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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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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检索出１８６篇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文献作为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
方法与技术，分别从年度分布、文献来源、作者、机构、关键词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

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其研究主题：一是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二是ＡＣＣＡ与国际化会计人才；三是一带一路与高校国
际化；四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策略与培养路径和手段；五是创新型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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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教育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高校人才培养
的国际化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学者们的关注。本文

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我国有关高校人才培

养国际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深度挖掘该研

究领域的热点主题，为促进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国

际化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１　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１．１　样本选择

我们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为依据，进行
“主题＝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 或者 题名 ＝高校
人才培养国际化”的跨库检索，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８
年６月１日，“模糊匹配”的结果是１８６篇。其文
献来源分布：期刊１５５篇，学术辑刊１３篇，硕士学
位论文１１篇，国内会议５篇，报纸２篇，可见期刊
类文献是主体，占比 ８３．３３％。这 １８６篇文献构
成了本课题研究的有效样本。

１．２　研究方法
本文拟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

是一种采用数学、统计学等方法研究文献资料的

计量化分析方法，并已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即“文

献计量学”，在许多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如专

利文献计量和政策文献计量［１］。但鲜有运用文

献计量方法来研究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问题，本

文首次进行尝试。具体分析工具主要是文献题录

信息统计分析工具ＳＡＴＩ３．２和社会网络分析系统
Ｕｃｉｎｅｔ６．０可视化分析软件。

２　样本文献的统计分析
２．１　样本文献年度分布统计

从年度分布来看，１８６篇样本文献中最早来
自２００３年的《中国加入 ＷＴ０与高校人才培养的
国际化》，强调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呼唤大学生成

为国际化的人才，因而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化、人

才培养标准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手段的国际化、人

才培养方式的国际化成为研究的主题［２］。但文

献数量一直保持在个位数且在时间上不连贯，直

到２０１１年文献发布数量进入两位数（１５篇），此
后一直在两位数徘徊，发文量最多的年份是２０１７
年（２７篇），由此发现，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
研究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整体看还处在初级阶

段。各文献年度分布趋势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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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样本文献年度分布趋势

２．２　样本文献来源分布统计
如上所述，１８６篇样本文献中有１１篇硕士学

位论文与５篇国内会议论文，其中辽宁省高等教
育学会２０１３年学术年会暨第四届中青年学者论
坛论文４篇，第三届教学管理与课程建设学术会
议论文１篇；硕士学位论文来自９所高校，其中西
南石油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各有２篇，兰州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南昌大学、华中

师范大学、武汉纺织大学、重庆大学各有１篇；２
篇报纸文献是来自《中国建设报》的《国际化引领

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与《云南日报》的《我省高校

加快国际化人才培养步伐》，而１３篇学术辑刊文
献分别来自１３个不同的辑刊；其余１５５篇期刊样
本文献来自１２８个学术期刊，其中发表２篇及以
上样本文献的期刊有２０个（详见表１），合计发文
４７篇，占期刊文献比为３０．３２％，占全部样本文献
比为２５．２７％。因此，我国核心期刊有关高校人
才培养国际化研究的文献来源不足，目前，《中国

成人教育》有发展成为该领域核心期刊的潜力。

表１　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期刊样本文献分布

文献数 期刊名称

５ 中国成人教育

４ 教育教学论坛

３ 产业与科技论坛；人力资源管理

２

科教导刊（上旬刊）；知识经济；新课程研究（中旬

刊）；中国管理信息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现代经济信

息；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合作经济与科技；农村经济

与科技；才智；江苏高教；会计之友；新西部（理论版）；

黑龙江高教研究；当代经济管理；教育现代化

２．３　样本文献作者统计分析
我们通过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 ＳＡ

ＴＩ３．２对样本文献的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发现１８６
篇文献的作者有３０４人，人均只有０．６１篇。按照
普赖斯定律，高产作者至少发文２篇，共计１４人

（详见表２），占作者总数的４．６１％，共发文３０篇，
占论文总量的１６．１３％，远低于普赖斯定律中的
５０％指标要求，意味着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
研究没有形成核心作者群。其中，最高产作者是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赵富强和他的

学生陈耘联合发表的３篇论文，分别是《高校人
力资源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国际比较与借鉴》［３］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研

究》［４］与《高校人力资源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研究》［５］。

表２　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样本文献作者分析

发文数 作者 作者人数

３ 赵富强；陈耘 ２

２

黄云龙；李阳；黄勇荣；徐志超；傅昌

銮；张玮；周琼；魏萌；梁毕明；宋韧；黄

莺；詹婧

１２

２．４　样本文献机构统计分析
我们通过ＳＡＴＩ３．２对１８６篇样本文献的作者

单位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发文量在２篇以上的
落款机构有３１所（详见表３），合计发文数７２篇，
占样本文献总数的３８．７１％，其中发文数最多的
是西安欧亚学院（４篇）。可见，在我国尚未形成
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的主阵地与核心机构。

值得关注的是有６所综合性大学、５所外国语大
学、４所财经类大学、３所理工大学与３所工业大
学、２所石油大学重视高校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研
究。此外，所有研究机构都均为高等学校，没有１
篇来自产学研政合作研究成果。

表３　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样本文献机构分析

发文量 机构名称 机构数

４ 西安欧亚学院 １

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西财

经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浙江外国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

８

２

郑州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大连大学；河海大学；大连工

业大学；南京晓庄学院；江西理工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重庆大学；吉林财经大学；

西安邮电大学；南京审计学院；广西大学；西

南石油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２２

２．５　样本文献关键词统计分析
首先，根据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计量可视化分析

结果，１８６篇样本文献关键词频次最高的是“国际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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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６６）”，然后依次是“人才培养（４８）”“国际化人
才（３９）”“高校（１６）”“人才培养模式（１５）”“培养
模式（１５）”“国际化人才培养（１３）”“高等教育
（１２）”“高等教育国际化（８）”等，其关键词共现网
络如图２所示。最后，我们通过ＳＡＴＩ３．２对１８６篇
样本文献的关键词频次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频次

在２次以上的关键词有５６个，详见表４。
与此同时，我们在 ＳＡＴＩ３．２中还生成了１００

×１００的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关键词矩阵，
然后利用Ｕｃｉｎｅｔ６．０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对１００×
１００的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关键词矩阵进行
了网络中心性（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分析。表５是１８６篇高
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文献关键词矩阵“点度中

心度”分析情况，其描述统计结果详见表６；“点度
中心度”是一个最简单、最具有直观性的指数，包

括绝对点度中心度（Ｄｅｇｒｅｅ）与相对点度中心度
（ＮｒｍＤｅｇｒｅｅ），前者仅指一个点的度数，后者为前
者的标准化形式；简单地说，如果一个点与其他许

多点直接相连则该点具有较高的点度中心度。图

３是根据这１８６篇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文献
构建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图２　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
网络

表４　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样本文献关键词频次统计

频次 关键词 关键词数

６７ 国际化 １
４８ 人才培养 １
３９ 国际化人才 １
１７ 人才培养模式 １
１６ 国际化人才培养；高校 ２
１５ 培养模式 １
１２ 高等教育 １
８ 高等教育国际化；地方高校 ２
７ 国际化会计人才 １
６ 培养；全球化；创新型 ３
５ 创新；会计人才；民办高校 ３
４ 教育国际化；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ＡＣＣＡ ３

３
会计国际化；研讨会；高等学校；教育改革；模式；课程体系；学生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商务英语；培养目

标；一带一路
１１

２

对策；教育理念；培养策略；旅游业；高校培养；比较研究；“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办学；广西高校；高等院

校；路径；国际比较；吉林省；培养路径；西部地方高校；英语专业；通识教育；企业；视野；课堂教学；双语教

学；高校国际化；需求；创新人才；应用型

２５

３　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主

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相关的关键词

有：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模式、国际化人

才培养模式、模式等。例如，赵富强和他的学生陈

耘等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

成功经验，从系统论角度提出了高校人力资源管

理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方案，即包含培养

方式、培养制度、课程体系和师资力量等的“生态

型”人力资源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王玉峰

与樊蓉将世界著名大学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概

括为五个方面即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和理念、课

程设置国际化、师资来源国际化、人才培养途径国

际化、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其最终目标都是培养国

际一流的人才［６］。此外，吴昊进行了工程类高校

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及研究［７］；吴立保等则

对行业特色型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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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与实践［８］；黄莺等人还对高校国际化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进行了综述［９］。

表５　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样本文献关键词矩阵
“点度中心度”分析

１ ２ ３
Ｄｅｇｒｅｅ ＮｒｍＤｅｇｒｅｅ Ｓｈａｒｅ

５７ 旅游专业教师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０４１
８０ 企业管理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０４１
３４ 培养策略 １．５２３ １．５３９ ０．０３１
８５ 国际化音乐人才 １．５０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３１
６８ 实践探索 １．５０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３１
４９ 企业 １．４３６ １．４５０ ０．０３０
３５ 旅游业 １．３１０ １．３２３ ０．０２７
１ 国际化 １．１９３ １．２０６ ０．０２５
６７ 现状与困境 １．１２５ １．１３６ ０．０２３
６６ 城市升级 １．１２５ １．１３６ ０．０２３
４７ 英语专业 １．０６３ １．０７３ ０．０２２
２０ ＡＣＣＡ １．０５１ １．０６２ ０．０２２
８９ 人格养成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０ ０．０２１
８２ 阿拉伯语运用能力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０ ０．０２１
２２ 研讨会 ０．９８５ ０．９９５ ０．０２０
２ 人才培养 ０．９８４ ０．９９４ ０．０２０
３１ 一带一路 ０．９２３ ０．９３３ ０．０１９
５ 国际化人才培养 ０．８５６ ０．８６５ ０．０１８
１４ 创新型 ０．８１２ ０．８２０ ０．０１７
１６ 会计人才 ０．８０８ ０．８１６ ０．０１７
１２ 培养 ０．７８０ ０．７８８ ０．０１６
３３ 教育理念 ０．７４１ ０．７４８ ０．０１５
３ 国际化人才 ０．７２７ ０．７３４ ０．０１５
７９ 培养对策 ０．７１５ ０．７２２ ０．０１５
４ 人才培养模式 ０．６７０ ０．６７７ ０．０１４
３９ 中外合作办学 ０．６４８ ０．６５４ ０．０１３
６ 高校 ０．６４６ ０．６５２ ０．０１３
４０ 广西高校 ０．６３９ ０．６４５ ０．０１３
２１ 会计国际化 ０．６０４ ０．６１０ ０．０１２
２７ 学生需求 ０．５８９ ０．５９５ ０．０１２
９７ 策略 ０．５７４ ０．５７９ ０．０１２
６２ 国际化趋势 ０．５６７ ０．５７２ ０．０１２
６０ 国际化城市 ０．５５９ ０．５６４ ０．０１１
８７ 应用型本科高校 ０．５４６ ０．５５２ ０．０１１
８８ 问题 ０．５３６ ０．５４１ ０．０１１
８３ 能力框架 ０．５３３ ０．５３９ ０．０１１
９１ 高校本科 ０．５２６ ０．５３１ ０．０１１
５６ 应用型 ０．５２０ ０．５２６ ０．０１１
３２ 对策 ０．５１８ ０．５２３ ０．０１１
９５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５ ０．０１０
３０ 培养目标 ０．４９３ ０．４９７ ０．０１０
４１ 高等院校 ０．４８６ ０．４９１ ０．０１０
３８ “一带一路” ０．４８６ ０．４９１ ０．０１０
７ 培养模式 ０．４７０ ０．４７５ ０．０１０
９ 高等教育国际化 ０．４６５ ０．４７０ ０．０１０
７８ 人才培养方式 ０．４５８ ０．４６３ ０．００９
８ 高等教育 ０．４１３ ０．４１７ ０．００８

４４ 吉林省 ０．４０５ ０．４０９ ０．００８
５３ 高校国际化 ０．４０４ ０．４０８ ０．００８
５０ 视野 ０．４０４ ０．４０８ ０．００８
６９ 高校发展 ０．３９６ ０．４００ ０．００８
１９ 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０．３７１ ０．３７５ ０．００８
１１ 国际化会计人才 ０．３６１ ０．３６４ ０．００７
１３ 全球化 ０．３５４ ０．３５７ ０．００７
７５ 本科人才 ０．３４８ ０．３５２ ０．００７
８６ 素质教育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７ ０．００７
１７ 民办高校 ０．３３２ ０．３３５ ０．００７
４２ 路径 ０．３２５ ０．３２９ ０．００７
１５ 创新 ０．３１６ ０．３１９ ０．００７
２３ 高等学校 ０．３０４ ０．３０７ ０．００６
２６ 课程体系 ０．３０２ ０．３０５ ０．００６
５２ 双语教学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４ ０．００６
４６ 西部地方高校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４ ０．００６
６５ 工商管理专业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７ ０．００５
１８ 教育国际化 ０．２３９ ０．２４１ ０．００５
６３ 小语种专业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８ ０．００５
９２ 电子 ０．２０２ ０．２０４ ０．００４
８１ 会计 ０．１９２ ０．１９４ ０．００４
１０ 地方高校 ０．１９２ ０．１９３ ０．００４
７７ 外语人才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３ ０．００４
７０ 新闻教育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３ ０．００４
３７ 比较研究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６ ０．００４
２４ 教育改革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５ ０．００３
８４ 人才培养体系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３
１００ 会计知识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３
３６ 高校培养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９ ０．００３
２５ 模式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３
４３ 国际比较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６ ０．００３
４８ 通识教育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０２
５５ 创新人才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２
７６ 媒介融合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２
２９ 商务英语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２
２８ 思想政治教育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２
６４ 公安高校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２
９６ 华南理工大学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
９９ 农业院校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５９ 多方协同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９４ 研究型大学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５１ 课堂教学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
６１ 必要性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
４５ 培养路径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
９０ 校际交流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９３ 行业特色大学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７４ 审计人才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７３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８ 汉语言（对外）专业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４ 需求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９８ 国际金融人才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７１ 应用型学生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７２ 项目开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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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样本文献关键词矩阵“点度中心度”描述统计分析

１ ２ ３

Ｄｅｇｒｅｅ ＮｒｍＤｅｇｒｅｅ Ｓｈａｒｅ

１ Ｍｅａｎ ０．４８７ ０．４９１ ０．０１０

２ ＳｔｄＤｅｖ ０．４４１ ０．４４６ ０．００９

３ Ｓｕｍ ４８．６５１ ４９．１４３ １．０００

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９ ０．０００

５ ＳＳＱ ４３．１５３ ４４．０２９ ０．０１８

６ ＭＣＳＳＱ １９．４８４ １９．８８０ ０．００８

７ ＥｕｃＮｏｒｍ ６．５６９ ６．６３５ ０．１３５

８ Ｍｉｎｉｍｕｍ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０４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５６％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１．８２％．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０．８３％

Ａｃｔｏｒ－ｂｙ－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ｍａｔｒｉｘｓａｖｅｄａｓ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ｒｅｅｍａｎＤｅｇｒｅｅ

图３　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样本文献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二是ＡＣＣＡ与国际化会计人才。相关的关键
词有：会计人才、ＡＣＣＡ、会计国际化、国际化会计
人才、会计、会计知识等。例如，赵艺博阐述了国

内国际化会计人才（ＡＣＣＡ）的发展并对 ＡＣＣＡ教
育培养的两种模式进行了剖析［１０］；举办高校国际

化人才培养与 ＡＣＣＡ教学研讨会；陈英等人基于
高校与企业的视角探讨了国际化会计人才的培养

问题［１１］；胡永平分析了西部地方高校财会专业国

际化人才培养的困境并提出了缓解对策［１２］；李靠

队等人构建了国际化复合型会计人才能力框架，

并分析了国际化复合型会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国际化复合型会计人才培养的实践路

径与建议［１３］；王雪基于调研提出了国际化会计人

才应具备的专业素质、人格素质和商业素质，建议

通过明确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教学资源

和加大实践教学等途径来优化国际化会计人才培

养方案［１４］。

三是一带一路与高校国际化。相关的关键词

有：一带一路、国际化、高校、全球化、高等教育、高

等学校、高等院校、地方高校、民办高校等。例如，

刘妤进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高校本科人才

培养方案的国际化研究［１５］；黄勇荣等对中国———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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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背景下广西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

思考［１６］；沈鹏熠构建了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

的“一带一路”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分别

从内生途径层面与外延途径层面进行改革［１７］；文

君与蒋先玲则主张用系统思维创新高校“一带一

路”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并构建了涉及“人才进

口———过程培育———成才出口”三个基本环节、

六个方面密切联系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框架体

系［１８］；邓春等人则以海南高校为例分析了“一带

一路”战略下高等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及

路径［１９］。

四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策略与培养路径和手

段。相关的关键词有：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

培养策略、培养路径、培养手段、人才培养方式、对

策、路径等。例如，夏玉荣等人认为高校国际化人

才培养体系的有机构成包括培养主体、培养客体、

培养资源和培养环境［２０］；彭小建等人从“内外”

角度对高校在应对国际化人才培养需求中如何转

变人才培养思路，加快国际化人才培养步伐和保

证培养质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２１］；孙玉中从发达

国家高校人才培养比较研究中分析了我国国际化

高职人才培养途径［２２］；黄铿以英国、美国、法国、

德国为例分析了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政府监管

问题［２３］；杨琳分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视阈下的高

校人才培养路径［２４］；詹婧则主张高校在实施国际

化人才培养战略时应特别关注学生的需求和

偏好［２５］。

五是创新型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相关的关键

词有：应用型、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新人才、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育改革、实践探索、培养目

标、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等。例如，卢江滨等人以

武汉大学为例介绍了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

践行情况［２６］；陈庆俊等人介绍了华侨大学在与泛

华矿业（国际）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合作培养国

际化人才方面所积累的经验［２７］；雷芳等人对天津

高校国际新闻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新闻人才培养模

式［２８］；何晔建立了高校国际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２９］；赵波等人以电子信息类高校为视角分析了

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３０］；李力等人结合华

南理工大学香格里拉优才发展计划分析了高校旅

游管理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３１］；许一帆

则探索了金融国际化背景下高校金融人才培养

模式［３２］。

但总体来说，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

还处在初级阶段，不仅发文量较少，没有形成研究

高峰，而且按照文献计量学的标准与要求，也没有

形成核心作者群、核心研究机构与核心刊物。这

正是本研究领域的奋斗目标，特别是随着中国的

崛起，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研究必将迎来其发展

的顶峰。与此同时，有关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创

新也是接下来需要攻克的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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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李靠队，孔玉生，朱乃平．高校会计专业国际化复合
型人才培养研究［Ｊ］．财会通讯，２０１１（２５）：４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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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王雪．探讨培养国际化会计人才之路———河南省高
校国际化会计人才培养调研［Ｊ］．管理观察，２０１５
（３）：９３－９５．

［１５］刘妤．“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高校本科人才培养方
案的国际化研究———西藏民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为例［Ｊ］．知识经济，２０１８（１０）：１０１－１０２．
［１６］黄勇荣，王娟，颜松漳，等．中国—东盟背景下广西

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思考［Ｊ］．特区经济，２０１２
（９）：２８７－２８９．

［１７］沈鹏熠．“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
养研究［Ｊ］．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７（３１）：３２－３６．

［１８］文君，蒋先玲．用系统思维创新高校“一带一路”国
际化人才培养路径［Ｊ］．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学报），２０１５（５）：１５３－１６０．

［１９］邓春，张先琪，李灿．“一带一路”战略下高等学校国际
化人才培养模式及路径探析———以海南高校为例［Ｊ］．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４）：１０７－１１１＋１４５．

［２０］夏玉荣，周桂生．论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的有
机构成［Ｊ］．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２０１５（３）：
３７－４１．

［２１］彭小建，叶菁荫，颜黎光．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内
外兼修”的几点思路［Ｊ］．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１１（２１）：
２４－２６．

［２２］孙玉中．发达国家高校人才培养比较研究及我国国
际化高职人才培养途径［Ｊ］．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１２
（２３）：６０－６２．

［２３］黄铿．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政府监管［Ｊ］．云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６）：１０４－１０８＋１１０．

［２４］杨琳．高等教育国际化视阈下的高校人才培养路径
探析［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４（４）：１１２－１１３．

［２５］詹婧．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式的学生需求研
究———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为例［Ｊ］．中国成人教
育，２０１２（２）：１０３－１０７．

［２６］卢江滨，李晓述．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践行
与展望———以武汉大学为例［Ｊ］．武汉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６）：８７７－８８１．

［２７］陈庆俊，叶泉鹏．对当前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思
考与实践———兼谈与印尼华侨企业合作培养国际

化人才的实践［Ｊ］．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１６（１１）：
８７－８９．

［２８］雷芳，刘宏伟，李媛霞．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国
际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对天津高校国际新闻教

育现状的调查研究［Ｊ］．中国人才，２０１３（６）：
１６２－１６３．

［２９］何晔．高校国际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析［Ｊ］．浙
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３（６）：８２－８６．

［３０］赵波，张志华．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初
探———以电子信息类高校为视角［Ｊ］．黑龙江高教
研究，２０１０（７）：１３８－１４０．

［３１］李力，杨莹，韩晶晶．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国际化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华南理工大学香格里拉优才发

展计划的案例分析［Ｊ］．经济管理，２０１０（２）：
１８１－１８５．

［３２］许一帆．金融国际化背景下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Ｊ］．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３（２７）：１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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