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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研究态势分析——基于 CSSCI(2005-2015)的计量
研究 

郭 强 

（南京邮电大学，江苏 南京，210023） 

 

摘要：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从期刊分布、研究机构、相关学者、项目基金、研究内容等五个方面，对

近 11 年来 CSSCI 期刊中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态势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总体而言，学术力

量还比较薄弱，尚未形成学术研究的集群效应；研究范式还处于探索形成阶段；研究呈现出方法较为单一、

视角不够宽广；高层次项目和高水平成果较少。在此基础上，建议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突出发挥学术

组织和刊物的引领作用，强化理论范式的构建，研究方法需加强多元交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紧密联系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注重高层次项目和重大成果的培育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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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形式及其内容加速演

进和变革。学界围绕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热度也有增无减。尤其是 2010 年以来，随着《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正式发布，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交

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在宏观层面上明显加大了对中外合作办学规划指导和规范监

管的力度，同时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鼓励支持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的建设。在此

背景下，围绕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建设和外延拓展的研究也随之掀起新一轮的热潮。为了较为

全面、客观的梳理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研究现状特点，系统分析研究态势中存在的问

题及成因，为未来的研究工作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我们检索收集了最近 11 年在 CSSCI 收录

期刊上发表的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学术论文,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以期通过文献计量学的视

角来理清研究规律和进展。 

一、研究方法 

通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可以全面考察某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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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准、科学分析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研究状况，本文选取了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力较大

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CSSCI）作为数据统计的来源（含来源期刊和扩展版来源

期刊），通过中国期刊网数据库中的 CSSCI来源文献进行检索，收集整理 2005—2015年连续

11 年 CSSCI 收录的以“中外合作办学”或“中外合作大学”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共计 248 篇

有效样本（共检索 274篇，删除非学术样本 26篇），具体见图 1。由图可知，11年来围绕中

外合作办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总体呈现增长态势。本文主要从期刊分布、研究机构、相关学者、

项目基金和研究内容等五个维度进行计量研究，具体分析框架如图 2。 

 

 

 

 

 

 

 

 

     

 

 

二、统计分析 

（一）期刊分布分析 

经过统计分析， 248 篇有效样本论文发表在 79 种期刊中，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1，其中主要

列出了刊载篇数排名前十位的期刊发文明细。从中不难发现，一方面，表中具体列出的 10

个刊物全部是国内教育类重要专业核心期刊；另一方面，刊载论文数量最多的四个刊物《中

国高等教育》、《教育研究》、《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均刊文在 15篇及以上，分别

占比总数的 7.7%、7.3%、6.9%、6.0%，发文较多的 10种刊物总计刊载论文 128篇，占比总

数的 51.6%，且从 10种刊物近 11年先后合计刊文数占比的依次分布情况来看（50%、77.8%、

28.6%、45%、52.2%、50%、63.6%、51.6%、56.3%、35.5%），目前在中外合作办学研究领域

尚未形成比较稳定的学术成果展示平台。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表中呈现的“其他刊物”占比

高达 47.1%，248 篇论文刊载在 79 种期刊，平均每种期刊 11 年间发文仅 3篇，且在众多期

刊中尚无期刊常设中外合作办学专题或专栏，这些说明当前研究成果刊发非常分散，在期刊

平台方面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学术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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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论文主要刊载期刊分布情况（篇） 

期刊 
年 
份 

中国
高等
教育 

教育
研究 

江苏
高教 

黑龙江
高教研
究 

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
学报 

教育
发展
研究 

教育理
论与实
践 

中国
高教
研究 

现代
教育
管理 

高等工
程教育
研究 

其他 
刊物 

2005 3 0 0 0 0 1 1 0 0 0 5 
2006 2 1 1 0 0 1 1 0 0 1 2 
2007 0 1 3 0 0 0 0 0 0 0 10 
2008 1 2 2 0 0 3 0 1 0 0 11 
2009 3 2 0 3 2 0 0 2 0 0 11 
2010 2 1 1 3 0 1 0 0 2 2 12 
2011 3 3 0 1 2 1 0 3 1 0 8 
2012 1 3 4 3 0 2 1 0 2 0 15 
2013 1 2 2 2 4 0 5 0 2 2 12 
2014 1 1 3 1 3 2 3 2 1 1 14 
2015 2 2 1 2 0 0 0 2 1 1 20 
总计 19 18 17 15 11 11 11 10 9 7 120 

 

    （二）研究机构分布分析  

    本文按照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进行统计，248 篇论文作者分布在 113个一级机构中，其

中厦门大学等 9个一级机构刊文 5篇及以上，具体见表 2。表中研究机构刊文情况透视出三

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在中外合作办学研究领域已初步形成以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成立于 2010年 3月）、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外合作大学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1年 4月）为

“塔尖”的少量主要研究基地，其中厦门大学 11年累计有 28篇研究成果刊发，占比总数的

11.3%；二是 248篇论文作者分布在 113个研究机构中，平均每个研究机构 11年总计发文仅

达 2篇，累计发文在 10篇以上的机构仅有厦门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表中刊文排名前 9

名的机构研究成果合计为 81 篇，仅占总数的 32.7%，总体呈现出有“高地”但尚未形成“高

原”的研究机构分布格局，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专业研究机构 

明显偏少；三是表 2 中的 9个学术成果较多的研究机构均为高等院校，无其他社会组织，一

方面说明高校已成为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学术载体，同时也反映出研究机构类型

单一，尚未出现其他社会组织、学术团体广泛参与的局面。 

表 2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情况（篇） 

 
厦门
大学 

宁波诺
丁汉大
学 

武汉
大学 

南京
邮电
大学 

天津
理工
大学 

南京
大学 

东北
财经
大学 

北京
师范
大学 

华南
师范
大学 

其他研
究机构 

2005 1 0 0 0 0 0 0 1 0 8 

2006 1 1 0 0 0 0 0 0 0 7 

2007 2 0 0 0 0 0 0 0 0 12 

2008 2 0 0 0 0 0 0 1 1 16 

2009 3 1 0 0 2 0 0 0 2 15 

2010 0 1 4 0 1 0 1 0 1 16 

2011 0 2 1 0 1 1 1 0 0 16 

2012 3 1 1 1 0 2 0 3 0 20 

份 
年 

机 
构 



                                     http://www.sinoss.net 

 - 4 - 

2013 7 5 1 1 2 0 1 0 0 15 

2014 6 1 0 1 0 1 1 0 0 22 

2015 3 1 0 4 0 1 1 0 1 20 

合计 28 13 7 7 6 5 5 5 5 167 

 

（三）研究学者分析 

表 3  主要研究学者发文及个人学术影响力 H指数情况（第一作者或独著） 

作者 单位 
篇
数 

指
数 

作者 单位 
篇
数 

指
数 

作者 单位 
篇
数 

指
数 

作者 单位 
篇
数 

指
数 

林金
辉 

厦门大
学 

10 11 
郭  
强 

南京邮电
大学 

4 3 
喻立
森 

宁波诺
丁汉大
学 

2 2 
时昌
桂 

广西民族
大学 

2 2 

华长
慧 

宁波诺
丁汉大
学 

5 4 
莫玉
婉 

厦门大学 3 5 
郭丽
君 

湖南农
业大学 

2 10 
陈丽
媛 

香港中文
大学 

2 1 

孙  
珂 

宁波诺
丁汉大
学 

4 2 
王剑
波 

山东财经
大学 

3 6 
陈丽
萍 

国家教
育行政
学院 

2 5 
谭  
瑜 

中南民族
大学 

2 1 

刘梦
今 

厦门大
学 

4 2 
王卫
平 

太原师范
学院 

3 5 
姜彦
君 

浙江万
里学院 

2 7 
张卫
国 

山西财经
大学 

2 2 

赵彦
志 

东北财
经大学 

4 8 
赵风
波 

宁波诺丁
汉大学 

2 2 
顾美
玲 

四川师
范大学 

2 10 
夏蓓
蓓 

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 

2 1 

李盛
兵 

华南师
范大学 

4 8 
李亚
东 

上海市教
育评估院 

2 10 
江彦
桥 

上海市
教育科
学研究
院 

2 7 
谢丽
惠 

江西师范
大学 

2 3 

注：1、表中仅统计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发表 2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2、H指数是一个混合
量化指标，用来定量评价科研人员学术成就，一个人的 H指数越高，则表明他的论文影响力
越大。该指数统计范围包括截至目前的个人所有发表论文。 

经统计分析，248篇论文涉及第一作者或独著作者 169人，其中发表论文在 2篇及以上的作

者统计具体见表 4，共计 24 人。从表中信息显示：一方面，在中外合作办学研究领域，已

初步形成一群知名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如厦门大学的林金辉（中心主任）、刘梦今、莫玉

婉等人为核心的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团队，宁波诺丁汉大学华长慧（中心主任）、喻立森、

赵风波、孙珂等人组成的中外合作大学研究中心团队；另一方面，从学者们总体研究成果的

数量来看，人均发文不足 2 篇，且超过七成的学者 11 年间仅发文 1 篇，说明多数学者的研

究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且绝大多数“单打独斗”，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相关领域学术团队。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近年来一大批来自众多高校、社会专业研究机构及政府主管部门的从

业人员纷纷涉足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开展学术研究，也说明了相关研究的广泛性和积极性，值

得欣慰。此外，通过对主要研究学者们的个人信息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在表 3 统计的

24 人中，以 2015 年为时间节点，年龄在 50 岁及以上的有 9 人，占比为 37.5%；年龄在 35

岁至 50岁之间的有 4 人，占比 29.2%；年龄在 35 岁及以下的有 8 人，占比 33.3%。且其中

男性学者 9 人，女性学者 15 人。由此可见，主要研究学者以中青年、女性为主，预示着研

究前景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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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分析中外合作办学领域主要研究人员的个人学术影响力状况，我们对表 3 中的 24

名作者进行了个人学术论文的 H 指数（H-index）统计分析，为客观评价个人的整体学术水

平，统计论文包括了其个人第一作者或独立发表的文献数据库中收录的所有论文，结果显示：

截至目前，H 指数达到 6 及以上的学者仅有林金辉（11）、郭丽君（10）、李亚东（10）、顾

美玲（10）、李盛兵（8）、赵彦志（8）、姜彦君（7）、江彦桥（6）、王剑波（6）等 9人，而

这些学者除林金辉教授外，其他发表的高引论文多数均不是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由此可见，该领域研究学者总体学术影响力较弱，这也与多数学者涉足较晚，且多为中青年

有较大关系。 

（四）相关项目基金分析 

从文献检索统计来看，研究项目基金明显较少，在所有统计论文中，注明省部级及以上基金

资助的论文比例为 23.8%，其中国家级项目基金资助论文占比仅为 10.4%。课题组从全国教

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官网查询了 2005-2015年的课题立项情况
[1]
，11年间涉及中外合

作办学领域研究的课题共计 9项（其中 2006年 2项、2007年 2项、2011年 1项、2012年 1

项、2013年 2项、2014 年 1项），占比同期立项项目总数的 0.2%（2005-2015年立项总数为

3967个）；同时期，教育部社科司公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含一般项目和专项任务项

目）中
[2]
，中外合作办学相关研究项目合计 11 项（2007 年 1 项、2009 年 1 项、2011 年 3

项、2012 年 2 项、2014 年 3 项、2015 年 1 项），占比教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类专项课题总

数的 0.31%（2005-2015 年立项总数为 3615 个）。可见，从项目基金的分布角度来看，高层

次项目批准立项数明显很少，且注明省部级及以上基金资助的论文比例偏低，但也呈现出逐

年递增的趋势。 

（五）研究内容分析 

本文试图从研究内容所涵盖的研究方法、研究方向、研究视角、研究层次水平等四个方面来

分析中外合作办学研究领域的基本态势，以期呈现研究内容本身所隐含的趋势要素。 

1．论文研究方法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两种基本研究范式，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学

者们从事相关研究的常用研究方法，但是两者在哲学基础、研究目的、研究依据、研究思路

和表述形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通过统计分析，在中外合作办学研究领域，近年来相关

研究范式也明显呈现出规律性变化的态势，如图 3可见，从演进折线图的变化来看，定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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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虽然一直是研究的大多数，定量研究比例明显偏低，但是定量研究和两者结合研究的比例

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 2015 年的数据统计中，定量研究和两者结合研究的合计比值

达 54.8%，首次超过定性研究的比重。这说明，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快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

不断深入，理论研究由注重内在特质、属性和机理的研究阶段，逐步开始强调状态测度、统

计分析和发展规律的研究阶段。可以预见，这种趋势还将继续演进，直至两种研究范式的比

重形成比较均衡的态势。 

2．主要研究方向分析。下文表 4 为我们清晰呈现出统计分析中，中外合作办学相关学术文

章的研究方向或侧重点。其中关于发展现状及对策方面的论文 54篇，占比最高，达到 21.4%，

如林金辉
[3]
在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论述中，提出“坚持公益性原则，完善评估机制，

加强质量监控与管理，坚持规范办学，严格依法管理”等建议；占比其次的“宏观政策及法

规”方面的研究也高达 16.5 %，如张卫国
[4]
在分析跨国高等教育准入的规制措施方面，强调

“完善审批机制、建立质量评估机制并引入激励规制机制”的必要性；教学内容及方法实践

方面的研究论文占比为 13.7%，如王卫平
[5]
在相关研究论文中，指出了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建

设中存在的依附现象，并且给出“合理定位课程目标，注意课程设置的适应性，寻求国外课

程内容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结合点”的对策。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论文占比超过半数。由此可

见，中外合作办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呈现出研究方向分布广泛且研究侧重点比较集中的特

点。 

表 4  主要研究方向分布表 

序号 研究方向 篇数 序号 研究方向 篇数 

1 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 54 7 人才培养模式 14 

2 宏观政策及法规 41 8 文化融合与构建 10 

3 教学内容及方法实践 34 9 党建思政与学生管理 9 

4 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 24 10 师资队伍建设 9 

5 机构项目案例分析 23 11 基本理论问题 6  

6 管理及运行机制研究 16 12 其他 8 

3．主要研究视角分析。从文献统计分析来看，大多数学术论文都是从教育学、教育管理学

或比较教育学的学科视角对中外合作办学领域问题进行研究，占比论文总数的 66.9%，其中

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林金辉的《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及其运用》、栗晓红的《高等教育制

度变迁视野中的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等。此外，有 30篇论文基于法学视角，占比为 12.1%，

代表论文如易凌的《中外合作办学中面临的法律问题及解决途径》、黄进等的《中外合作办

学基本法律问题探析》；有 23 篇论文立足管理学维度，占比为 9.3%，如赵风波的《中外合

作大学的品牌建设:为何,何为与何作为》；有 11篇论文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开展研究，占比为

4.4%，如孙珂的《高等教育的婚姻学:中外合作大学中的合作原则探析》；其余还有少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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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3.2%）、统计学（2.7%）、史学（1.4%）等角度来透析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领域的现

象、问题及成因。由此可见，学界总体研究视角较为广泛，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4．研究水平分析。通过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查询可知，从 2005年至 2015 年的 11年期间，

学界共计发表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领域有效学术论文 2537 篇，而其中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

期刊（含扩展版来源期刊）论文共计 451篇，相对而言，高水平论文比例为 16.8%，若仅统

计 CSSCI 来源期刊（含扩展版来源期刊）论文，占比则仅有 9.8%。且由表 5 可见，抽样统

计分析的 11 年期间，CSSCI 期刊刊文篇数虽有所上升，但是 CSSCI 论文占比呈现出在低位

徘徊的现象。由此可见，目前理论研究总体水平较低，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比例明显偏少。 

表 5  2005-2015年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刊发论文统计表 

类型         年

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中国知网收录相
关论文总数（篇） 

91 82 116 164 179 260 267 319 343 355 361 

其中 CSSCI 期刊
论文篇数（篇） 

10 9 14 20 23 24 22 31 32 32 31 

CSSCI 期刊论文
篇数占比（%） 

11．0 10.9 12.1 12.2 12.8 9.2 8.2 9.7 9.3 9.0 8.5 

5．研究对象教育层次分析。通过统计论文的深入分析，从研究对象涉及的教育层次角度而

言，针对中学、高职专科、本科、研究生阶段的研究论文分别为 1篇、11篇、27篇、5篇，

其余 204 篇论文均是从宏观层面上无特定教育阶段对象的笼统研究中外合作办学现象及问

题。由此可见，学界围绕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面”上研究多，针对

性研究少。多数研究都是从整体层面上围绕中外合作办学的总体状态、政策环境、办学体制

机制及优质教育资源方面的论述，针对某个特定教育阶段的细分研究还较少；二是面向本科

阶段的研究较多，其他学历层次的研究明显偏少。这与我国目前各学历层次中外合作办学人

才培养规模有直接关系，截至 2015年，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约 55万人，其中高等教育

阶段在校生约 45万人，其中超过 80%的为本科生
[6]
。 

三、结论及展望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而言，当前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较之其他研究领域，

学术力量还比较薄弱，研究范式还处于探索形成阶段，“理论引领实践”的效能发挥明显不

足。通过上述研究分析，CSSCI收录期刊上中外合作办学学术论文明显偏少，尤其高层次权

威期刊上的论文更为稀缺，这与当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蓬勃发展的实践形势明显不符。在笔

者的广泛调查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方面，现阶段从事中外合作办学相关理论研究的专业

性学术机构、团队和学者较少，尚未形成一种“百舸争流”的学术生态氛围；另一方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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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事中外合作办学具体实践工作的人员不仅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也没有融入到中外合作办

学学术研究领域中去，往往呈现出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局面。 

（二）针对性对策建议 

1.在学术平台方面，突出发挥学术组织和刊物的引领作用。作为学术资源的汇集之所，学术

组织或团体是专门从事专业领域科学研究的平台，其所具备的特质决定了开展科研活动的前

沿性和专业性。目前我国在中外合作办学研究领域的专门学术组织或团体还处于初期起步阶

段，在全国层面上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仅有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委员会、中国高教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筹），高校所属学术团体也只

有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外合作大学研究中心。由此可见，现

阶段该领域学术组织发展还比较薄弱，尚未形成学术研究的集群效应。因此，有必要在积极

发挥现有学术组织作用的同时，引导筹建以省域为范围的地方性学术团体和以广大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项目为依托的专业学术机构，从而逐步形成广泛参与、多方合力的规模化态势。 

另外，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呈现、汇集的主要载体平台，其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发表创新成

果，推动创新发展。在过去 100 多年中，87%的世界科技创新成果首先在期刊上发表，起到

引领和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鉴于目前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尚未有专门的学术期刊，可适

时依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委员会等学术团体或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

学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筹办中外合作办学学术刊物（季刊），以充分发挥学术期刊对科研活

动的指引作用，从而为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规范及系统研究、学术交流、培养学术人才、促

进知识积累与创新构建一个常态化的阵地平台。 

2．在研究内容方面，强化理论范式的构建。所谓理论范式，是指被研究共同体所认同的由

学科内容、研究过程、研究方法等要素等构成的基本规范和结果框架
[7]
。若要把中外合作办

学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理论范式的构建。虽然在这方面，

厦门大学林金辉教授已在其专著《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一书中将中外合作办学研究提升到

学科建设的高度，并且首次提出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学科的概念
[8]
，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不

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距离一个独立学科的

地位还相差甚远。这主要由于此前的研究大都是围绕实践层面的应用研究居多，规范的学理

研究还非常稀缺，更远没有达到形成比较成熟规范的理论体系阶段。因此，学界应在今后的

研究中侧重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理论体系方面的研究，以期早日使中外合作办学或中外合作

办学教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的学科。 

3.在研究力量方面，注重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从上文的研究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显发现，

目前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研究学者人数规模较小，且大多数研究人员涉足该领域也较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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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得总体研究力量呈现薄弱的局面。不过，近年来一些工作正积极推进，如厦门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发起筹办的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已先后举办六届，在逐步提升广泛影响

力的同时凝聚了一大批专家学者，越来越多的青年学术人才积极参加并在其中脱颖而出。此

外，厦门大学于 2005 年开始招收中外合作办学硕士、博士研究生，至今已连续招生 11届。

尤其该校 2010 年成立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以来，加大了研究生培养力度，部分学术人员

已在中外合作办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未来应注重引导广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中的青

年教职人员以及一些专职教育科研人员关注并积极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活动，并呼吁更

多由条件的高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学术人才的培养工作。 

4.在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加强多元交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毋庸置疑，研究方法的成熟

是体现学科发展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关键要素之一。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意义重大，适切的

多样化研究方法对于揭示事物内在规律、寻求真理、创造新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9]
。客观而

言，结合上文的统计分析结论，由于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历程及其研究活动时间较短，且研究

人员大都局限于从事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的人员，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方法较为单一、视

角不够宽广的局面。今后在研究方法上，要根植于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定量定

性结合研究等；在研究视角维度上，鉴于中外合作办学属于交叉学科的特性，应提倡从教育

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维度切入探讨；在研究范式上重视理论思辨

和文献研究的同时，应侧重系统调研和实证研究，将理论体系的构建建立在科学的研究范式

之上，逐步形成研究方法多样、理论研究深入系统、不同方法交叉综合运用的研究新局面，

从而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和成熟，达到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相互促

进、协调发展。 

5.在研究方向方面，紧密联系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从根本上来说，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紧密联系实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当前，我国正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从金融、

产业、物流到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领域均在积极对接战略，鉴于“人才优先、教育先行”

的普遍共识，我国高等教育正围绕“一路一带”与沿线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掀起了新一轮

中外合作办学的新高潮。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外合作办学相关研究活动应根据高等教育

国际化的新形势、新要求，对内加强对我国高等教育问诊把脉，谋划我国高等教育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布局和行动策略；对外侧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资源、教育

政策、教育市场开展深入研究，注重中国与沿线国家教育合作空间与潜在机会的深度挖掘，

努力服务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外合作办学创新发展，为新时期做好中外合作办学工作

提供智力支持。 

6.在研究影响力方面，注重高层次项目和重大成果的培育攻关。高层次重点项目和标志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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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果是衡量学术科研水平的关键性指标。通过上文研究分析，我们应清醒认识到，在中外

合作办学研究态势总体向好发展的同时，高层次项目和高水平成果一直非常稀缺。这一方面

反应了当前中外合作办学研究领域总体实力不强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该领域研究

活动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高水平科研平台稀少、集体攻关少、科研服务性不足、决策咨

询和支撑性不强等。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几年，以中国高教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

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外合作大学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一批学术组织纷纷成立，同时出现了以林金

辉、华长慧等为核心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水平学术研究团队，这些进步必将有力提升中外合作

办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平。此外，随着中外合作办学实践层面上的不断演进发展，政府部门

及行业组织、相关教育机构也将不断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逐步加强科研

力度，累积效应必将加速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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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research situation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CSSCI papers(2005-2015) 

Guo Qi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 210023) 

 

Abstract：Wit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metrology, From journals, research institutions, relevant 

scholars, project funds, research content five aspects, For analysis system on Research situation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 CSSCI periodicals nearly eleven years. Research 

shows that: In general, the academic power is relatively weak, have not form the cluster effect of 

academic research；Research paradigm formation is still in the exploring stage；The presented method 

is relatively single, view isn't broad enough；Project of High-level and Achievement of high levels is less. 

On this basi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n the future research work,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journals, Strengthening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paradigm, Strengthen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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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ple cross, Combining with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Closely related servic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e high-level project and major achievements. 

Keywords: CSSCI；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Academic papers；Statis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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