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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一带一路”的铁路工程
国际化教育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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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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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国铁路建设“走出去”为契机,重点面向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充
分发挥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和交通运输工程两个“双一流”建设学科的人才培养优势,开展铁路工程国际

化教育研究。 创建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体系,成立“一带一路”铁路国际人才教育联盟,打造铁路工程教

育共同体,推动沿线国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推动中南大学与国家政府部门

和大型建筑企业开展校企合作育人;助推中国铁路标准的国际认可,以人才培养为平台推动中国文化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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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铁路“走出去”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一环。 目前,中国运营高铁约 3. 8 万 km,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铁成套技术

作为国家名片正全面走向世界。 中国-东盟、中非、中欧、中美都有铁路工程项目合作,尤其是中国-
非洲的坦赞铁路和蒙内铁路、亚吉铁路,以及正在建设的中国-老挝铁路都整体引进了中国铁路标

准和管理模式,中俄的莫喀铁路、中国-东盟的雅万高铁、中缅和中泰等项目正处在不同阶段的推进

过程中[1] 。
为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还需解决以下问题:
(一)目标国缺乏铁路建设和铁路运维管理人才

随着各项目的推进,目标国的高速铁路建设技术人才和运维管理人才严重缺乏,而东南亚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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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各国大学根本没有相应的专业,无法培养铁路专门人才,迫切需要引入专业教学资源开展铁路各

相关专业的学历教育和员工培训。
(二)中国工程企业缺乏国际工程管理与技术人才

中国大型建筑企业承接了很多海外铁路工程项目,急需大量熟悉国际建筑市场商务、法律、项
目管理和技术规范以及目标国风俗礼仪的国际化铁路工程人才。

(三)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体系亟待完善

目前,中国高校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还远不能满足国际铁路工程对项目管理和技术人才的需

求,需要对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体系所包含的各大要素(如教育机构、运转机制、培养对象、培养方

案、培养经费、国际师资、国际教材等)进行充分研究、优化整合和系统建设。 该体系建设必须依靠

中国和目标国政府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国内外高校的紧密结合、国内外相关企业的积极合作才能

顺利开展。
(四)国际化教育存在较大风险

由于政治、文化、宗教、法律和教学理念不同,以输入型为主的国际化教育存在不少政治风险、
宗教文化风险、教学目标达成度风险和合作办学风险[2] 。

二、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体系建设

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和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开展了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研究,成立“一带一

路”铁路国际人才教育联盟(Railway
 

International
 

Talent
 

Education
 

Alliance,
 

RTEA),打造铁路工程教

育共同体,推动沿线国家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构建了“一个联盟、两
个高校、三种对象、四个机制、五项保障”的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体系。

(一)构建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战略联盟

2018 年 6 月,由中南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联合发起并成立的“一带一路”铁路国际人才教育联

盟,成员包括 24 个高校和 6 家企业单位。 以“师资共享、课程共享、教材共享、基地共享”为目标,搭
建工程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提升工程教育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作用,并共同规避和承担国际教

育风险。
(二)以中南大学和国外高校为主体,积极拓展铁路工程国际教育合作项目

课题组重点选择非洲、东南亚和南美地区与中国轨道交通合作较多的国家,做好国际合作办学

的顶层设计,创建多种办学模式,顺利推进了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合作。 近 2 年,中南大学与尼日

利亚教育部和交通运输部、埃塞俄比亚国家铁路总公司、泰国教育部、泰国国家铁路局、泰中文化促

进委员等单位交流互访,与尼日利亚的艾哈迈杜·贝洛大学、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泰国

北曼谷先皇科技大学和清迈大学、巴拿马科技大学分别签订国际工程教育合作协议,开展“1+4”和

“3+2”铁路工程国际人才培养项目。
(三)面向三种培养对象,努力构建多类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项目研究了目标国(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泰国、巴拿马)对不同层次铁路工程人才的需求,积
极构建多类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表 1),为目标国培养土木工程、交通运输等铁路专业人才,为中

国大型企业培养国际工程技术型、管理型和研究型人才。
(1)留学生学历教育。 中南大学与目标国工科优势高校,开展反向“1+4” “3+2”及短期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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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硕士、博士联合培养项目。 结合商务部援外项目,为受援国培养交通运输行业高端管理人才

(1 年制和 2 年制硕士和 3 年制博士) [3] 。
(2)国际铁路职员培训。 结合目标国铁路职员进一步深造需求,开办各种短期专业培训。
(3)国际化人才培养。 技术与管理型人才培养:为满足中国中铁国际项目人才需求,中南大学

与中国中铁合作创建“3+1”的中国中铁国际班和国际工程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 研究型人才培养:
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等高校开展“2+2” “3+1+1”联合办学项

目,输送优秀本科生到国外高校完成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表 1　 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类型 特色班 学制 培养模式 培养特色 人才类型

学历
教育

中澳国际班 4 年(2+2)

UIUIC 国际班 5 年(3+2)
国际教育合作

培养体系国际化
教学团队国际化
考核方式国际化

研究创新型人才

中铁国际班 4 年(3+1) 校企订单办学 双师 教 学、 双 基 实
践、特色课程 国际工程型人才

中国-非洲
东南亚

5 年(3+2)
4 年(2+2) 国际合作培养

全程英文培养、特色
专业体系、中国行业
标准

5 年(1+4) 双语培养 双语培养、特色专业
体系、中国行业标准

留学生国际工程型
人才

商务班 3 年(硕士) 英文培养
全程英文培养、特色
专业体系、中国行业
标准

留学生国际工程型、
研究型人才

职业
培训 培训班 一年或半年 双语 国际 工 程 商 务、 法

律、合同、建造
国际职业人员技术
与管理培训

　 　 (四)创建四个机制,协同国际化教育外部环境

(1)高校联盟运转机制。 以“师资共享、课程共享、教材共享、基地共享”为目标共同搭建铁路工

程教育国际合作平台,促进联盟内高校和大型建筑企业实现国际化教育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为目

标国铁路行业开展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中国铁路标准和人文影响力,为中国铁路“走出去”创

建良好的人文环境,打造中国工程教育品牌。
(2)企业高校合作机制。 中南大学与境外铁路工程项目参建各方签订校企人才培养、培训合作

协议,企业深度参与培养方案制定,提供实训环境和师资,学校为中外铁路企业定向或非定向输送

国际化专业人才。
(3)行业部门协调机制。 努力争取国内外交通(尤其是铁路)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工程教育认

证等机构的政策支持和专业教育许可。
(4)国家政策响应机制。 在遵守目标国法律及相关教育制度的前提下,努力争取并快速响应国

内外商务、外事、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政策,提高教学效率,规避国际教育风险。
(五)做好五个保障,创建国际化教育校园环境

(1)教学保障。 项目执行以来,针对不同培养对象,课题组共同制定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等

专业的本、硕、博留学生培养方案 10 余份,以提高核心工程能力为目标规范了招生方式、教学内容、
课程体系、教材教案、课程大纲和考核方式[4] 。 组织编写“一带一路铁路国际人才教育丛书”共 23
册,其中,在国际出版社 Elsevier 出版 6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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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资保障。 制定了相关人事和薪酬制度,吸引国际、国内高水平教师,创建稳定的铁路工程

国际化师资队伍。 2018—2019 年,11 名外籍教师到校授课 14 门。
(3)制度保障。 与目标国高校和相关企业协商,制定国际学院日常运行和教学管理相关制度,

保障教学工作各环节(招生、培养、毕业等)顺利进行。
(4)资金保障。 2018—2019 年,中南大学每年为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投入配套经费 300 多万,

中土集团、中国中铁分别为中土国际班和中铁国际班投入 320 万和 180 万。 学校经费主要用于国际

铁道学院的国际交流、教材编写、管理人员经费,企业经费主要用于学生奖助学金及部分教师薪酬。
所有经费保证了项目研究顺利实施。

(5)条件保障。 学校加强国际化工程教育软、硬件建设,主要解决留学生理论与实践教学平台、
生活食宿以及外籍教师办公生活上的问题。

三、实践效果

(一)顺应新工科国际化教育发展,创建铁路国际人才教育联盟

中南大学发起并成立了 20 多所学校参加的“一带一路”铁路国际人才教育联盟,为铁路行业国

际化工程教育的标准制定和教学资源共享作组织准备,推动了工程教育国际化进程。
(二)结合企业国际化需求,开创订单式中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新模式

在新工科项目支持下,中南大学依托轨道交通学科优势和铁路专业人才培养特色,结合国内大

型建筑企业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创造性地实践了“中南大学—企业—目标国大学”三方校企合作

办学模式,是“订单式”中外校企联合培养新模式。 该模式下,目标国高校负责基础课教育,中南大

学负责铁路专业课教学,企业负责经费和留学生就业,三方共同参与留学生选拔、课题体系构建和

培养方案制定。 该模式满足了国内外高校国际化教育合作需求和中国企业对外籍技术与管理人才

的需求,又解决了目标国铁路工程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实现了中外高校、企业、留学生多方共

赢,是极具示范效应、可持续的校企合作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三)满足目标国铁路人才需求,扩大留学生规模,提高教学质量

随着坦赞铁路、亚吉铁路及城轨交通投入运营,非洲急需本地铁路运维技术人才。 2018—2020
年中南大学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项目的留学生招生规模如表 2 所示。 在教育部新工科国际化教育

项目的支持下,课题组做好顶层设计,系统制定各种层次的国际化培养方案,规范留学生教学与生

活管理制度,从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两方面保证了国际化教学质量。
表 2　 2018—2020 年留学生规模

学院 类别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土木工程

学院

本科生 19 33 28
硕士研究生 28 49 38
博士研究生 6 9 8

交通运输

工程学院

本科生 55 69 33
硕士研究生 14 28 31
博士研究生 1 7 11

商务部援外培训班 30 30 0

小计 153 225 149

　 　 ∗受疫情影响,2020 年留学生人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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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广与应用

(一)积极构建和参与“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推动交通强国、智力先行

中南大学全方面积极参与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发起并成立“一带一路”铁路国际人才

教育联盟(包括 24 个高校和 6 家企业单位),涵盖具有铁路行业背景高等院校与职业技术学校,覆
盖所有铁路专业和各学历层次。 作为创始成员,先后加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一带一

路”高校战略联盟、中国-中亚国家大学联盟、中俄“两河流域”高校联盟和中俄交通等大学联盟及中

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 创建的校企合作、校校合作模式和编著的英文教材均在各联盟高校中

推广应用。 联盟高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每年为目标国铁路行业培养各层次学历人才、培训列车司

乘等职业技术人才达到 2
 

000 多人,为中国铁路“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智力支持,逐步缓解目标国

铁路行业人才紧缺的现实问题。
(二)务实推进国际化工程教育,显著提升国际影响力

尼日利亚艾哈迈杜·贝洛大学、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泰国清迈大学和北曼谷先皇科

技大学、巴拿马科技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等签约高校普遍认为中南大学国际化教育合作模式

具有很好的国际合作示范效应。 泰国副总理威萨努-科安向中南大学提出建设国际铁道学院的邀

请,俄罗斯、白俄罗斯邀请中南大学在国际铁道人才培养方面深度合作。 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魏强高

度赞扬中南大学国际合作的前期成果,充分肯定中南大学的务实精神。 目前,各种模式的国际化教

育逐步在非洲、东南亚、南美洲推广。
(三)大力推广中国铁路标准,助力“一带一路”倡议

所有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全部按照中国标准和中国规范,有利于在目标国普及中国铁路标

准[5] ,促进目标国技术人员接受中国铁路技术,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建筑市场的竞争力。 留学生在

校期间,开展大量专业实践活动及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培养一批知华、友华的

国际专业人员,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铁路“走出去”计划。
(四)先行创建高铁学科竞赛,提升中国高铁品牌

中南大学创建了“国际大学生高速铁路建造技术模拟邀请赛”,依托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和重载铁路工程结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届比赛吸引了莫纳什大

学、汉诺威大学、北曼谷先皇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国内外 20 多所高校近 40 支队伍 300
余名师生参赛。

五、结语

从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的机构组建、运转机制、培养对象、培养方案、培养经费、国际师资、国际

教材等要素出发,系统开展中国铁路工程国际化教育体系建设。
创建中国铁路工程教育“走出去”范式。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在大型建筑企业大量承接国

际铁路工程项目的大环境下,中南大学紧跟中国铁路“走出去”发展进程,与中国企业、目标国高校

共同创建中国铁路工程教育“走出去”范式,培养国际铁路工程建设与运维管理人才,助推中国铁路

标准走向国际建筑市场,以科学技术交流为平台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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