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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国门大学是构建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尝试和必要手段。本文按文献的发展脉

络与逻辑关系分析了相关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的最新趋势，对国门大学的概念、探索与目标三个方面进行了

总结，以期为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本文认为，建设国门大学，必须坚持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以“一

带一路”倡议为重点推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采取切实措施实现构建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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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新秩序贡献的重要方案，而教育建设作为社会

发展的基础，则是事关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1］。教育的对外开放，促使高等学校积极投身国

际事务，以教育和非教育手段参与全球治理。国门大学作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尝试，逐渐成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准确把握国门大学的科学内涵，深刻理解国门大学在对外开放、构建中国话

语体系和传播中国理念中的重要地位，认真总结建设国门大学的经验与启示，客观探析建设国门大学面

临的紧迫问题，有助于我们采取科学有效的手段推进国门大学的建设，进而推动全球治理工作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自杨磊［2］提出国门大学的概念以来，以普洱学院、红河学院等为代表的国门大学在自身的建设与

发展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国门大学不仅为边疆地区培养了人才，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还为边疆

治理、对外开放与国际交流提供了新的路径。但是，定义未达成共识、成果未加以总结、方向未能够确

定等问题的存在，呼唤着基于理论的新方法与新手段的出现，从而为实践提供支持。

本文比较了国门大学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差异，基于文献对国门大学的概念、探索与目标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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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论述，指出建设国门大学必须坚持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推进教育国

际交流与合作，采取切实措施实现构建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

1  国门大学的概念辨析

国门大学的定义尚未形成共识。李刚存认为，国门大学的概念由红河学院提出［3］，而理论界中最

早关于国门大学的论述，应追溯到杨磊于 2004 年发表的《凸现师专在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

功能——文山师专办学定位探析》一文。文中“国门大学”一词被用于叙述文山学院（学校名称参考《全

国高等学校名单》［4］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同）的办学定位，即“积极辐射东南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民族性、生物多样性突出的多科性国门大学”。尽管该文并未明确界定何为国门大学，却揭示了

创建国门大学的逻辑起点——高校所处的地理位置。杨磊［5］在《关于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办学地域特色

的思考：以文山师专为例》一文中深化了这一观点，指出该校办学特色的边疆性正是依托学校所处之边

界位置体现。

理解国门大学，重点在于如何理解“国门”这一修饰语。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国门”一

指国都的城门，二指边境［6］。因此，在讨论国门大学这一概念时，学界往往将“国门”的含义等同于边境、

边疆地区，作为对中心词“大学”的修饰。王晓军指出，边疆地区的高校常被称为国门大学［7］；段从宇、

李兴华及伊继东等人认为，国门大学是指分布在与国外直接接壤地区的大学［8，9］；陈德洲定义国门大学

为处于边境地区，临近国门的高等院校［10］；李宇则建议在讨论国门学校时，应将其理解为一类国家在

边境沿线设立的学校［11］。混同修饰语，致使国门大学与边境大学、边疆大学之间的界限模糊，营造出

国门大学就是边境大学、边疆大学的假象。国门大学在地理分布上固然具有与边境大学、边疆大学类似

的特征，而毋庸置疑的是，前者并非后者的简单替换词。

当确定地理位置的沿边性为国门大学的首要特征时，我们不得不回答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如何理

解前述定义中的“边疆地区”“与国外直接接壤地区”“边境地区”“边境沿线”？其二，国门大学与

边境大学、边疆大学或沿边大学——尽管边境大学、边疆大学和沿边大学三者间可能存在差异，然而由

于本文之讨论重点为国门大学，故除特别说明外，后文中的沿边高校一般均作为边境大学、边疆大学或

沿边大学的指代——等同样指代位于国界地带高校的概念，它们的区别何在？

第一个问题所追问的是对国门大学沿边性的规定，包括距离国界多远属于沿边等子问题。在以往讨

论沿边高校的沿边性时，学界一般采两种方法加以解释。一种是模糊描述法，如使用“边境地区”“边

疆区域”或“边疆地带”等词来描述其沿边性［12-14］。另一种方法是从量上进行界定，如车永宏、宋丽

荣就将距边境线 100 公里以内的高校定义为边境大学［15，16］，郭振华、朱蕊则将这一界限扩展到了 200

公里以内［17］。这两种规定沿边性的方法教条而死板，且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笔者更推崇杨邵灵［18］

的方法，即从行政区划的视角加以界定。

表 1 列举了学界所普遍认可的沿边高校。可以看到，在沿边高校的语境下，高校所在的省级行政区

均与邻国接壤，而其所处的地级或县级行政区是否沿边，并不是其成为边境大学、边疆大学或沿边大学

的要件。因此，位于广西、新疆、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陆路边疆省区的高校都可以被称作边境大学、

边疆大学或沿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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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理论界用“边境大学／边境高校”“边疆大学／边疆高校”“沿边大学／沿边高校”指称的高校

Table 1 Borderland-located Universities Titl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名称 所在地 地区沿边 * 县区沿边 † 来源
广西大学疆 南宁市西乡塘区 － － ［19］

广西民族大学疆 南宁市西乡塘区 － － ［20］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境 钦州市钦南区 － － ［21］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疆 乌鲁木齐市屯河区 － － ［22］
云南大学疆 昆明市五华区 － － ［23］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疆 丽江市古城区 － － ［24］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疆 昆明市西山区 － － ［23］

云南民族大学疆 昆明市呈贡区 － － ［23］
云南艺术学院疆 昆明市呈贡区 － － ［25］

云南农业大学疆，沿 昆明市盘龙区 － － ［23］
云南师范大学疆 昆明市呈贡区 － － ［26］
昆明城市学院疆 昆明市五华区 － － ［23］
云南财经大学疆 昆明市五华区 － － ［23］

内蒙古大学疆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 － ［19］
内蒙古工业大学疆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 － ［27］
右江民族医学院境 百色市右江区 ○ － ［21］

石河子大学疆 第八师石河子市 － － ［28］
伊犁师范大学疆 伊犁州伊宁市 ○ － ［29］
曲靖师范学院疆 曲靖市麒麟区 － － ［30］

百色学院境 百色市右江区 ○ － ［21］
西藏大学疆 拉萨市城关区 － － ［19］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院疆 丽江市古城区 － － ［31］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疆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 － － ［22］

呼伦贝尔学院疆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 － ［32］
疆昆明学院疆 昆明市官渡区 － － ［33］

昆明理工大学疆 昆明市呈贡区 － － ［23］
昌吉学院疆 昌吉州昌吉市 ○ － ［22］
昭通学院疆 昭通市昭阳区 － － ［23］

北部湾大学境 钦州市钦南区 － － ［21］
喀什大学疆 喀什地区喀什市 ○ － ［34］

黑龙江大学境 哈尔滨市南岗区 － － ［35］
塔里木大学疆 第一师阿拉尔市 － － ［36］

新疆大学疆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 － ［37］
新疆农业大学疆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 － ［38］

新疆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疆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 － ［22］
新疆师范大学疆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 － ［39］
新疆医科大学疆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 － ［40］
新疆科技学院疆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 － ［22］
新疆财经大学疆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 － ［40］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境，沿 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 ○ ○ ［41］

注：* 即高校所在地级行政区是否沿边；† 即高校所在县级行政区是否沿边；境为“边境大学／边境高校”指称

的高校；疆为“边疆大学／边疆高校”指称的高校；沿为“沿边大学／沿边高校”指称的高校。

表 2 展示的是学界所普遍认可的国门大学。可以看到，国门大学所在的地级行政区绝大多数与邻国

接壤，相比沿边高校更靠边境、更为前沿。其中，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辽东学院、黑河学院、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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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德宏职业学院五所学校甚至达到所在的省—地—县三级行政区都处于国家最边缘的

程度。

表 2  理论界用“国门大学／国门高校”指称的高校

Table 2 IOBLU Titl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名称 所在地 地区沿边 * 县区沿边 † 来源
大理大学 大理州大理市 － － ［4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崇左市江州区 ○ － ［7］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文山州文山市 ○ － ［11］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红河州个旧市 ○ － ［11］

文山学院 文山州文山市 ○ － ［2］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红河州蒙自市 ○ － ［11］

红河学院 红河州蒙自市 ○ － ［43］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 ○ ○ ［11］

辽东学院 丹东市振安区 ○ ○ ［44］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和田地区和田市 ○ － ［44］

延边大学 延边州延吉市 ○ － ［4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保山市隆阳区 ○ － ［11］

保山学院 保山市隆阳区 ○ － ［11］
普洱学院 普洱市思茅区 ○ － ［11］
黑河学院 黑河市爱辉区 ○ ○ ［44］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临沧市临翔区 ○ － ［45］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德宏州芒市 ○ ○ ［44］

德宏职业学院 德宏州芒市 ○ ○ ［11］

注：* 即高校所在地级行政区是否沿边；† 即高校所在县级行政区是否沿边。

在通常的理解中，国门是指设立于口岸的门状建筑物［46］，国门大学因此也应与设有国门建筑的口

岸处于同一地区。正如杨勇、鲁云所指出，国门高校就是位于国门的高校［47］。然而，如果要求所有国

门大学都处于设有国门口岸的县级行政区，那么能够纳入讨论的高校数量将大大减少，不利于国门大学

体系的建构。因此，不妨将国门的范围扩展至辖区内设有口岸的地级行政区，正如伊继东等人建议，国

门大学的范围应限于分布在我国沿边州（市／地区／盟）内的各级各类高等学校［48］。

第二个问题所追问的，是相较于沿边高校，国门大学是否有别于前者的特质。从地理位置上看，

国门大学是从属于沿边高校范畴中的，但国门大学不仅仅是比沿边高校更为前沿，两者在质上也存有

差异。沿边高校最大的特点是位于边境且邻国接壤，因此在促进对外民心相通、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

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具有地方性、民族性、宗教性、政治性、边境性、国际性的特征［14，49，50］；

李加洞认为，沿边大学邻接国内外两个教育市场，因此具有沿边性、交互性和辐射性［51，52］。至于国

门大学，学界则普遍认为，除具备沿边高校的一般特质外，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更具有空间区位上

的沿边性、发展定位上的交互性和辐射交流上的窗口性［18，53，54］，且包容性、国际性、国门性和开放

性特征更加显著［55，56］。

可见，沿边高校与国门大学虽有共同的逻辑基础和类似的表征，但却有不同侧重。理论界常常将沿

边高校置于边疆治理的话语体系中，更关注高等教育及其机构如何在复杂的边境环境中服务当地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乃至生态的发展［57-60］。国界之于沿边高校，一方面充当着高等学校成为跨境教育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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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客观要件［61］，一方面构成境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事实基础［62］。因此，沿边高校面临的主

要挑战，是如何在有效抵御外来风险的同时，发挥好社会服务功能，而国际交往并非沿边高校所追求的。

概而言之，沿边性所引发之地方的、民族的、宗教的以及国际的等特性，仅仅是对沿边高校所在地方生

产生活的描述，这些与内地大学相区别的特质，是沿边高校与生俱来的。可以说，一所高校只要地处边境，

就一定具备以上诸特征，具有客观必然性。

对于国门大学来说，其所有特征、价值、意义都是人为赋予的。伊继东等人曾指出，“国门”的

内涵发生了延伸与拓展，演变为地缘政治的概念，因此在“国门大学”的语境下可被理解为“一国的

门户”［48］。因此，国门大学承担着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的双重使命，而这种积极“走

出去”和“引进来”的国际交互性正是国门大学竞争力与创新力之所在［63］。如此便不难理解诸如杨

明宏、樊娅苹［64］所提及的“国门特征”，即是高校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投身国际化的过程。可以说，

沿边高校的国际性特征源于当地自有的跨国交往，这一交往过程是民间的、自发的，沿边高校的有无

并不影响交往的存在；国门大学则以社会政治目的为导向，利用地理位置的便利，谋求在高等教育国

际化过程中积极作为。综上所述，沿边高校和国门大学两类概念所指皆为边疆地区参与到国际交往过

程中的高等教育机构，差别只在于各自观照国际交往的角度不同：前者从“国内的”社会结构或关系

视角出发，强调外部环境对高等教育之影响；后者从“国际的”信息流动视角出发，聚焦高等教育的

跨境活动。

由沿边性发展而来的国门大学的另一特征，是政治主张上的辐射性。高等教育语境中的辐射性，是

指高等教育机构向外发出以教育内容为核心的信息，并以文化、精神产品的形式加以传播，进而影响信

息所到之处各类活动的特性。如果说是否强调主动面向国际是区分国门大学与沿边高校的标准之一，那

么是否意图对外辐射则成为国门大学与沿边高校的本质区别。这种差异的存在，乃是因为国门大学同沿

边高校两者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如前文所述，沿边高校因地处边疆，社会情况复杂，民族、宗教因素

众多，边疆高校大学生往往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的通道［65］。因此，相比于内地高校，

沿边高校除了影响所在地社会发展外，还承担着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的任务。观之国门大学，其以信息的

跨国界交流为己任，意图将高等教育之影响跨越政治界限，从文化与精神层面对外传播政治主张，进而

以达到辐射境外的目的，如图 1 所示。

图 1  内地大学、沿边大学与国门大学的辐射性差异

Figure 1 Radioactivity of General Universities, Borderland-located Universities and IOB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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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国门大学应界定为：坐落沿边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积极参与高等教育

国际化进程，以期达到辐射境外，传达中国理念的一类高等教育机构。

2  国门大学的研究现状

外交政策与对外战略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活动。我国自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

外交工作转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教育的对外开放，及如何借助高校讲述中国故事、

展现中国形象，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讨论的重点课题。作为参与跨境教育最前沿的沿边高校，同样愈

加受到学者的关注，理论界对沿边高校之讨论，自 2012 年始大幅增加。

同一时期，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黑河学院和红河学院等一批沿边高校在重新审视自身地理区位优势，

结合国家外交和地方对外事务政策——如 2008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43］、2010 年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9］、2009 年胡锦涛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66］、2009 年《中

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67］、2010 年《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关于推进对俄合作适应性战略调整的意见》［67］——的基础上，提出以国门大学为自身品牌建设

或定位发展［7，43，44］。自此，“国门大学”正式现身于学界话语之中。

2013 年我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及 2015 年习近平考察云南时做

出的希望云南努力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指示，为关于国门大学的研究注入了更多动

力［18，67］。越来越多“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沿边高校置身于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背景中，思考自身发

展前景与路径，其中以云南地区最为显著。在将辐射南亚东南亚作为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以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普洱学院、德宏职业学院、云南师范大学和红河学院等五所机构为代表的学者就国门大学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其发表的文献数量占到了有关国门大学总体文献的半数以上。然而，来自同一高校的学者以所

在学校为例将研究成果发表于所在学校学报上的情况较多，明显体现出研究的延续性及成果的开放性不强。

回顾已有文献，我们认为，当前关于国门大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主线以高校及

外部的关系与互动为线索，着重考察边疆社会和地缘政治如何影响国门大学的运作，国门大学又如何反

作用于当地社会发展。譬如，王晓军指出，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能够激发学生在思政课程中

的学习兴趣［7］；余梓东、郭颖［68］把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上升到兴边富民行动中，论述了国门大学对扶志

与扶智的意义所在；陈德洲论述了国门大学在服务和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10］；李宇认为

国门大学具有维护和改善社会系统机构的作用［11］；曾振新［69］则论述了国门大学与建设世界旅游名城

工作之间的关系。

第二条主线从高校本身出发，着重讨论国门大学内部的各项事务。其中，围绕课程教学、学科建设

和学生工作三个主题的文献最多。在课程教学中，学界围绕思政课进行了大篇幅的讨论，如岳宗凤［70］

讨论了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的对策与创新的方法；段利莹［71］讨论了英语教学改革；

赵媛媛［72］论述了师范生的职业技能训练。在学科建设中，赵义平［73］探讨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和

存在的问题；朱勇生、朱俊［74］围绕航空旅游专业群的产教融合，论述了专业群的建设思路与目标；李

刚存［3］讨论了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与实践。在学生工作中，伊继东等人讨论了国门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9］；

周茂春、张阳［75］调查了大学生思想认知状况；杨益昌等人［76］对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进行了研究。



国门大学：概念、探索与目标2021 年 11 月
第 3 卷第 4 期 ·58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https://doi.org/10.35534/es.0304091

此外，在学生职业发展［77］、国际合作与交流［78］、校园文化建设［63］、科研［79］、党的建设［80］、

资产管理［81］、教师发展［82］等方面，学界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这些文献中还包含从高校个案的角度，综合梳理总结了建设的历程、成就与经验，如临沧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66］、红河学院［43］、黑河学院孙先民等人［67］、保山学院刘蜀子、何国正［83］、普洱学院代红兵、成文章［84］。

尽管两条主线以讨论所基于的内外视角之不同相互区别，但其客体，实际上仍难以割裂开来：国门

大学所处之外部环境必然影响其内部管理的模式与路径，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其自身发展选择之

不同必将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因此，学界出现了脱离“高校—地方”关系的视角，关注“高校—区域”

乃至“高校—全球”的互动；同时，加强从对个体阐述到对群体概括的转向，强调独立和成系统的理论

框架建构，以期突破微观的桎梏，进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国门大学的整体概念进行探讨的第三条主线。

如果说前两条主线旨在将国门大学置于内外部环境中以呈现其区别一般高校的特殊性，那么第三条主线

的核心则是国门大学的本体性。

基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考，段从宇、李兴华［8］论述了云南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认为

云南应走开放型发展道路，以国门大学位居国门的前沿优势和沿边开放的辐射优势，不断增强我国高等

教育面向毗邻国家的对外开放优势，进而达成云南高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融结合。段从宇、李兴

华认为，国门大学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云南桥头堡建设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效。在此基础上，樊蕾［85］

论述了云南国门大学的人才培养方向，即以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国际化人才为目标。

成文章［86］细化了这一开放型发展道路，提出了云南国门大学的建设模式。成文章指出，人才需求、

云南与东南亚国家高教发展的长短差异、生态问题及国际争端致使全面实施开放办学成为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对云南国门大学发展的总要求，同时，云南国门大学在全面实施开放办学上也具有其他学校所

不具备的优势。在回顾云南国门大学建设的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成文章认为，应在改革人才培养、加强

语言教学、开展科研合作、优化专业结构、打造师资团队等方面加以努力。

郭振华、朱蕊从转型导向、外部需求、属性功能等角度对国门大学的建设路径进行了补充，并指出

国门大学要争取国家政策保障、推动跨境学分互认［17］。郭振华、朱蕊同时强调，国门大学承担着对内

精神守土，对外国际交往的使命。

伊继东等人赞成国门大学具有守卫精神领土的职责，却认为国际交往只是高等教育机构的一般属性，

并不构成国门大学的特殊使命［48］。国门大学地处国境交界和国家前沿，其对外特征应为发挥区域交互

功能和坚持向外辐射。

在此基础上，代红兵等人［87］论述了国门大学在国际化办学中的优势及开展国际化办学的必要性。

代红兵等人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国门大学转型发展、内涵发展、服务地方的内在需要，更是直

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加强周边国家关系，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现实需要、长远需要。

盛永红、曹能秀［88］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论述了边疆地方高校发展路径选择，认为很多高校

不清楚自身的定位，急功近利，在专业设置、学科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模仿“双一流”高校，失去了

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优势。由此，盛永红、曹能秀提出边疆地方高校要扎根边疆，以推动“国门大学”建设，

强化沿边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路径选择。

段成思等人［89］创新地引入行政管理的视角，论述了国门大学建设中政府职能转型的必要性，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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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一刀切”的目标定位到国门大学分层分类的内涵式建设。

此外，梁晓航等人［90］、刘刚、龙微［91］、周银燕［92］还分别对这一时期对国门大学理论积累和实践

经验进行了总结。

2015 年习近平考察云南指出希望云南努力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后，学界开始关注国门

大学辐射性的目标及其实现路径。代红兵、李斌［93］论述了国门大学在云南辐射中心建设中的作用，认

为充分发挥国门大学的社会功能，有助于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彰显文化自信，树立中国形象，打造云南

与南亚东南亚互学互鉴的命运共同体。代红兵、李斌强调，云南和中国在南亚东南亚的影响力的扩大需

要各种人才来实现，而人才的培养正与具有各种窗口优势的国门大学紧密相关。

成文章等人［94］从差异性国际化办学的角度对云南国门大学的建设工作进行了论述。成文章等人认为，

不同类别的高校在国家国际化办学中的任务不同，云南国门大学的建设应以周边南亚东南亚国家作为重

点合作对象，实施区域性国际化办学，以推进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睦邻友好合作。

周清松、代红兵［95］回顾并探讨了云南国门大学建设中的不足与机遇，认为云南国门大学在留学生培养、

师资队伍建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科研合作方面仍待加强。周清松、代红兵还指出，云南国门

大学在自身校园文化的国际化建设不够，未能将山水相连、民族同源、人文相近、语言相通等最具特色的

优势发挥好，因此交互能力略显不足，辐射效果不尽如人意。左永平［96］更是指出云南国门大学对外辐射

仅限于三个接壤国及湄公河流域的泰国与柬埔寨，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几乎没有辐射。

高龙等人［97］、高龙［98］分别就云南国门大学学科专业建设、留学生教育进行了回顾总结，提出了

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刘华林则将国门大学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认为国门大学具有加深边民国族认同、延伸周

边公共外交、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重要作用［46］。刘华林认为，国门大学作为国家权力到边的面向和培

养沿边人才主要方式的同时，还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沿和门户，已然成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重要举措。

可以看到，理论界对国门大学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作为一类特殊的高等教育机构，国门大学独

特的话语体系已经形成，且从与国家外交战略之关联的逻辑论证到国际化建设之策略的论证趋势愈加明

显。同时，讨论话题也涵盖课程教学、文化建设、学生管理、师资建设等方面，研究领域愈加细化。然

而，我们仍要客观地看到其中的问题依然突出：首先，以往研究过度注重理论推演，实证研究寥寥几篇

且也缺乏与其他高校之对比。其次，过分关注以特定高校为个案的特征，鲜从群体的角度对国门大学的

建设与发展规律进行总结归纳，无法概括出共性与通用的理论基础及操作模式，故难以形成指导实践的

理论参考和可行策略。最后，一些文章虽冠以国门大学之名，内容却无国门大学之实，国门大学仅仅作

为文章的噱头，出现在标题与摘要之中，哗众取宠，正文部分并没有相应的论述。此现象也从侧面说明，

国门大学的创建与发展，是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有必要积极探索、科学界定、大胆实践、大力推进、

有序管理。这也正是本文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3  国门大学的发展目标

通过前一节对已有文献的回顾，我们认为现有研究难以体现作为整体的国门大学区别于其他高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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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所在。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当前对国门大学之定义未能形成共识。因此在第一节，我们提炼了当

前学界对国门大学不同定义的最大公约数，辨析了国门大学的内涵，以供学界和实践参考。我们认为，

国门大学之所以为国门大学，其与沿边高校乃至内地高校的区别与特征必须突出，因此这一界定应被严

格遵守，特别不宜在政策上随意加减，以免同质化严重和扩大发展差距的情况发生。对应到实践中，我

们认为，国门大学之间互动不能仅限于理论中，而应当建立包括高校联盟形式在内的合作机制，以整合

彼此资源，并在此基础上以“一校一案”的形式，确保国门大学的成功建设，成就国门大学的使命。

国门大学作为一类以国际化为取向，旨在对外辐射的特殊沿边高校，其特殊性应被明确，同时也应

注意到我们对国门大学的价值期许同样也是沿边高校的发展目标。换言之，沿边高校也应如国门大学的

定位一般，积极参与国际化进行，强化自身辐射能力和提高辐射效应。

对外开放不仅是经济的开放，更是人才的开放、教育的开放、文化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也不

仅仅是货物与资产的交通，更是人才的交通、教育的交通、文化的交通。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

和挑战，政界与学界都强调要以国门大学为核心建设对外教育辐射中心［99］。周谷平、阚阅就指出，“一

带一路”倡议存在两条教育路径：从内生路径强化国际意识与能力、深化课程教学改革、鼓励出国留学

和海外实践、加强高校与产业界合作、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从外延路径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开展

多层次海外办学［100］。国门大学作为知识的传播者、跨境教育的承担者和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参

与者，要做好中国故事与中国形象的传播。国门大学要以教育对外开放为原则，以“一带一路”倡议为

契机积极参与跨境教育和国际化教育，要做好留学生工作，努力提高自身建设水平，要在知识、文化的

层面，及精神、视觉的层面做好相关工作，以提升自身形象，更好服务国门形象、国家形象的呈现。通

过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进而服务建构中国话语体系，传播中国理念。

教育本身是属于社会范畴的活动，而国门大学作为地缘政治的社会产物，承担着增进文明对话、促

进周边和谐的特殊国际责任［10］。正如李宇指出，国门大学的目标、任务、意义与价值已远远超出了教

育的范畴［11］。国门大学的这种特殊性加深了这种社会属性。凭一所大学的一己薄力，去创建承担着重

大使命的国门大学，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这其中，一定需要国家及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引导、

扶持和监督。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率先制定出相关的目标、标准、规则与制度，在一个完整的、规范的

大系统下，有序推进、逐步完善。

总之，国门大学的创建与发展，需要通过教育的和非教育的各种手段，需要学校和政府微观行为和

宏观调控的双管齐下，以中国全球治理观为导向，积极参与跨境和全球事务，做好中国理念传播，真正

形成辐射地区的圈层，最终实现国门大学的发展目标，在构建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战略目标中完成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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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internationally-oriented and borderland-located universities (IOBLU) is a significant 
attempt and necessary mean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at is cooperative, 
open,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wi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atest trends in related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s developing context and logic, and summarizes the concept, 
exploration, and goal of IOBLU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ractice.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we must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opening-up education, focus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to build IOBLU. We should take practical 
measures to realize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of constructing a cooperative, open,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wi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ly-Oriented and Borderland-Located 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terature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