斯之后的第
二大留学目的地国，2015 年来华留学的哈国学
生有13,198名，占国际生总人数的3.32%[20]，到
2020 年已达 1.5 万人。[21] 

其次，中亚五国来华留学生的学历结构也
呈日益优化趋势。中亚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
的占比由 2012 年的 41.9% 增长到了 2017 年的
58.5%。中亚来华留学的学历生以本科生为主，
但近年来也呈现出研究生增长率大于本科生的
情况。2012-2017年间，中亚来华留学本科生年
均增长率为 20.2%，留学研究生年均增长率则
达到 28.9%。[22] 

此外，我国到中亚地区学习的学生也呈增
长趋势，但我国赴中亚五国留学的学生规模仍
很小，即便在哈萨克斯坦的中国留学生最多，
2018学年初也只有1290人，占哈国留学生总数
的9.2%[23]，尚不足哈国在华留学生规模的1/10。
我国赴中亚留学的生源大部分来自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以学习俄语的自费留学生为主，因为中
亚学费比俄罗斯便宜近一半。但这种以资金交
流为主的人才交流模式，缺乏实质性内容，可持
续性不足。[24]

分析发现，中亚学生来华留学升温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一带一路” 倡议让中
亚五国人民看到了中国愿与沿线国家共同发
展的诚意 ；其次是缘于对双方睦邻友好关系可
持续发展之信心 ；第三，我国政府奖学金向中
亚地区的倾斜让中亚学生得到了政策红利 ；第
四，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以及信息技术、石油
天然气、法律等专业在中亚地区的认可度不断
提升 ；最后，相较欧美国家，我国教育服务价格
更为优惠。而我国到中亚地区留学的学生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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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除语言、文化因素外，则主要是受制于中
亚地区相对落后和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这
也意味着我国主动走向中亚，讲述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使者还有较大的培育空间。

（三）以联合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的规格

与类型

随着双方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多元化发
展，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交流也开始突破语言类
人才培养及孔子学院式合作模式，校际联合培
养模式开始受到重视，院校合作的领域和层次
也不断拓展。

1.高等教育层级的联合培养

“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我国与中亚五国的
人才联合培养合作开始突破传统的学生互换培
养模式，向联合办学模式转变，在各自的优势专
业领域加强合作。2016 年，湖北工业大学与哈
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大学联合创建 “湖北工业大
学阿拉木图校区”，采取“4+0”的境外联合办学
模式培养哈萨克斯坦学生。即学生不用来中国
学习，4年全程均在哈萨克斯本校学习，但中哈
双方学校共同拟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
中方提供师资，进行联合管理，学生毕业可获
得两国本科学位。2021 年，河南大学与吉尔吉
斯斯坦民族大学合作成立了 “丝绸之路学院”，
采用 “汉语+” 模式培养既懂汉语、了解中国文
化，又有技术、懂管理的复合型实用人才。就合
作院校的地域分布而言，则呈现已突破西部边
境省 （区） 向中东部和全国辐射的趋势。

但相较俄罗斯、土耳其、美国、韩国等国家
和欧盟在中亚地区大力扩展海外分校网络的发
展趋势，我国与中亚五国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
的层次与规模都相对较低，目前中亚地区尚无
一所中国高校的海外分校。

2.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办学

近年来，合作办学成为我国与中亚五国职
业教育领域合作的重要模式。浙江省打造的
“一带一路 ‘丝路学院’” 成为学校与企业携手
“走出去”、解决企业对海外员工职业技能培训
需求的重要路径。成立于2021年的 “乌兹别克
斯坦鹏盛丝路学院”，系由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与
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园区发展有限公司、塔什干

国立农业大学三方合建，采用的是 “中职院校
+ 海外中资企业 + 海外高校” 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鲁班工坊” 是我国知名国际职业教育
品牌，采用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2022年8月，中亚第一个
“鲁班工坊” 落户塔吉克斯坦。该 “鲁班工坊”
设有工程测量技术、城市热能应用技术两个专
业，由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承担师
资培训任务。

职业教育领域的这些合作加强了技能型和
专业型人才培养力度，刺激了当地的就业，既有
助于解决我国企业的海外用工难题，也助推了
与中亚高校、企业间的深入合作。并且，双方的
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已由初期的技能培训向专业
课程和教学标准输出转变，并发展为与对方分
享我国职业教育理念和职业文化，成为传播中
国文化、提升中国形象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此
类职业技术人才的联合培养在规模、层次和质
量上都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四）发挥多边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的优势

我国和中亚五国均主张世界多极化，主张
在多边平台框架下加强交流与合作。我国也积
极推动教育领域多边平台建设，发挥多边教育
交流合作机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与各国交流
合作的实效性。

1.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边教育合作

根据 2006 年签署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间教育合作协定》 （上海合作组织，下文简称
“上合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教育合作
主要包括促进教育交流和推动教育互认两个层
面。官方层面的教育部长会议，以及民间层面的
“教育无国界” 教育周、大学校长论坛和中国中
亚国家大学生交流基地是其重要工作机制。于
2007 年 8 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系由成
员国高校构成的非实体合作网络，旨在加强成
员国高校间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性，促进区域教
育一体化进程。

迄今，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院校已由成
立之初的53所增至82所。其中，中方项目院校
为20所，中亚地区有33所 （哈萨克斯坦14所，
吉尔吉斯斯坦9所，塔吉克斯坦10所）。[25] 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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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层次，涵盖区
域学、生态学、能源学、IT技术、纳米技术、教育
学和经济学 7 个优先合作方向。2018-2019 学
年，共有 230 多名学生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大
学的联合教育课程。[26]2022年1月，上合组织框
架下 “中国 - 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 在青岛
揭牌成立。该学院致力于 “经贸+” 学科体系建
设，旨在培养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的创新型经
贸人才，显示出上合组织框架下专业人才培养
的机制和领域正进一步拓宽。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上合组织大学已形成
相对成熟的组织协调机制。但应该看到，上合组
织成员国利益诉求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成员
国对教育类公共产品的兼容性和多元化不断提
出更高的要求。随着扩员后上合组织内部异质
性的不断提升，如何在关照各成员国差异化教
育合作需求的同时，推进组织内教育空间一体
化建设，引导多轨利益走向共识与共赢，是上合
组织大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国际高校联盟的积极协作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研究中心 （基地） 在
与中亚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彼此之
间缺乏交流与合作，限制了智库功能与作用的
发挥。[27]“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国内外高校
已共同组建了数十个与 “一带一路” 倡议相关
的高校联盟。既包括综合性高校联盟，如西安交
通大学倡议发起的 “丝绸之路大学联盟” （2015
年）、新疆大学发起的中国 -中亚国家大学联盟
（2016年），也包括专业性或行业性大学联盟，如
陕西师范大学发起的 “丝绸之路教师教育联盟”
（2017年）、浙江大学发起的“一带一路”工程教
育国际联盟（2018年）等。此外，“中国-中亚合
作论坛” “中国-中亚国家大学校长论坛” 等多
边论坛也是我国和中亚五国开展教育交流与合
作的重要平台。这些高校联盟和多边论坛为不
同行为主体之间搭建起了资源与信息交流共享
平台，有助于提升区域内高校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我国也在
逐步推动不同多边合作机制之间的对接与互
鉴。近年来，中俄两国政府正积极推动 “丝绸之
路经济带” 与 “欧亚经济联盟” 之间的对接合

作，两个世界大国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之间的
对接，不仅有助于区域内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
降低协调成本，而且也有助于为教育交流与合
作带来新机遇。2018年，“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
周” 首次将哈萨克斯坦列为特邀伙伴国。这应
是 “中国-东盟” 与 “中国+中亚五国” 教育交
流与合作机制间对接的一个积极信号。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中国
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与合作更为细化、深入，参
与主体也日益多元化，逐步形成了 “国家战略
引领 + 地方战略对接 + 教育机构全面参与 + 社
会力量积极行动” 为基本格局的多元主体参与
结构。但在合作的对等性、发展的务实性和可持
续性等方面尚须进一步增强。并且，相较其他国
家和地区，双方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仍有很大
发展空间。

三、我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合作面
临的问题与挑战

纵观我国与中亚五国 30 年教育交流与合
作的发展历程，虽然 “一带一路” 倡议受到了中
亚五国的普遍欢迎，双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也
借此取得了诸多进展，但由于复杂的历史、人文
环境和区域内外不和谐因素的干扰，可持续性
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仍面临诸多问题与阻力。

(一)中亚地区形势复杂，区域内合作动力

不足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能源、贸易潜能，中
亚地区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三股势力” （暴力
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偷
运武器、贩卖毒品、阿富汗局势等因素直接威胁
着中亚地区的安全，而中亚五国的民族和宗教
结构又十分复杂，内部政治势力角斗不断，所
以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易受外部势力的牵引。
当前的俄乌战争和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中亚五
国的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
素。受此影响，中亚地区未能构建起良好的区域
内合作机制，也严重制约了我国与五国间教育
交流合作的发展。

虽然中亚是 “一带一路” 的首倡之地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主要承载区，但近年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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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无论在规模
和层次上，还是在合作机制与创新发展上，都
远不及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 主要承载区的东
盟国家。官方统计数据表明，2018 年中国前 10 
位留学生生源地中，有3个东盟国家，而中亚国
家只有居第10位的哈萨克斯坦一个。[28] 从2016
年我国在泰国开设首个 “鲁班工坊” 至今，已
在世界各地建成20多个 “鲁班工坊”，但直到
2022年8月，中亚第一个 “鲁班工坊” 才落户塔
吉克斯坦。

( 二 )国际竞争激烈，教育交流与合作面临

多维压力

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均有强烈的融入国际社
会的需要。随着中亚地区的开放和在全球空间
内战略地位的提升，该区域日益成为大国及其
主导的国际组织地缘政治利益博弈的角斗场。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教育影响力贯穿五国国
民教育系统的所有层次，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就
建立了 17 所海外分校 [29]，是中亚学生的第一留
学目的地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四国留学生占俄罗斯外国
留学生总数的 47%。[30] 欧盟一直积极利用其规
范性机制影响中亚五国教育体制的转轨转型。
美国则发挥其资金和教育品牌优势，着力影响
“崛起的中亚新一代”。土耳其、印度、韩国、日
本等国也积极在中亚地区展示自己的教育实
力。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全球性国际
组织也都积极参与和影响中亚地区教育进程。

显然，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不仅面临着与世界主要权力主体之间的 “新大
博弈”，而且需要承载中亚国家实施 “多元平衡
外交” 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欲持续有效推进，
任重而道远。

( 三 )“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教育交流

与合作遭遇阻力

近年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强了
遏制我国和平崛起的力度，利用其媒体优势污
蔑和诋毁我国的和平发展与成就，一定程度上
损害了我国在中亚地区的国际形象。伴随着我
国在国际上政治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加之

苏联时期形成的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中国威
胁论” 在中亚国家沉渣泛起。长期缺乏对中国
的真实了解，使得中亚部分政治精英和民众认
同西方媒体蛊惑，对 “一带一路” 倡议、我国提
供的教育援助以及双方教育合作持消极和抵触
态度，部分中亚国家也对汉语和我国文化在其
国内的传播持谨慎态度。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阻
碍了中亚民众对我国教育成就的深入了解，抑
制了双方合作的热情。

( 四 )中国教育品牌意识较弱，教育品牌国

际辐射力不强

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对同
属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亚各国具有一定的吸引
力。但由于长期处于追赶型发展模式下，我国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本国教育品牌的塑造和宣
传，影响了中国教育品牌的国际认可度和辐射
力。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以非学历
教育为主，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明显欠缺，教育的
影响力和吸引力十分有限。[31] 同时，我国在中亚
地区缺乏有特色和知名度的教育合作项目，很
多双边教育项目具有临时性、零散性的特点，可
持续性和系统性不足。虽然我国积极推动上海
合作组织这一区域多边合作平台的发展，但教
育并不是上合组织的关注重点，且成员国不包
括土库曼斯坦。反观欧盟，在中亚五国独立之初
即积极利用其自身优势影响中亚教育系统的改
革，所推出的 “坦普斯计划” 仅2007-2012年间
就已吸纳中亚地区约 150 所高校，教育援助金
额也从 500 万欧元增加到了 1500 万欧元。[32] 博
洛尼亚进程也是中亚五国教育改革的参照系。
2010 年，哈萨克斯坦已正式加入博洛尼亚进
程，中亚其他国家虽未正式加入其中，但在某些
环节上已借鉴该模式进行教育改革，如实行本 -
硕 - 博三级教育体制，推行学分制等。

此外，我国的教育与文化理念具有独特的
东方特色，与欧美的文化价值观有较大差异。在
欧美文化价值观强势围攻下，中国教育品牌尚
需一个凝练、提升及被合作伙伴了解和认同的
过程。这也是目前中亚学生更倾向于和其有共
同历史及文化渊源的俄罗斯教育和国际市场占
有率最高的欧美教育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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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缺乏中长期战略规划，交流合作的规

模与质量有待提升

我国与中亚国家虽然建立了高层定期交流
机制，但具体到教育领域，仍缺乏部门间有效的
高层定期会晤机制，教育仍被视作文化的一个
组成部分，未作为一个单独的、有着特殊重要意
义的领域被重视。同时，我国也未制定明确有效
的和中亚开展长期教育合作的战略性规划，缺
乏清晰的定位和具体操作思路。

因此，借力 “一带一路” 倡议下出台的一系
列支持性政策，我国赴中亚寻求交流合作机会
的地方和高校呈现出 “季候性” 的特点，更多是
为了消化国内的优惠政策，缺乏成熟的合作设
计和实质性合作内容，规模与质量均有待提升。
与我国和中亚高层交往的热度和投资贸易规模
屡创新高的局面相比，在民心相通层面，我国国
家形象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则大打折扣，
甚至出现了排斥现象，这与双方在教育领域的
交流合作战略规划落后于政治和经济层面有很
大关系。

( 六 )人才培养模式单一，高层次复合型专

业人才短缺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我国与中亚五国
的经贸与产能合作迅猛发展，引发了对国际化
人才的刚需。但反观双方间的教育交流合作，则
在模式、规模、层次等方面都存在问题。 

首先，双方交流合作基本以传统的语言文
化教育、留学生教育和联合培养为主，体量较
小，合作的层次也偏低，缺乏体现中国现代化教
育品牌特色的合作机制 （如开办我国高校的中
亚分校），中国教育在中亚的整体存在度不高。

其次，我国在境外的语言文化推广主要倚
重于孔子学院 （孔子课堂） 体系，汉语教学在对
方国家教育体系中所占份额很小。同时，汉语教
师，特别是 “汉语+专业” 复合型教师的严重不
足也限制了汉语与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传播。而
国内面向中亚的外语人才培养仍主要依赖俄语
人才的培养，针对中亚各国国语及其国情的教
育教学远远不足。

此外，我国与中亚的国际人才培养还存在
重语言、轻专业教育的问题。既懂外语又懂国际

贸易、管理和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
制约了交流合作的深化发展。人才培养层次结
构也存在非学历生比例较重、高层次学历教育
人才相对较少的问题。 

四、我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与合作
的方略与路向

2022 年 9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发表了 《撒马尔罕宣言》，强调在快速发
展和大变革的新时期，国际挑战和威胁不断加
剧，国际形势逐步恶化，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
和不确定性均在增加。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
美利用俄罗斯的无暇他顾，加大了对中亚地区
的渗透。在西方孤俄弱俄事态影响下，一方面
是俄罗斯再度开始深耕对中亚外交，另一方面
是中亚各国对俄罗斯态度的微妙变化，都使局
势更加复杂化。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大环境，中
亚五国有着强烈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
居乐业的愿望，我国也希望有安全稳定、繁荣富
强的西部邻国。显然，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方面，我国与中亚五国一直相向而行。在携手共
建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战略框架下，双方
在“数字丝绸之路” “健康丝绸之路”和“绿色
丝绸之路” 合作中蕴藏着充沛的教育交流与合
作活力。

(一)高层战略引领，打造区域教育高地

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政治互信目前处于历史
最好水平，产能和经贸合作屡创新高。双方高层
对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战略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2021-2022连续两年的 “中国+中亚五国” 外长
会晤都对深化双方教育交流与合作、加强留学
生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达成了共识。并且，“中
国 + 中亚五国” 元首会晤机制也即将启动，这
意味着双方间的合作机制进一步提质升级，无
疑也将对教育交流合作发挥更积极的战略引领
作用。

面对新的时代挑战与机遇，我们应以高层
战略引领为基点，促进中国与中亚五国在教育
理念与价值层面的相互包容与合和共生，增强
交流与合作政策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提升区
域人才培养层次、规模、质量与双方经贸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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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适配度，加强教育领域的双边或多边科
研合作，探索双边多边合作的新模式、新路径，
共同提升区域教育空间的发展潜能与国际吸
引力。

( 二 )按国别对接发展战略，协作培养区域

紧缺人才

近年来，中亚五国都陆续推出了新的国家
发展战略，如哈萨克斯坦 “光明之路新经济政
策”、乌兹别克斯坦“新乌兹别克斯坦规划”、塔
吉克斯坦 “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土库曼斯
坦 “复兴古丝绸之路” 战略等。中亚五国也都积
极促进本国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对接。

国家层面的战略对接需要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应在研
究双方国家层面战略导向的基础上，制定出更
为细化的对接策略与中长期合作规划。在推进
学科建设合作方面，需要瞄准双方的重点领域
和优势学科，选好契合点 ；注重开发具有地区
或国家特色及竞争优势的学科与专业课程，协
同制定专业培养规格与教育标准 ；加强区域内
教育质量评估保障体系开发与建设。在确定人
才培养的类型方面，需要强化 “外语+专业” 或
“专业+外语” 类优质师资培养 ；继续以设立联
合奖学金或专项奖学金等形式共同培育区域
内急需的硕博高级专业人才，提升联合培养项
目的层次与质量。在深化职业教育合作方面，
应研判 “绿色丝绸之路” “数字丝绸之路” “智
能丝绸之路” 建设框架下新的职业增长点，为
双边深化合作精准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加快
“鲁班工坊” 共建工作，探索职业教育理念、专
业课程设置与教育标准开发等领域的务实合
作，等等。

( 三 )协同推进双边教育交流合作与区域教

育一体化

中亚五国内部差异性较大，多边层面政策
整合难度较大。目前，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
流与合作主要集中在双边层面。上海合作组织
是较成熟的区域教育多边合作架构，但在教育
项目的实施层面也主要以双边模式为主，多边
层面的标准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还有待进

一步完善。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亚五国有着共同的

历史文化渊源，在提升地区安全稳定与国际地
位等方面有着共同的诉求。在受到逆全球化思
潮及 “三股势力” 等因素冲击的当下，中亚国家
开始重视区域内多边机制的建设。2018 年，中
亚五国时隔多年举行了元首峰会。继 2020年开
启 “中国+中亚五国” 外交部部长会晤机制后，
2022 年我国与中亚五国又达成建立元首会晤
机制的共识。2022年7月，中亚五国在吉尔吉斯
斯坦举行中亚国家领导人会晤。五国重启区域
层面的多边协商模式是中亚地区教育一体化空
间建设的积极因素。借此，我国应创新与中亚五
国教育交流合作模式，既要发挥双边层面教育
交流合作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也应加强多边层
面教育合作机制和项目的开发，进一步推进中
亚教育空间内相关教育标准和规范的一体化建
设，形成教育领域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赢格局。

( 四 )强化教育研究与宣传，提升中国教育

品牌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30 年来，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与合
作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盖因目前该地区面临的
复杂国际环境并正经历着的深刻而急剧的变
化，中亚五国的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都处于积
极调整过程之中。此时，我国更应加强对中亚五
国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的研究，力求
对其发展趋势精准研判，理性选择双边和多边
层面教育交流合作的契合点。既要讲求增强教
育交流合作的实效，更要注重提升中国教育品
牌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我国自有的媒体渠道是加强中国教育品牌
国际宣传和推广的主阵地。此外，我国应进一步
注重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的
合作，利用国际组织的媒体资源加强对我国在
中亚地区开展国际教育援助和教育发展合作的
宣传力度，维护和巩固我国在中亚人民心目中
的正面形象，推动中国教育经验与智慧的国际
传播。

( 五 )创新语言文化传播策略，增强汉语与

文化传播的可持续性

中亚地区是民族主义、西方民主主义、泛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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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主义和俄罗斯文化等多种文化意识形态交织
的地区，但在这个相对开放的区域，我国的语
言文化推广却遭遇了各种困难。这既与我国和
中亚地区长期的隔绝和历史形成的刻板印象相
关，也与欧美媒体的抹黑诋毁相关。同时，因为
人口基数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原因，我国
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在规模上确实存在
不对等现象，容易给对方造成我国 “强势文化
输出” 的错觉和压力。

因此，极有必要调整我国在中亚地区的语
言文化传播策略，在精准掌握对方对我国语言
文化需求基础上，因需施教，避免因罔顾对方需
求的过度输出而造成的我国 “强势文化” 输出
之误解。此外，还应在加强汉语和文化传播的同
时，支持中亚五国加强其国语在我国的教学与
应用，化解对方关于我国文化教育单方面输出
的担忧。再者，应注重双边或多边层面对语言文
化教育的合作研究，加强师资培养的在地化，吸
引当地教师参与汉语教材本土化建设，以帮助
其提升汉语教学研究能力、缓解本土化汉语教
材不足问题。

同时，我国还应弱化政府的直接参与力度，
充分调动中亚地区华人及华侨团体、留学生、中
资企业、民间团体、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传播中
国语言文化的积极性，“润物细无声” 地缓解对
方的输入性压迫感。2020年6月，孔子学院改由
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运作，开启了民间基
金会运营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淡化国
际中文教育传播的官方背景，提升发展的可持
续和高品质。

最后，应充分利用我国在互联网和AI领域
的技术优势，探索 “互联网+教育” 的语言人才
培养模式，将先进的教育技术引入教育合作领
域，既突出传统文化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潜移默
化的影响，也充分展示我国现代技术对于教育
交流与合作的引领作用。

( 六 )注重中亚青年人才培养，完善青年人

才交流机制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
推进中亚青年人才的培养工作。继2021年 “中
国 + 中亚五国” 第二次外长会晤承诺未来三

年在中亚增加 450 个奖学金名额后 [33]，我国在
2022 年 1 月中国 - 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
会上，又宣布 5 年内再提供 1200 个中国政府奖
学金名额。[34]

在致力于进一步提升中亚来华留学生的规
模、层次和质量的同时，我们也应从政策层面积
极鼓励我国学子赴中亚地区学习，将中国文化
和理念主动传播到中亚各国。此外，我们还应探
索双方中小学合作办学项目的可行性，加强大
中小学生的短期游学项目建设，培养青少年对
中华文明的亲近感，增加其未来将中国作为留
学目的地国的概率。再者，应充分利用年轻学子
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偏爱，推动空中课堂建设，
构建教育与文化交流虚拟社区，增加中亚青年
学子以现代科技方式了解和感受我国传统文化
和现代发展成就的机会，增强其对我国的情感
共鸣。

综上所述，30 年来，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
育交流合作在肩负重要时代使命的探索中持续
推进。特别是在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双方
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法律基础与保障日益
夯实、机制和渠道逐步拓展，交流合作基本形成
了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各层次的
格局，实效明显。但如果把我国与中亚的教育交
流与合作放到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总体坐标系
中检视，则双方间交流合作的规模与质量还有
很大进步空间，现有的广度和深度与双方的政
治互信和经贸合作水平亦不相适应。而且，俄乌
战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也给双方的合作带来
了新的不确定性，挑战与机遇并存。我国与中亚
五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着后发现代化
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压力和国内发展需求。
中亚五国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及我国，但因
苏联时期的教育积累，其各自的教育发展水平
均相对较高。在我国教育现代化改革亦取得历
史性成就的背景下，双方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拥有广阔发展空间。加之2023年将是 “一
带一路” 倡议提出10周年，可以确信，在高质量
共建 “一带一路” 进程中，在 “中国-中亚命运
共同体” 关系框架下，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
交流合作能够破除各种壁垒和阻碍，继续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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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的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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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tral Asia is a region of Asia that stretches from the Caspian Sea in the west to western China, 

and is regarded as important pivot point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trengthen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enhancing mutual political trust 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achieve people-to-people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ve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rom slow to rapid progress and single to diversified dimensio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paths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5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enriched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effective.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 ethn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 changing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Central Asia, the sustainability and pragmatic development 

of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still face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ack of medium and 

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 weak awareness of building China's education brand, and insufficient training of 

complex talen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at a higher level, emphasize the 

alig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each country, commit to the synergy of regional educational integration, 

focus on building regional educational highlands, and innovate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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