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意见 

教外办学[2013]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

学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继续深入扩

大教育对外开放，巩固发展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成果，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

解决个别地方和单位存在的办学目的不端正、片面逐利倾向、办学整体质量不高

等问题，现就新时期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提出如下意

见： 

一、明确质量保障建设总体目标 

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建设总的目标是：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逐步增多，品牌专业和示范课程初具规模，结构更加优化、布局更加合

理，质量评估和认证体系趋于完善，质量监管和信息公开平台基本建成，对高等

教育改革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对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进一步

提升。 

二、加强全面统筹，优化布局结构 

（一）加强类别统筹。举办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要纳入办学所

在地省级人民政府高等学校设置规划，坚持强强合作、典型示范，真正引进强校、



名校。鼓励举办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发挥双方学科优势，在相

近或相关领域开设学科专业，推动学科协同创新。 

（二）加强地区统筹。加强对全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合理规划和全面统筹。加

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的统筹管理。引导中外合作办学发展

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展高水平、示范性的中外合作办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扶持力

度，支持中西部地区办学基础较好的高等学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三）加强学科统筹。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要分别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

置管理规定》和《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有关要求开设专

业。鼓励在国家急需、薄弱和空白的学科领域，以及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战

略新兴产业等领域，与外国教育机构确具优势的学科专业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严

控已有相当规模的商科、管理学科、国家控制布点学科的合作办学，严把资源引

进入口关，维护我教育主权。 

三、完善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机制 

（一）突出优质资源导向。对利用现有办学条件举办不具有法人资格的高水

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简化审批程序，加快审批流程。对办学水平一般的外国教

育机构、同一外国教育机构在境内举办多个合作办学以及拟举办专业在境内较为

集中的，严格限制。 

（二）优势互补实质合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做好优质教育

资源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融合创新。对举办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要借鉴外国教育机构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实现高端引领。对举办不具有

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要突出双方办学特色，鼓励双方发挥学科优势，

推动学科创新。 

（三）拓宽资源引入渠道。充分利用境外教育展览、重要国际会议、双边多

边合作平台和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等多种渠道，引进国际一流教育资源来华开展

合作办学，拓展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空间。 

四、规范办学过程管理 

（一）完善招生机制。颁发中国高等教育学历文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招收

中国内地（祖国大陆）学生，招生计划要纳入经教育主管部门核定的年度招生规

模内，并按照国家有关招生工作规定和要求开展招生工作。只颁发外方合作办学

者学位证书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不低于外方合作办学者在其本国录取标准的

基础上，逐步采取与国内高考、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等方式相结合的录

取模式，逐步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和选拔机制。 

（二）保障师资质量。加强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师资队伍建设，保证教学质

量。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外方教师，应从外方合作办学者校内选派一定数量的专

任教师担任；在国际上招聘的教师，其职业资格和学术水平应不低于外方合作办

学者的教师标准和水平，并获得合作双方的认可。对外方教师的规模、专业水平、

任教的课程和时间等，要在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符合相关要求，同时建立监督

考核机制。 



（三）规范收费管理。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收费管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会

同物价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完善中外合作办学收费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收费项目和标准要向社会公布。 

五、完善质量评价体系 

（一）健全质量评估制度。建立和完善中外合作办学定期评估制度，突出学

校自评、学生满意度测评、专家和社会综合评价等评估方式，全面推进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评估工作，规范办学秩序，维护学生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二）建立质量认证机制。支持相关机构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质量评价机

构合作，建立反映中外合作办学特色、具有广泛社会公信力和国际可比性的中外

合作办学质量认证标准和机制，推动行业质量提升和健康发展，加强行业办学自

律。 

六、加强质量监管和行业自律 

（一）加强监管工作平台建设。完善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和中外

合作办学颁发境外学历学位证书认证注册工作平台，加强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监管，

促进规范办学，实现科学发展。 

（二）加强信息公开。建立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度报告发布制度。鼓励各地

区建立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年度报告发布制度。各高等学校要加强中外合作办学

信息公开工作，主动通过校园网等媒介公示办学情况，接受学生和社会的监督。 



（三）加大执法力度。对违反国家教育方针和有关法律法规、未达到法定办

学条件和标准、未按照合作办学协议约定投入办学资源以及质量评估不合格的机

构，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规定，严肃

查处，依法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予以停止招生或吊销办学许可证，促进形成

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加强行业自律。中外合作办学行业组织要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

制订行业标准，规范行业行为，通过开展能力建设、宣传引导、研究咨询、国际

合作，推动办学单位持续提升办学质量。 

七、推动改革创新，加大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支持力度 

综合利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和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平台，加强

办学体制机制创新，建设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鼓励各地区各高等学校

加强人财物投入，择优建设一批中外合作办学示范机构、品牌专业和示范课程。

加强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的经验总结和典型宣传。 

八、强化分级管理 

教育部按照国家教育方针和法律法规，进一步做好中外合作办学统筹规划、

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突出引进优质资源，优化布局结构，全面提升我国高等学

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与水平。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教育部指导下，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职能，加强对本

地区中外合作办学类别和学科专业统筹，积极扶持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



发展。及时研究解决中外合作办学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大对本行政区域

内违规行为和非法办学的查处力度，推动形成良好的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环境。 

各高等学校要进一步完善中外合作办学内部质量管理机制，加大资源投入，努力

创办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充分发挥中外合作办学对促进教育教学

改革、学科发展、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作用。 

教育部 

2013年 12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