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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然而我国研究型大学在

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国际合作层次浅、国际市场意识不强等方面的问题。这不仅降低了我国研究型大

学国际化发展的水平,而且也限制了学生国际能力的发展。本文以北航的中法工程师学院为案例, 深入分析

了学院与法国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一些特点, 包括管理、培养目标、课程、教学以及实习等方面的深度合

作,发现双方合作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 从而为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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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高等教育国际

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阿尔

特巴赫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包括英语主导地位,

学生、教师、教育管理人员的全球流动, 教育机构

与项目的流动[ 1]等诸多方面。这意味着国际化不

仅涵盖了管理国际化、课程国际化、教学语言国际

化等许多层面, 而且形式多样化,如交换生、访学、

合作培养、合作办学等等。然而,对于高等教育来

说,国际化的最终受益者应该是学生、教师以及教

育管理人员本身, 以及他们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

发展[ 2]。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

国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国际化方面取

得了一些成绩, 如我国国际留学生数量和比例增

加、教师和学生出国访学交流渐频等等。当然也

存在一些问题, 如与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交流

的方式比较简单、层次较浅、资源共享不充分、国

际市场意识不强等等 [3]。这使学生在知识与技能

上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 外语、国际理解、跨文

化等国际能力不足, 难以适应国际劳动力市场的

需要。那么,如何加深我国大学与国外高等教育

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怎样才能使学生在知识和技

能发展上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 研究型大学在国

际化过程中能够做些什么? 本文试以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为案例,

深入分析北航与法国高校进行深度国际合作的具

体情况和主要特点, 发现国际合作中的优点以及

存在的问题。这不仅对北航自身的国际化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也

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二、案例

法国拥有世界上独特的工程师教育体制, 而

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 ( Centrale Graduate

School) ¹在工程师教育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在

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2004年,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与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共同创建了隶属于

北航的二级学院 ) ) ) 中法工程师学院,利用法国

的优质教育资源,结合北航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上

的经验,培养高水平工程师。学院的建立是中法

双方进行高层次合作办学的一个尝试, 是中法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得到了我国教

育部以及法国教育部和外交部的支持和关注。

学院在中法双方建立的联合管理委员会的共

同管理下运转。北航校长出任联合管理委员会的

主席,法国巴黎中央理工大学校长出任副主席,协

助联合管理委员会主席开展工作。中法双方各推

荐一位负责人担任中方院长和法方院长。中方院

长主持学院的全面工作,负责北航校内协调以及

与中国政府和中方企业的联系等工作; 法方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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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教学、科研工作以及与法国企业间的联系。

学院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于培养兼有工程技

术- 管理科学知识的国际化高级工业企业管理工

程师。凭借法国成功的工程师培养模式和经验,

培养高级工程技术管理的国际化和新型复合人

才。学院的完全学制为 6年,分为两个阶段:前 3

年为预科教育阶段; 后 3年为工程师教育阶段。

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在基础科学方面,

如数学、理化、力学的课程贯穿 4年的教育,英语

和法语两门外语的语言能力, 广泛的适用性(通用

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加上某一工程领域的专业知

识) , 工程技术- 管理科学的复合教育, 以及不少

于 4个月的企业实习。学院的教师中有很多来自

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 部分来自北航。教学使

用法文原版教材、国际公认的英文原版教材以及

我国理工科教材。

学院的招生纳入北航的统一招生计划, 学生

在 6年学业完成后将同时获得经法国工程师学位

委员会( CT I)认证的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工程师

文凭、北航硕士学位证书和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硕士专业为:工程技术与工业管理。除此之外,根

据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对于在前 4年成绩合格的

学生,北航将授予学士学位及相应的本科毕业证

书。本科专业为: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应用物理学。

总体来说, 学院在管理组织结构、培养目标、

学制、师资等方面都集合了中法双方的优势, 合作

的广度和深度都具有开创性。

三、特征分析

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 我们发现学院在以下

方面具有比较突出的特征:

1. 组织管理国际化:优势互补。

中法双方在联合管理委员会的共同管理下,

发挥各自优势, 在中方和法方院长的协同合作下

开展工作。北航利用其日常管理、科研等方面的

经验,全面负责学院的运行, 包括提供教学场地、

行政办公室、实验室、图书馆等硬件设施, 配备中

方教师, 参与教学计划制定、招生,建立与中国企

业界的联系等等。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凭借其

工程师培养方面的经验和技能, 负责在中国和法

国培训中方教师,派出法国教师,制定预科教育阶

段和工程教育阶段的教学大纲、教学法,建立与法

国企业界的联系等。可以看出在双方合作中,中

方发挥了硬件资源和日常管理方面的优势积极协

调学院的整体运行, 而法方在工程师培养方面提

供了法方师资、培训和教学等方面的核心软件资

源,使得双方在硬、软件资源的提供以及日常和教

学管理上都有了恰当而有力的配合。

2. 培养目标模式国际化:前瞻性和针对性。

学院把培养目标定位于兼有工程技术) 管理

科学知识的国际化高级工业企业管理工程师。这

一目标的制定既是基于对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

先进的工程师培养模式的借鉴, 也是基于对我国

工程单位管理人员和教学科研单位培养学生的现

状及问题的观察和反思。一方面, 法国中央理工

大学集团的工程师培养模式得到了企业界广泛高

度的评价,所培养的学生因具备技术技能和管理

才能颇受企业界青睐;另一方面,我国的工程企业

管理人员和工程教育毕业生存在知识结构上的问

题。目前我国的工程单位中,管理人员基本都是

从技术人员中选拔的, 很少有出身管理专业的人

士,这主要是因为工程技术管理的特殊性) ) ) 工

程技术管理人员必须了解和懂得工程。但是管理

学院培养的学生都是以经济类课程为主的,对工

程了解很少。这就造成了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即

工程人员不懂管理知识, 管理人员不懂工程知识,

很难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当前我国正处于快

速发展时期,对各类工程技术人员及其项目管理

人员的需求都是空前的º。面对国家经济发展对

工程管理人才的需要和我国工程教育培养的人才

知识结构不完善这一矛盾,学院将人才培养的目

标定位于既具有工程技术知识又懂管理科学知识

的企业管理工程师, 非常具有前瞻性,也具有现实

针对性。而这一培养模式是通过中法双方的合

作,把国际上先进的工程师培养模式与我国工程

教育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培养新型复合人才的努

力和尝试。

3. 课程设置国际化 » : 重视基础, 强调通用

性。

学院的学制为 6年, 分为两个阶段:前 3年为

预科教育阶段;后 3年为工程师教育阶段。

在预科阶段中, 第一年主要以语言培训为主,

每周 20~ 23学时的法语强化教学,并在接下来的

两年中逐步加大法语授课的比例, 为后几年的全

外语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除了语言课程, 数学、

物理和化学等基础理论课程也是这一阶段的主要

任务,第一年内的数、理、化课程为 6~ 8学时/周,

第二、三年仅数学课程就增加到 8~ 10学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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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 8~ 10学时/周的物理和化学课程。此

外,这 3年内还有每周 2~ 4学时的计算机课程,

培养学生在计算机应用方面的能力。

在工程师教育阶段, 有来自法国和中国企业

的工程师、专家以及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参与相

当比例的教学活动,基本用法语授课。该阶段的

第一、二年为工程基础科学教育,开设的课程大多

数是工程专业的基础科学课程,如流体力学、工程

热力学、自动化原理、信息科学等。第三年转向专

业教育, 学生可在机械与航空工程, 材料、生物与

纳米科学, 信息、通讯、自动化工程,企业运作、生

产管理工程,能源与环境工程等方向上任意选择

专业系列课程。不难看出,学院在学生培养过程

中非常注重宽领域的工程基础知识, 强调人才培

养的/ 通用性0, 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人才进入

工程企业后的专业适应能力。重要的是在最后两

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管理科学的课程, 如工

业管理、项目管理、团队管理、人际交往等。这实

际上是把管理类课程与工程类课程交叉融合, 使

毕业生既具有工程专业知识, 又懂得工程管理的

知识,实现人才培养走向/ 受过工程师训练的高级

工程管理人才0的目标。

4. 教学与实习国际化: 重视外语, 强调实践

性。

在预科阶段,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基础课程的

教学大部分由来自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的教师

负责,并且从中文教学逐步过渡到法文教学。比

如第一学年第一学期的数学课由北航教师负责,

第二学期转为能用法语上课的北航教师和法国教

师共同负责,到第二和第三学年全部由法国教师

负责,第三年则开始聘请中法企业界人才参与教

学。在工程师教育阶段,除了法国中央理工大学

的教授进行面授或远程教学以外, 来自中法企业

界的高级工程师和专家将大量参与专业基础课和

专业课的教学, 3年总计可达 2600多个课时。此

外,学院在第四和第六年的下学期,分别安排学生

到企业进行为期 2~ 3个月和 4~ 6个月的实习,

以增强其理论应用和实践能力。在整个培养过程

中,教学所用教材由三部分组成:中央理工大学的

法文原版教材、北航的中文教材以及国际上认可

的英文原版教材。同时, 中法企业的高工、专家还

将提供他们自己编写的讲义。可以说, 学院在教

学方面除了大量采用外语教学外, 还强调工程教

育重实践的特点, 聘请企业界的高工和专家参与

教学,加上 6~ 9个月的企业实习, 使得专业课程

的教学更加贴近实际。

5. 文凭国际化:国际认可。

法国拥有世界上独特的工程师教育体制, 而

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在工程师教育方面具有丰

富的经验,并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中央理

工大学集团实施通才教育,并在硕士和博士阶段

设置专业课程。工程师学位等同于工程硕士学

位。此类工程师培养的主要特点是选拔严格、教

学质量高、与科研紧密结合、与企业界合作密切以

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等。现在中央理工大学通

才工程师培养理念很快扩展到法国其他高等教育

机构以及国外高等教育机构。中法工程师学院的

学生在 6年半之前通过答辩将被授予法国工程师

学位委员会( CT I)认证的中法工程师学院工程师

及北航工学硕士双文凭。这样, 学生不但有了国

内一流大学的硕士文凭,而且还拥有了国际上认

可的工程师文凭, 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

机遇,使他们有能力进入国际劳动力市场参与竞

争。

四、差异比较

学院培养方案依照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的

标准制定教学计划, 在人才培养上与北航普通工

程硕士比较,主要突出以下特点:

第一,加强自然科学基础,强调通用性。

在北航普通工程硕士的培养方案(以下简称

普通培养方案)中,除了数学基础类课程外,并没

有其它自然科学基础课程。而在中法工程师学院

的培养方案中,借鉴法国中央理工大学的模式,强

调人才培养的通用性, 为学生进入国际市场增强

了适应性。这表现在两方面: 基础课程方面,除了

强调数学课程外,物理和化学也是必修基础课,且

占到 40~ 80学时的份额,拓宽了学生在自然科学

方面的知识基础;专业教育方面,并没有过早地划

分专业,而是在最后一年分出 5个宽口径的专业

方向,比如机械与航空工程,信息、通讯、自动化工

程等。这样不但拓宽了学生的工程基础知识面,

而且使得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更强。

第二,强化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在普通培养方案中, 外语虽然是必修课程之

一,但没有应用到其他课程的教学中去,这样外语

实际应用能力并没有得到锻炼; 而计算机应用则

被放在选修课中供学生选择。在中法工程师学

院,我们进一步强化了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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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语在预科教育阶段就已经开始逐步渗透基础

课程的教学,到了工程师教育阶段更是完全融入

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的日常教学中, 可以说外语能

力基本上能达到应用的水平; 计算机应用则成为

了必修课程,总课时达到 190个学时。因此, 与普

通工程硕士相比, 学生在这两方面的知识和应用

能力确实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强化和提高,为他们

进入跨国工程企业甚至国际市场都做了良好的铺

垫。

第三,促进学生知识结构的综合化,重视工程

实践环节。

在普通培养方案中, 除了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等必修课以外, 也有经济管理类的课程,不过这类

课程是在选修课范围内。这就意味着学生可以根

据需要来决定是否修这类课程, 因此经济管理知

识未必能进入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中法工程师学

院的课程则在夯实自然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基础之

上,实施管理学、经济学科学的教育, 开设如经济

与企业财政、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规则和企业管理

等必修课程, 总学时达到 120个以上。因此经济

管理类课程丰富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使其综合化,

为将来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打下知识基础。

在实践环节上,普通培养方案主要以课程学

习和论文为主, 而实践部分并未做出具体要求。

而在中法工程师学院的培养方案中, 实习是重要

的一环,比如第六年的下学期,安排学生到企业进

行为期 4~ 6个月的实践, 通过参观、实习等方式

增强对企业的了解和实践能力。这使得学生在进

入市场之前对企业运作就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可

以把有关理论更快地运用到实践中。

五、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北航在与法国中央理工

大学进行合作办学的过程中, 把国际合作推向了

更深的层次。这不仅体现在学院的组织管理上,

而且体现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实习等

较深层面。在组织管理上,中法双方努力协作,既

发挥了北航的硬件资源优势, 又体现了法方的软

件资源优势。在培养目标上, 立足于国内培养人

才的实际,向国际劳动力市场对工程师能力和素

质的要求看齐, 致力于培养国际化的高级工程企

业管理工程师。在课程设置上, 充分利用法国工

程师教育的特色优势, 夯实自然科学基础和拓宽

专业口径, 提高了工程人才的通用性和适应性。

在教学上,强化外语学习并逐步渗透和融入日常

教学中,增强了学生外语实践运用能力,为他们进

入国际市场打下基础。在注重理论知识教学的同

时,也注重通过企业实习和企业界人士讲学等方

式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当然,除以上特点和优势以外,学院在其它方

面的国际合作还有不足的地方。因为除了教学,

大学还有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功能, 大学国际化不

仅仅体现在合作培养人才方面, 还有合作研究以

及社会服务。按照奈特的观点, 高等教育国际化

是将国际维度和跨文化维度整合到大学的课程、

研究和服务功能里的多方面过程[ 4]。因此, 学院

应在合作办学培养国际型人才的基础上,加强学

院之间科研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通过本案例的研究分析, 我们认为,就国际化

过程中学生的发展方面,应该通过一些有效的方

法来提高学生的国际知识和能力, 比如将外语学

习渗透入日常教学来提高学生的国际沟通与交流

能力,通过拓宽学生的基础学科和专业基础知识

的学习来加强其适应能力和通用性, 通过综合化

学生的知识结构来提高复合型人才的素质。这些

都是从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的案例分析中得到的

启示。

本案例对我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发展也同

样具有参考价值。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不仅应该

体现在大学教师和学生进行访学和交流的频率等

层面,更应该体现在一流国际复合人才的联合培

养、合作办学等较深的层次上;不仅要体现在学生

出国短期学习的方面,更要体现在长期、系统的培

养和训练方面;不仅要体现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也

要体现在科研合作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如此看

来,我国研究型大学与国外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

合作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拓展和深化, 并在此过程

中更好地促进大学师生和管理者获得发展,不断

迎接和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需求和挑战。

注 释

¹ 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由法国巴黎中央理工大学、里昂中央

理工大学、里尔中央理工大学和南特中央理工大学四所高等

学校组成。

º 资料来源于学院合作办学申请材料中的办学思想部分。

» 课程设置资料来源于学院的最新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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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增加一定的教学环节,按照工程技术人员能力

要求重新构建课程和实践教学体系, 发掘课程在

人才能力培养过程中的潜力, 就可以逐步实现工

程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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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Model

Wang Gang

The art icle has review ed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educat ion o f engineering in China, put t ing

fo rw ard the common pr oblems in engineering educat ion and analyzing the causes o f these problems. It

has also proposed that professional educat ion model should be r eformed and perfected to realize its

gradual t ransformat ion to engineering educat ion model and to cult ivate engineering technical talents

meet ing the needs o f moder n society based on the coherent relat ionship betw een the tw o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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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Sino-French Engineer College of Beihang University

L iu Yang , Zhao Ting ting

Along with the globalizat ion, internat ionalizat ion has been a major t rend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ow ever, research univ ersit ies in China are facing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level o f interna-

t ional cooper at ion and w eak consciousness of inter nat ional marketplace. It not only low ers the deve-l

opmental level of our resear ch universit ies. internationalizat ion, but also limits students. development

in their internat ional izat ion ability. Taking Sino-Fr ench Engineer Col leg e o f Beihang U niv ersity

( BU A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characterist ics during the cooper at ion betw een

BU AA and some French higher educat ion inst itut ions in management, educat ional object iv e, cur ricu-

lum, inst ruct ion, and pract ice, and then finds some advantages and deficiencies, hoping to have some

reference signif icance to o ther r esearch universit ies. internat ionaliz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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