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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昌贵教授又一本新著《走向国际化——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研究》问世了。
这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研究成果。
　　这本力作，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
经验和教训，分析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影响，探讨其共性规律和个性特点；论述了经济全球化
对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出的新挑战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的
发展；进行了中外合作办学、留学生教育的比较研究；对我国高等院校引智工作进行了历史回顾和展
望；预测了21世纪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趋势，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全书结构严谨，论述清晰，资料丰富，逻辑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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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进国际化：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研究》首先对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内涵和外延、教育国际
化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对其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进行了述评，对“高等院校第四职能”、“学术
外交”、“超长板效应”等理论观点进行了论述，分析了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政策演
变过程；然后从出国留学教育、来华留学教育、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和中外合作办学等四个专题，
对其发展过程、现状特点、存在问题与原因、发展趋势与对策进行了研究，介绍了美国、欧盟、澳大
利亚和香港地区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有益经验和启示，对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事物——跨国教
育问题进行了讨论，对粤港澳高等教育制度化合作问题进行了分析。
最后介绍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汕头大学等广东高校开展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既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我国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哪些历史经验和教训？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迈向国际化方面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有些什么，共性规律和个性特点？
新时期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应向何处发展？
《走进国际化：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研究》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走进国际化：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研究》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外教育
交流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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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抓紧做好这些人员的回国工作。
劳动人事部和教育部于1983年7月提出了《关于1983年毕业留学生分配问题的报告》，对回国留学生的
工作安排基本上沿用过去国内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办法。
回国的留学人员由劳动人事部统一分配，连分配到各单位的人数都是具体的。
报告提出了今后回国留学生的工作分配原则：进修人员原则上回原单位工作；单位公派留学人员回国
后一律回原选派单位安排工作；国家统一计划选派的留学人员，除了选派时有特殊规定的人员外，毕
业回国后一律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自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由各单位量才录用，妥善安排。
显然，这个分配计划有很多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对留学回国人员的工作安排过于死板，留学人员和
用人单位都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可能使得回国留学人员的学用不能很好地结合，也间接影响了部分留
学人员不回国的决定。
　　据统计，1981年和1982年两年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总数达3100多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进修人
员。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大多能学成回国。
但从1984年起，出国进修人员的学成回国率也开始出现下滑趋势。
据统计，1983一1986年间，每年公派出国的进修人员的数量呈上升趋势，然而同期内，每年回国人数
却呈下降趋势。
分析其原因，在我国出国留学工作初步开展的阶段，出国留学人员滞留海外固然有某些国外因素，但
更重要的是与国内选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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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教育出版社斥资成立的“广
东优秀教育专著出版基金”，旨在支持、资助我国教育研究专著出版，繁荣教育出版事业，为教育事
业发展尽绵薄之力。
对基金资助出版的教育研究专著，实行自由申请、公平竞争，专家评议、择优出版的原则。
　　本基金已出版了多种优秀教育专著，广受教育界读者欢迎，在图书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我们长期向作者征集书稿。
内容及要求如下：　　1.优秀教育学术论著。
包括教育学理论、教育学方法论、教育史、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
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心理学、比较教育学、远程教育和教育信息技术学等学科领域的论著以及教育发
展宏观研究、教育政策、教育管理，教育成本等方面的研究专著。
要求进行学术理论层面的探讨，有新建树，有较完整、严谨的学术建构。
　　2.对教育改革和发展重要问题的理论探讨。
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对我国教育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有鲜活的材料和观点，提出对
解决问题有所助益的对策与措施。
　　3.对教学改革、新教学理论的探索。
要求体现创新精神，并进行理论层面的探索，不提倡仅停留在经验形态的总结。
　　4.著名教育家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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