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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积极推进的国际合作和区域发展战略，为深化国内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也为

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因而本文基于文化交流为切入点

分析了中蒙两国在全面合作的前提下不断深化交流的深层含义，提出内蒙古地区民族教育发展推动周边

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必须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需求，找准合作交流的合理方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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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ctively promoted b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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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provided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deepening domestic reform and expanding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injected new vitality in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ethnic areas, bringing historic opportunities. Therefore, based on 
cultural exchan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ep meaning of deepening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Mongolia under the premise of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vie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education in Inner Mongolia must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find a reasonable way of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to promot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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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发展，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

定》(国发[2015] 46 号)中提到，要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学生就业创业

能力，促进民族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推动发展民族教育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形式的创新将

影响社会总体的进程。中国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通过建立孔子学院、留学生项

目等方式，加强国际交流。 
民族教育是民族文化发展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石，而对外交流使民族教育内容更为丰富，是

民族教育开放式发展的机遇。在当前国际新环境、新形势下，与周边国家进行人文交流合作是进一步深

化改革的软实力保障。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进一步推进对我国民族地区民族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即

“一带一路”倡议强力推进国际交流的背景下民族教育必须适应时代变化和发展，发挥民族文化优势，

为国家周边国家战略服务。因此，研究内蒙古民族教育发展及其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势在必得，其中交流

方式的创新极其重要。 

2. 国际交流对民族教育发展的作用机制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蒙两国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内蒙古与蒙古

国的文化交流活跃，例如“乌兰巴托–中国内蒙古文化周”“中国–蒙古国博览会”等。这些交流活动整

体上促进了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文化认可。而国际交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它的作用机制： 

2.1. 国际交流通过教育合作，推进民族教育自身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在教育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尤其留学生项目、学术交流等领域极其明显。每

年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到内蒙古自治区留学的蒙古国留学生源源不断，2023 年来华蒙古国留学生人数达

到 2552 人，疫情后首次恢复到 2 千人以上，赴蒙留学生人数也达到 3174 人[1]，其中大部分蒙古国留学

生选择了内蒙古作为留学目的地，对蒙出国的留学生中内蒙古学生也占多数。其主要原因在于“一带一

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对中蒙间交流乃至民族教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贡献。中国与蒙

俄等国在教育政策上进行沟通与对接，并构建教育政策信息交流通报机制，推动教育政策互通，实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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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等一系列措施扎实推进教育共同体建设。这些广泛的沟通和交流对民族教育的质

量升迁提出新的要求，助推内蒙古民族教育事业进入国际化新时代，为当地学生就业创业提供广阔的空

间。而中蒙合作交流的不断深化也对民族教育自身发展带来新启发点。民族教育是继承民族文化传承的

重要手段，其内生动力、历史贡献和知识沉淀等都成为积极发展的潜力，国际交流就是挖掘这些潜在能

力的能源。但是，当下从“外部效应”的角度进行测量和评估民族教育的多，而不太注意从“内部理据”

[2]。例如，游牧文化是蒙古高原古老的文化，从生态文明理念下解读游牧，皆是活生生的草原生态与人

类社会共同生存奋斗历史，不是“逐水草而迁徙”表象。通过中蒙国际交流我们可以追回遗忘的记忆，

发现人类与草原生态共存的内在逻辑，实现民族教育的历史使命才是开放型教育的根本任务。任玉丹，

韦小满等强调民族研究内外合作的重要性[3]。 

2.2. 国际交流通过提升文化传统内涵，丰富民族教育意蕴 

在中国向北开放的背景下，中蒙之间的合作交流与传统文化优势互鉴已成为民族教育持续发展的新

理念。合作交流历来就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途径，没有任何民族文化在封闭式环境中能够实现整体完美地

发展。在不断地开放并吸收、冲突、包容过程中民族文化才能不断精化、精炼，最终成为优秀的文化传

承。而改革开放的深度推进把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推向更高一级的平台，即对外展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精粹和传承民族文化发展。正如蒋珍莲强调那样，民族政策引导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民族文化则是制

定民族政策的依据和土壤[4]。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方位开放是边境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方针，

开放式民族教育将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实现以多元文化教育、民主化和法制化、社

会化服务理念为主的民族教育[5]。具体而言，内蒙古电视台蒙古语卫视、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等文化传

播机构发挥语言相通优势，逐渐成为对外介绍内蒙古乃至全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崭新平台，增添了民族

教育的新底蕴。 

2.3. 国际交流通过旅游业，激发民族教育的媒介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与蒙俄之间每年举办边境旅游协调会议，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使各方旅游人

数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重要窗口，而民族教育发挥主要的媒介作用。众所周知，内

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历来就有同源同族的文化基础，在考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共同申遗等方

面具备先天性优势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中蒙之间的旅游开放已经超越传统观光旅游的范围，进入互

相深入理解和文化认同的新时代。随后民族教育培养出来的国际人才发挥“桥梁作用”，巩固和发挥民

族教育的传播效应。例如，内蒙古大学与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国立大学合建了“卡尔梅克国立大学孔

子学院”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等活动，使民族教育也以全新的面貌参与国际交流，成为重要的文化传

播载体。 

3. 国际交流与民族教育发展机遇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明确提出对民族教育实行优先重点发展方针，包括财政资金投入优先保障、

公共资源配置优先安排等，确保民族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同步发展。而国际交流对于民族教育发展带来

的机遇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搭建开放式发展平台、务实开放政策、培养国际人才等方面。 

3.1. 国际交流对民族教育开放式发展提供包容型空间 

随着中蒙之间国际交流的进一步深入，内蒙古民族教育事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跨国界合作机遇。

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使民族教育体系将打破封闭的教育体系而蜕变为开放式发展模式，来自于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环境的留学生会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其中包括民族教育。作为开放型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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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为民族教育事业提供包容性发展空间。民族教育不是单一民族的独特教育，而是包含着中华民

族经典文明的传承动力。因而，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蒙国际交流的绝好时机，包容不同国

家差异性文化内涵，积极吸收他国优点是民族教育在国际交流中得以发展的益处。更深层意义上讲，国

际交流正好成为民族教育开放式发展的重要平台，并对民族教育开放式发展提出了更详细要求。即要以

文化交流和民族理解为基点，并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实现内涵式发展[6]。 

3.2. 国际交流对民族教育发展搭建务实开放政策的平台 

以国际交流为媒介的“一带一路”倡议，即“民心相通”给内蒙古自治区带来了与其他内陆边境地

区一样全面开放的机遇。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经验积累，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开放时代，即传统要素交

换转变为服务贸易出口和制度型开放。其中边境地区民族教育担当不可忽视的历史使命，民族教育是传

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渠道，民族教育积极呼应对外开放政策，扩展发展空间成为必然途径。郑刚认为民族

教育对外开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性契

机，如何把握机会是民族教育行业面临的挑战，应该主动作为，把握机遇，密切配合开放政策，推动与

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通过深化合作，充分利用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共享“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成

果，从而实现民族教育实际发展[7]。张爱琴强调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突显民族教育对外开放的国际化、

地方性和本土化。在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国家相关政策的执行，尤其是民族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都

离不开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和边境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开放政策与民族教育改革紧密结合才

能民族教育健康发展[8]。由此可见，国际交流促成了民族教育与开放政策环环相扣关系，民族教育的开

放也是改革开放的紧要部分。 

3.3. 国际交流对民族教育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模式 

民族教育通过国际合作，为民族地区培养和输送人才，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建教育发展共同体，实现

共赢发展。培养大量民族教育人才是中华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金志远(2018)提出依托“中蒙俄经济

走廊”创建内蒙古高校民族教育智库的观点，以高校为民族教育智库建设的支撑点，推进民族教育智库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等各方面的引导作用。而开展民族教育交流合作是完善国

际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之处，在内蒙古民族教育发展中“一带一路”倡议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9]。苗

青(2018)从改革创新的角度分析民族教育，强调民族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在“微时代”背景下，民族教育

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高校民族教育教学如何突破传统教学模式是关键[10]。不难看出进入信息化

时代，民族教育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适应信息高速传递实景和务实开放政策培养国际人才。民族教育的

深度开放不仅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更有利于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使民族地区在提升中国国

际影响力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国际人才培养是民族教育跟紧改革开放新态势的必要举措，国际交流

的深入发展转换了民族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理念，注入了为国家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服务

的高素质国际人才的内涵。 

4. 国际交流与民族教育发展的挑战 

中蒙货物贸易快速发展，中国多年保持对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并且多层面各种国际交流活

动频繁进行，实现了两国繁荣发展的国际交流情景。但是，相比而言内蒙古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条件和水

平仍然较低，面临较大挑战。 

4.1. 民族教育事业的软硬件建设相对落后 

内蒙古高校尤其是民族院校的国际化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建设缓慢，教学和科研师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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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薄弱。例如 H 民族学院为例，至今为止不具备接受留学生条件，课程建设中缺乏国际化要素，也没有

专门研究教学国际化问题的教师。并且高校科研人员和教师赴外国学习和交流机会少，教师根本无法了

解留学生所在国社会基本情况，不能准确判断留学生学习需求，教学方法和内容脱离现实，严重影响国

际交流的战略性目标。甚至不能准确传达我国传统文化精粹，国际交流中反而产生消极作用。另外，基

础教育投入不足，民族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发挥不足，遏制了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对对外开放中的

作用。 

4.2. 经贸合作对教育交流的融洽作用有限 

中蒙两国经济贸易合作日益密切，如火如荼地进行相比，经贸领域反哺于交易合作的作用并不如意，

甚至两者之间相互脱节。内蒙古自治区内各高等学校对蒙古国文化、法律、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研究有

待深入探讨，至今为止还没有权威性智库和数据平台。而资金雄厚的企业尤其是涉外企业在沿线国家经

贸领域助力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案例极少，设立来华留学生奖学金项目、参与境外办学和孔子学院建设等

多个合作领域都没有民间企业投资。目前，对蒙投资企业的 85%以上是民营企业，但国际交流和合作领

域绝大部分投入都来自于政府投入，类似投入与产出的不均衡背离，不仅对政府部门带来较大的资金压

力，对国际交流也带来不利的滞留效应。 

4.3. 国际交流教学内生性问题多，境外办学难度增加 

对于内蒙古高校民族教育实际来看，经费筹措困难成为最根本问题。其中，教师聘任、设备采购等

各环节的经费支持不够，地方政府财力能力十分有限等，使民族教育发展压根跟不上“一带一路”倡议

总体发展步伐。即便是能够接受留学生的高校也存在办学经验不足，缺乏统一部署和规划，境外学位认

证组织机构的协调合作缓慢等问题。尤其缺乏科学的考核机制，对投入大量资金培养出来的留学生毕业

去向及工作动态不能跟踪，培养成效评估困难。另外，精通外语和业务技能的专业教育和管理人才匮乏

直接影响内蒙古教育对外输出效果，降低了俄蒙同我国开展境外办学的合作意愿。例如，虽然汉语在俄

蒙两国都受到欢迎，但汉语普及率非常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汉语普及程度不到 5%。 

5. 对策 

内蒙古与蒙古国间教育交流与合作中文化传承、政治互信面提供新动力。积极调动多方力量，构建

多层次、宽领域人文交流尤为重要。 

5.1. 深化教育多领域协同创新交流合作 

协同创新是崭新的合作模式，涉及机构较多，需要有牵头单位和合作协议，规定不同机构的责权利，

需要编制合作研究规划，逐步落实。完善境外办学的质量保障体系，合作研究以项目为突破口，开展国

际化留学生教育综合试验区。学习和调研俄蒙政府层面法律法规政策内容和调整规律的同时，对到内蒙

古留学的俄蒙学生进行跟踪管理。 

5.2. 建立专门国际化人才储备机制 

人才是实现战略的核心关键要素，内蒙古应制定面向国际和未来的人才引育政策，建立符合中蒙俄

经济走廊发展的专门国际化人才储备机制；鼓励自治区高校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机遇，培养国际经

济贸易人才。同时，提高高等教育服务外向型发展的能力，增设对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社会、法律、

经济相关专业，培养一批既懂语言，又具有专门知识的实用型人才；开通高校与涉外企业等用人单位的

沟通渠道，鼓励企业设立奖学金储备所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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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进一步深化中蒙科技合作 

创建多方位互动平台是非常有必要的。设立自治区“一带一路”倡议科技合作专项，鼓励学校、科

研院所、企业积极参与，实现国内企业、科研机构与创新平台载体的多方互动，加大与俄蒙科技合作与

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另外，充分利用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农牧业比较优势，主动对接，积极参与农牧业资

源再分配。还有，发挥中俄蒙智库联盟和中俄蒙智库论坛的作用。民族教育研究的国家智库建设在国家

有效解决民族问题、稳定边疆、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蒙合作的战略定位、规

划对接、政策协调、方案机制设计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 

6. 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区域合作的不断加强，国际交流通过教育合作、提升民族教育文化内涵、

发展旅游业等运行机制实现民族教育的国际化和开放。而民族教育在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与合

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文化互鉴和构建和谐区域关系中起重要作用。民

族教育不仅是培养民族地区人才、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实现

共同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应继续加大对民族教育的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与周边国家

在教育领域的合作项目，应重视民族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

为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同时，民族教育与国际交流合作是一个多维度、跨领域的复杂运行过程，不仅要政府投入和各教育

机构、民间组织的协力配合，还要协同国际社会同步共进。因而国际交流推进民族教育发展，民族教育

发展反作用于国际交流，最终两国之间能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致认同将成为民族教育发展的合理

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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