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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高等教育一体化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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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欧亚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构想起源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ꎬ
以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认知和实践为基础ꎮ 其目的是提高区域学术流动

性ꎬ加强区域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ꎬ利用个体之间的交流促进区域发展合

作ꎮ 建设欧亚高等教育空间的工作已经展开ꎬ其中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大学

框架内的合作ꎬ但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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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所谓的“俄罗斯向东看”进程重新活跃了俄罗斯学术界对欧亚倾斜政策

的讨论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ꎬ中俄莫斯科峰会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

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

明»①ꎬ为该问题建立了政治框架:双方高层就在欧亚大陆发展各种一体化机

制ꎬ特别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发展相互合作达成协议ꎮ 目前ꎬ专家们正

在积极研究具体的行动计划ꎮ 深化学术界的合作也立即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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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乌法峰会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乌法宣言»和«２０２５ 年前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战略»中得到确认①ꎮ
包括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在内的学者们正在对欧亚教育一体化构

想进行研究ꎮ 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乌法峰会前夕ꎬ俄罗斯国际事务委

员会发表题为«上海合作组织: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模式»(主编为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

会主席 Ｉ Ｓ 伊万诺夫)的工作计划ꎬ提出以上海合作组织网络大学为依托重新

实施之前提出的欧亚博洛尼亚进程构想②ꎮ 专家们认为ꎬ应将欧亚高等教育

作为单独的组织形式ꎬ这将有利于学术界各项标准的融合ꎬ提高学术的区域

流动性ꎬ对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和欧亚大陆各种形式的合作产生积极影响③ꎮ
欧亚大陆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参加的一系列国际会议都提出了类

似的建议④ꎬ这些建议也受到参与建设深圳中俄联合大学各方的关注⑤ꎮ

一　 «欧亚高等教育一体化构想»的依据

包括欧亚空间在内的国际区域一体化进程将实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功能ꎬ
其中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是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的最重要的条件ꎮ 具体而言ꎬ
学术界的国际一体化进程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发展构想的现实折射ꎮ

“知识经济”思想本身并不是刚刚出现的ꎬ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Ｖ Ｌ 马卡

罗夫一直是该思想的积极倡导者⑥ꎮ 而且ꎬ近年来的一系列因素使以知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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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经济发展理念更受到世界政治经济精英们的推崇ꎮ 首先ꎬ２００８ 年的国

际经济危机动摇了“华盛顿共识”的基础ꎬ即放松对经济的监管、国家不干预

政策、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国际经济

发展①ꎮ 其次ꎬ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达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ꎬ部分

归功于此(中国仍然是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积极成员)ꎬ这在很大程度

上与危机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路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相背离②ꎮ
２０１４ 年ꎬ以批判主导经济发展理论而久负盛名的 ２００１ 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出版了«构建学习型社会»一书ꎬ该书成为“知识

经济”思想的新宣言③ꎮ 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观点ꎬ首先ꎬ现代国家和社

会的经济发展成果应归功于创新和知识成就ꎻ其次ꎬ是否拥有知识和学习能

力并对知识发展进程作出贡献构成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社会差

异的本质ꎮ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写道:“想象一下ꎬ１８００ 年在西方国家发生

的和更早时间在亚洲发生的向知识社会的过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要比在资

源分配和积累方面的成就更大ꎮ 这样的话ꎬ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其他学者的

主要任务就应该是学习如何构建知识社会ꎮ”④

对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构想的诠释包含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的

«博洛尼亚宣言»———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基本文件(俄罗斯于 ２００３ 年加入该

文件和博洛尼亚进程)ꎮ 宣言特别指出ꎬ“知识欧洲”作为社会和人文发展的

不可替代的因素在当今得到广泛认可ꎬ教育及教育合作对于发展并巩固和平

和民主社会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和最重要的⑤ꎮ
欧亚教育一体化将解决很多问题ꎮ 首先ꎬ欧亚教育一体化将促进欧亚国家间

关系的巩固ꎬ不仅在政府层面ꎬ在人际交往层面也如此ꎮ 今天ꎬ尽管中俄政府之间

政治合作紧密ꎬ但两国关系的致命弱点仍是各层面的人际交往发展缓慢⑥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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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引起中国专家的特别关注ꎬ他们担心ꎬ今日中俄关系的热度将在俄罗斯与西

方关系正常化之后冷却①ꎮ 其次ꎬ由于中亚地区在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构想中成为战略重点ꎬ统一的欧亚教育空间能够支持俄罗斯文化在该地区国家中

的存在②ꎮ 最后ꎬ从中长期来看ꎬ这一倡议也是开放的ꎬ无论对于处于加入上海合

作组织进程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ꎬ还是对于与欧洲地区高等教育(包括俄罗斯加

入博洛尼亚进程)和更雄心勃勃的英语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一体化计划(中国教育

和科研体系与这些国家ꎬ首先是美国的进一步一体化)ꎮ
欧亚高等教育一体化构想可能会引起一些人对该地区国家学术体系现

状的怀疑ꎬ因为他们听到的说法是:中国人对在俄罗斯留学没有兴趣ꎬ他们认

为ꎬ除了某些自然科学ꎬ俄罗斯没什么可以教他们的ꎮ 同样ꎬ也有些人认为ꎬ
俄罗斯人不需要去中国ꎬ更不需要去中亚ꎬ最好还是接受欧洲或美国的教育ꎮ

这种怀疑源于这样一个事实ꎬ即在俄罗斯人的内心深处ꎬ对国际教育交

流的传统认识仍然占主导地位ꎬ体现在“向人学习”并 “传授于人”的范式ꎮ
当外国学生来到俄罗斯ꎬ按照俄罗斯教育的传统观念ꎬ教育的任务就是“传授

于人”ꎬ而到国外留学的俄罗斯学生也基本上遵循该模式而“向人学习”ꎮ
然而ꎬ在当今世界ꎬ国际教育理念正在发生变化ꎮ 作为教育一体化的基

础ꎬ现代国际教育项目的特点是“相互学习”ꎬ或者更简单地说是“相互沟通”
和“相互交流”③ꎮ 例如ꎬ俄罗斯学生到中国学习建筑学ꎬ学习的同时也能够

获得如何在这个国家做生意的信息ꎮ 回到俄罗斯后ꎬ当他成立了自己的建筑

设计室ꎬ他就可能与中国同学成为合作伙伴一起去参加中国夏季奥运会场馆

的招标ꎮ 这样的例子乍一看似乎不可思议ꎬ但事实上ꎬ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前夕建

成的北京国家体育馆和比它更著名的“鸟巢”就是瑞士建筑师雅克赫尔佐

格和皮埃尔德梅隆与中国当代艺术大师艾未未以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的共同设计作品④ꎮ 之后ꎬ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与艾未未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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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直延续到 ２０１２ 年伦敦奥运会的场馆设计①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目的绝不是将欠发达国家的学生派

往较发达国家去获取知识ꎬ而是“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ꎬ使之成为人口流动寻

找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ꎬ以促进欧洲大陆的全面发展”②ꎮ 该进程的依据在

１９９８ 年的«索邦宣言»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第一批高等院校大约 ７５０ 年前在

欧洲出现在那个时代ꎬ学生和学者可自由活动ꎬ在整个大陆传播他们的

知识ꎮ 今天ꎬ大多数完成学业的学生都没有在国外逗留和学习的经历我

们的教育体系是否得到国际高等教育界的认可和是否具有吸引力与该体系

是否在国外被充分理解有关”③ꎮ 换句话说ꎬ要想知道我们能够从对方学到

什么ꎬ首先应该加强交流ꎮ

二　 高等教育空间现状

欧亚教育一体化的工作已经展开ꎬ上海合作组织网络大学项目就是其重

要的成就ꎮ 到目前为止ꎬ共有 ６ 个国家的 ７６ 所高等院校参加了该项目ꎬ其中

包括 ２３ 所俄罗斯高等院校④ꎮ 此外ꎬ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在哈萨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了分校⑤ꎮ 在该项目框架内ꎬ国立莫斯

科罗蒙诺索夫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在深圳联合办学的工作也在进行中ꎬ上海

合作组织国家的学术机构之间也签署了大量的双边合作协议ꎮ
欧亚空间内现有的学术交流可分为两种ꎮ 第一种是两极交流———中国

和俄罗斯两个根本不同的学术体系之间的交流ꎻ第二种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

之间的交流ꎬ它们所拥有的后苏联历史共性有利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ꎮ 当

然ꎬ有着根本区别的体系很难进行合作ꎬ因此ꎬ如果谈及欧亚教育一体化问

题ꎬ应该首先考虑如何才能促进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体系的趋同ꎮ
在研究学术交流时应该注意到ꎬ学生的教育交流以及研究人员和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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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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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ꎮ 这两种类型的交流在组织和促进方式

上各有特点ꎬ需要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ꎮ
关于学术交流ꎬ目前大部分是以短期会议和研讨会的方式进行ꎮ 根据与俄罗

斯和中国专家的访谈得知ꎬ在俄罗斯高等院校工作着少量中国教师ꎬ基本都教授

语言学ꎬ而且主要是通过孔子学院ꎮ 相比之下ꎬ中国的高等院校更具开放性(聘请

外籍学者和教师)ꎬ但与来自英语国家和日本的学者相比ꎬ俄罗斯学者的数量非常

少(语言学教师以及从事创作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例外)ꎮ 根据厦门市政府的统计

数据ꎬ２０１４ 年ꎬ在这个外籍人眼中十大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中①工作着 ３ ８５８
名外籍专家(学者和教师都属于这一类)ꎬ其中约 ７０％为科学、教育和卫生等

领域的工作者ꎮ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②ꎮ
根据对俄罗斯侨民的调查ꎬ厦门市有 ４ 位来自俄罗斯的教师ꎬ他们就职于两

所以上的大学ꎬ工作时间均超过一年ꎮ
深度学术交流的一项指标是国际联合出版物统计数据ꎮ Ｍ Ｎ 科采米尔

采用“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收录杂志所刊登的俄罗斯学者与外国学者合作

出版物的数据ꎮ 图 １ 显示ꎬ２０１１ 年与俄罗斯学者合作出版最多的前四个国家

分别为德国、美国、法国和英国ꎬ占俄罗斯学者与外国学者合作出版物总数的

８８％以上ꎮ 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出版物占 ７ ２％ (２００１ 年为 ２ ３％ )ꎮ

图 １ 俄罗斯学者国际合作出版物情况(％ )

资料来源:Н М Коцемир Публикационн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их учёных в ведущих
мировых журналах  ｈｔｔｐ: / / ｃｙｂｅｒｌｅｎｉｎｋａ ｒ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ｎ / 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ｓｉｏｎｎａｙａ － ａｋｔｉｖｎｏｓｔ － ｒｏｓｓｉｙｓｋｉｈ －
ｕｃｈｅｎｙｈ － ｖ － ｖｅｄｕｓｃｈｉｈ － ｍｉｒｏｖｙｈ － ｚｈｕｒｎａｌａｈ

很显然ꎬ还有很多潜力尚待开发ꎬ特别是中俄两国学者之间的合作:目前

在中国学术界工作的俄罗斯侨民数量还很少ꎮ 中国在世界学术出版物中的占

比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４ ６２％ (居世界第 ６ 位)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３ ６２％ (居世界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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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ꎻ而俄罗斯的相应指标却从 ２ ９７％ (居世界第 ９ 位)降至 ２ １２％ (居世界第

１５ꎬ见图 ２)ꎮ 中国学术出版物在世界范围内被引数量的占比也相应增加: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３ １％ 增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８ １％ꎻ而在此期间ꎬ俄罗斯的这一指标却从

１ ４％(居世界第 １８ 位)降至 １ ２％(居世界第 ２２ 位ꎬ见图 ３)ꎮ

图 ２ 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学术出版物中的占比(％ )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图 ３ 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学术出版物中被引用数量的占比(％ )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在上述三个排名中ꎬ没有一个中亚国家入围前 ２５ 名ꎮ 然而ꎬ俄罗斯却是

这些国家的主要合作伙伴ꎮ 中亚国家学者与俄罗斯学者合作的出版物在各

自国家出版物总数中的占比情况分别是:吉尔吉斯斯坦 ２３ ４４％ ꎬ哈萨克斯坦

２３ １８％ ꎬ乌兹别克斯坦 １５ ４５％ ꎬ塔吉克斯坦 １４ ８１％ (见图 ４)ꎮ 至于欧亚空

间的教育交流ꎬ统计数据表明ꎬ在中国和俄罗斯学习的学生人数基本相当ꎮ
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ꎬ２０１４ 年在中国学习的俄罗斯学生人数为 １ ７２０ ２ 万

(按各国来华学生人数排名第 ４ 位)①ꎮ 根据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社会学中

心的数据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学年在俄罗斯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为

１ ８２６ ９万(仅次于哈萨克斯坦②ꎬ见图 ５)ꎮ 为了比较ꎬ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学

—３０１—

①
②

«２０１４ 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统计»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ｖｅ ｇｏｖ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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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数据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学年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 ２７ ４４３ ９ 万①ꎮ 很

明显ꎬ与俄罗斯相比ꎬ目前美国的教育体系更具吸引力ꎮ

图 ４ 俄罗斯与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的学术合作(％ )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图 ５ 中俄学生交流情况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А Л Арефьев ꎬФ Э Шереги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и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слу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уск ５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 :Социоцентр ２０１５ С ４２ꎻ中国教育部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年各年统计年鉴ꎮ

表 １ ２０１３ 年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留学生人数比较 (单位:万人)

　 　 国别

所在国　 　
哈萨克斯坦 中国 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２ ３６５ ６ １ ６３８ ５ — ０ ５６６ ０ ０ ５６０ ５ ０ ２６２ ７

中国 １ １１６ ５ — １ ５９１ ８ ０ １９４ ４ ０ １８０ ５ ０ ３１１ ５

　 　 资料来源:А Л АрефьевꎬФ Э Шерегиꎬ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и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слу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уск ５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 :Социоцентрꎬ２０１５ С ３９ꎬС ４２ꎻ 中国教育部 ２０１４ 年统计年鉴ꎮ

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俄罗斯重要的留学生来源国(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学年在俄

罗斯的哈留学生为 ２ ７５２ ４ 万人ꎬ占第 １ 位)ꎬ也是中国重要的留学生来源国

(１ １７６ ４ 万人ꎬ占第 ９ 位)ꎮ 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中亚成员国在欧亚教育市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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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则占比较次要的地位(见表 １)ꎮ

三　 发展欧亚高等教育一体化的任务

发展欧亚高等教育一体化的任务ꎬ首先要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在学术体系

上的协调ꎮ 这是由于两国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ꎬ而且ꎬ凭借各自的经济和科

学潜力这两个国家理应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区域一体化的引擎ꎮ
我们可以先从学术交流开始ꎮ 对于成熟的学术交流来说ꎬ其特点是定位

于高层次的专家:学者、教师、官员或级别更高的学生ꎮ 这是以深度相互渗透

的发展规划为前提的ꎬ如长期的学术培训、联合科研、联合出版、建立联合科

研中心、双学历和双学位国际项目等ꎮ
为了深化学术交流并提高其质量ꎬ首先必须完善相互承认学术成果的制

度ꎮ 中国和俄罗斯目前承认国际学术引文数据库ꎬ特别是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很长时间的有针对性的工作)ꎮ
然而ꎬ承认俄罗斯高等鉴定委员会名录和中国相关名录中的杂志所发表的论

文ꎬ的确存在技术上的困难ꎮ 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际数据库对发表论文的

质量监控做得更好ꎻ另一方面ꎬ存在一种恶性循环:如果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不

被承认为学术成果ꎬ杂志本身也就失去了吸引力ꎮ
此外ꎬ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ꎬ学术流动性的增强需要依靠支持学术流

动的奖学金和助学金ꎬ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条件ꎬ在当今世界ꎬ助学金实际上

已经足够多了ꎮ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条件是克服体制和心理障碍ꎮ 在俄罗斯经常听到

有人抱怨人才外流ꎮ 而研究国际移民的学者早就发现ꎬ更为灵活的移民政策

实际上促进了移民的流动ꎬ因为他们在返回家乡之后不用害怕失去再次离开

的机会ꎻ相比之下ꎬ刚性的移民政策带来的却是永久性的移民①ꎮ
对于俄罗斯研究人员和教师来说ꎬ长期出差往往成为问题ꎮ 例如ꎬ某位

学者被邀请到国外的大学做客座教授ꎬ他是否能够成行取决于领导ꎬ同时还

须考虑人事安排问题ꎬ诸如谁在这段时间内代替他授课、将来是否会发生离

职或者移民等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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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问题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ꎮ 教师可享受科研假ꎬ具体为每五

年一次ꎬ为期一年ꎻ或者每两年半一次ꎬ为期半年(各学校规定不同ꎬ但大致如

此)ꎮ 同时ꎬ为提高工作积极性ꎬ科研假往往与职称晋升相关ꎮ 例如ꎬ助理教

授必须有至少一年在国外的经历ꎮ 假期不是自动享有的ꎬ其获得的依据包

括:写书、被聘为客座教授、获得资助等ꎮ 从原则上讲ꎬ休科研假的申请不会

被拒绝ꎬ而且最重要的是工作岗位得以保留ꎮ 在确定编制和员工人数时ꎬ有
关文件就规定了这类科研假ꎮ

谈到学生交流ꎬ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宗旨就是为学生提供从任何学期都

可以开始在其他合作大学学习的机会ꎬ这看起来非常有前途和吸引力ꎬ但在

实践中还存在一系列技术上的难题①ꎮ 首先是成员国的教育计划和标准的

差别ꎬ如学习时间、学时、教育学分的不同规定以及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关

系等ꎮ 此外ꎬ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内的教学仅涉及若干重点领域ꎬ如区域

研究、生态、能源、经济、ＩＴ 技术、纳米技术和教育学ꎮ
各国高等教育结构的不同是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

样ꎬ中国建立了三阶段体系:本科(４ 年) ＋ 硕士(一般为 ３ 年) ＋ 博士(３ ~ ４
年)ꎮ 中俄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相互承

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议»(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１４ 日)ꎮ 然而ꎬ该协议的措辞相当笼

统ꎬ从而使俄罗斯文凭在中国被承认更多的是依靠传统ꎬ而不是法律文件ꎮ
因此ꎬ在这方面存在很多实际困难ꎬ特别是双学位国际项目的开展以及俄罗

斯专家、副博士和博士的地位问题ꎮ
为了成功建立和扩大欧亚高等教育一体化ꎬ必须解决上述分歧和矛盾ꎮ

俄罗斯学历和学位的地位问题是其对俄罗斯教育体系是否具有吸引力的关

键问题ꎮ 教育标准的接轨包括:相关国家和高等学校签署关于学习时间、发
放毕业证书和授予学位的程序、相互承认学术成果的协议ꎮ 这项工作并不一

定局限于各优先领域ꎮ 在开展交流时也并不一定寻求与合作国家之间严格

的数量平等ꎮ 工作重心依然是中国和俄罗斯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在适度关注是否注重高等教育质量的同时ꎬ俄罗斯也应灵活

对待在他国获得的学历和学位ꎬ并信任合作伙伴ꎮ 在俄罗斯ꎬ每年都有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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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需要复读或进行走读考试的学生ꎮ 而在中国ꎬ派遣同专业学生出国留学ꎬ他
们在合作院校的课程实际上取决于其获得的学分ꎬ而不是学习计划的具体内容ꎬ
学生们在结束国外高校的学期或学年之后在国内不用重复学习一些课程ꎮ

虽然不追求交流人数的绝对平等ꎬ但对俄罗斯来说ꎬ在吸引学者和学生

来俄罗斯的同时ꎬ还应派遣俄罗斯人到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内其他国

家ꎮ 例如ꎬ当乌克兰危机爆发时ꎬ俄罗斯才意识到ꎬ过去对于乌克兰地理学专

业人士的培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ꎮ 中亚地区成为未来世界的战略一极(特
别是在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后)激励俄罗斯学者和学生来到该

地区进行相关研究和分析(他们已经像研究美国和中国那样在积极地工作)ꎮ
总之ꎬ在促进和发展欧亚高等教育一体化构想的过程中必须记住ꎬ欧亚

教育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和提高俄罗斯和该地区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

总体质量ꎮ 着眼于欧亚大陆并不排斥俄罗斯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教育一体

化进程ꎮ 俄罗斯应该继续采用国际教育一体化和学术界的先进经验并与世

界公认的高等教育领先者合作ꎮ 我们期望ꎬ俄罗斯教育吸引力的增强在长期

内不仅是由于俄语的区域化或学习俄语的人数较多ꎬ而且与俄罗斯教育对世

界上最成功的教育体系的相容性有关ꎮ

四　 结论与建议

欧亚教育一体化框架内教育标准的接轨和完善相互承认教育成果将有

助于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建立学术的、专业的人际基

础ꎬ以实现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ꎮ 欧亚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具体工作可以在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ꎮ 首先ꎬ不仅要关注学生交流ꎬ而且要关注学术交流ꎬ尤其

是高级专业人士和深度相互渗透计划ꎬ该地区学术成果发表规定的趋同将成

为其实际推动力ꎮ 其次ꎬ必须争取各国教育标准的接轨ꎬ特别是中国和俄罗

斯这两个作为地区发展引擎的国家ꎮ 这主要是指高等教育结构、学习时间、
发放毕业证书和授予学位的程序、教育计划的执行、相关国家和高等院校相

互承认学术成果等ꎮ 最后ꎬ对于学术交流来说ꎬ体制和资金的支持非常重要ꎮ
这项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加强体制的灵活性ꎬ促进以获得经验为目的的交流参

与者在合作伙伴国家以及返回祖国后能获得良好的职业前景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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