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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历史分析和案例研究，探讨中日两国对东盟国家高等教育援助的异同及其影响。研究发现，日

本的援助以技术援助为主，注重高端人才培养和长期人力资源开发，强调与日本企业合作及劳动力需求

对接；而中国的援助侧重广度和规模，以政府主导推动人才培养和高校基础设施建设，强调“合作共赢”

理念。两者均实现了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但日本在精细化管理和技术优势方面更为

突出，中国则在规模和语言文化传播方面具有特色。针对中国援助的不足，建议加强宣传力度、提升教

育质量，并推动可持续发展，以期为未来中国对东盟高等教育援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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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aid to higher 
education in ASEAN countries and its impact through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Japan’s assistance is mainly technical assistance, focusing on high-end talent training and 
long-term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emphasizing cooperation with Japanes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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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bor demand matching, while China’s assistance focuses on breadth and scale, with the gov-
ernment taking the lead in promot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con-
struction, and emphasizing the concept of “win-win cooperation”. Both of them have realized the 
change from “teaching a man to fish” to “teaching a man to fish”, but Japan is more prominent in fine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while China is unique in scale and language and culture 
dissemination.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ese assistance,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publicit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China’s assistance to ASE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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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东盟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新加坡、印尼等国家掌管着“海上生命线”的

马六甲海峡，对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紧缺的日本来说，与东盟交好势在必行。东盟在变幻莫测的世界

局势中想要稳定发展，必须尽快发展经济，建立身之本，但由于东盟国家教育起步晚，水平不高，发展

缓慢，教育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发展计划的推进，东盟与日本也因此不谋而合。 
国内外关于日本高等教育对外援助的成果颇丰，如彭文平详细阐述了日本高等教育对外援助的思想

根源和实践情况，指出日本高等教育对外援助以知识经济为背景，注重软件援助，并服务于国家整体战

略部署[1]。日本学者 Nobuko Kayashima 对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在支持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方面的发展历

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出其援助方式突出了技术和资金的结合，并展现出长期支持的特点，同时探讨

了日本高校参与国际援助活动对推动高校国际化的积极影响[2]，但其针对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援助领域

的研究略有不足。一方面，日本对东盟国家的经济援助成果能更快显化，教育由于时间的滞后性，所以

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出效果；另一方面，教育援助经费不如经济援助经费，在整体援助经费中占比很小，

且教育援助更注重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援助很难被人注意到。关于中国对东盟教育援助的成

果主要涉及柬埔寨、老挝等国家，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鲜有涉及，在国际教育援助、高等教育合作

国际化等领域的相关文章中也只能看到只言片语，如陈莹说明了中国根据东南亚来华留学潮，提供了各

类来华留学奖学金和为增加东南亚地区的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和人力培训进行了援助[3]。 
因此，本文将基于国内外中日两国对东盟国家高等教育援助的研究，采用历史分析法、案例研究法

和归纳法，通过梳理日本对东盟国家援助的历史内容，研究中日两国对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援助有何不

同，哪些地方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希望能为往后中国援助东盟高等教育的发展获得些许启示。 

2. 日本对东盟高等教育的援助与合作交流 

2.1. 发展历程 

二十世纪 50 年代是日本与东盟国家广泛建交的时期。1954 年，日本加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科伦坡

计划”，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放在亚太地区的手，为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教育援助，推动

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企图为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谋求进一步扩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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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外务省 ODA 现有的数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只对印尼、菲律宾、泰、缅甸四国进行

了高等教育援助。日本对东盟国家的官方高等教育援助最早始于 1972 年，为泰国先皇理工大学电信实验

室建设提供 1.63 亿日元的无偿资助，帮助泰国先皇理工大学推进电信研究进程。之后，随着东盟国家经

济发展迅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间，日本对东盟国家高教的援助力度加强，项目数和金

额呈上升趋势，援助重心向发展迅猛的“亚洲四小虎”——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四国偏移。

1983 年，日本政府提出了“10 万留学生”计划，使得经济发展良好的东盟国家掀起赴日留学的浪潮。1997
年 12 月在吉隆坡举行的日本–东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上，双方领导人宣布从中长期角度支持人力资源开

发，以促进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保障，其中包括日本–东盟人力资源综合开发方案，该方案包括

在今后五年内培训 20,000 人的计划和留学生支援的措施[5]。此外，为适应经济发展，该年代的日本高等

教育援助还涉及高职教育，不再局限于高校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在经过七八十年代大量对泰援助后，

九十年代的日本对泰国高等教育援助急速减少。 
在 1997 年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东盟经济共同体合作变得十分紧密，东盟的贸易繁荣发展，这也

使得日本的高等教育援助开始出现了从资金援助转变为技术援助的战略性转变。自 2010 年起技术援助成

为主要高等教育援助方式。2008 年经济危机使得日本国内企业意识到需要具备国际视野的“国际人才”，

除了派遣学生出国交流学习，政府顺势提出 2020 年实现“留学生 30 万人计划”，以满足企业对外发展

的需求，之后东盟的赴日留学研修人数急速上升。 
从以上日本对东盟的高等教育援助的发展历程中可知，援助形式依次从无偿援助、有偿援助和技术

援助三种方式进行过渡与转变，见图 1。从援助内容上看，主要有高校扩建、器材购置、研究中心建设和

奖学金计划等物质支援项目，以及通过派遣专家团队或是留学生互换研学等技术型支援项目。从组织机

构上看，无论是政府出台的政策计划，还是企业民间组织自行筹备资金项目，都在东盟高等教育事业上

留下了浓重的笔墨，为东盟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能力、有魄力的产业人才，促进了东盟国家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根据日本外务省官网数据[4]整理所得。 

Figure 1. Japan’s ODA for ASEAN higher education 
图 1. 日本对东盟高等教育 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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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本的政策现状 

根据 2023 年 12 月 17 日于东京举行的纪念东盟与日本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50 周年特别峰会的声明和

日本文部科学省 2022 年白皮书的内容，日本当前对东盟的高等教育援助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 增强跨领域青年和民间交流：通过奖学金计划、语言学习和师生交流，加强教育合作，并鼓励职

业发展交流和技术工人的跨境流动，促进对不同文化和传统的深入理解[6]； 
2) 加强科技创新和全球问题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致力于加强知识、学术和研究的交流合作，特别关

注科技创新和全球问题领域的合作； 
3) 人力资源开发奖学金计划：日本将继续为东盟国家提供人力资源开发奖学金计划，资助有望在日

本研究生院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年轻官员，以促进东盟国家发展和加强双边关系[7]； 
4) 强调高端人才培养：日本政府明确表示要培养引领科学技术和地区振兴成长领域的高端专业人

才。通过在日本的研究生院留学和利用日本企业的国际关系等方式，推进亚洲各国之间支援高端人才的

环流，促进“创新亚洲”事业的发展[8]； 
5) 持续增加留学生规模：日本政府将继续扩大留学生规模，计划在 2033 年实现 40 万留学生目标

[9]。通过吸引国际人才，为他们提供学习与发展平台，巩固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并推动双方关系的

深入发展。 
日本对东盟高等教育的官方援助能根据日本和东盟国家的国情有的放矢，从无偿到有偿，再从有偿

到技术援助，以政府为主导，协同民间和学校合理规划，高效利用资源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份投入都产生

最大值。总而言之，日本对东盟的高等教育援助是一种全面而深入的国际合作形式，它不仅关注即时的

教育需求，更着眼于长远的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以期实现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这种援助，

日本也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负责任和富有同情心的国家形象。 

3. 中日对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援助的异同 

中国和日本对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援助都经历了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并

由单维度向多维度的方向过渡。下面将从人才培养、高校建设、理念导向，对东盟的形象展示，三个方

面进行日本和中国对东盟在高等教育援对比。 

3.1. 人才培养 

无论是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还是日本的人才培养计划，都重视人才培养在高等教育援助

上的重要性。如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等增加政府奖学金名额的措施，推出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

日本的“日本人力资源开发奖学金计划”等奖学金计划，都致力于培养和开发人力资源，为东盟国家培

养高等教育人才作出了极大贡献。双方都重视为东盟培养急需的高技能人才，尤其是职业技术人才。 
不同点在于中国注重培养能够直接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而日本更注重培养可以与日本

企业合作的人才。日本由于少子化的社会现状，更加注重吸引东盟国家留学生，具有经济目的指向。如

“留学生 30 万人计划”通过与企业合作，一方面得以满足企业对外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填补劳动

力的空缺。这一举措在人才交流和文化交流方面对双方都有积极影响。 

3.2. 高校建设 

中日双方都致力于东盟国家的高校建设，发展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援建学校和境外合作

办学都是中日两国对东盟高等教育援助的新方式，与传统的援助项目相比更容易实现援助的持续性目标。

如中国援建的柬埔寨桔井大学为当地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新机遇，日本无偿帮助越南芹宜大学修建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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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5]，为越南的农业教育提供支持。境外合作办学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开办了老挝苏州大学，日本

与越南合作办学的越南东京医科大学。老挝苏州大学设有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师和汉语课，在传播汉语方

面发挥着巨大作用[10]，越南东京医科大学则引进日本的教育管理体系，致力于提高其教育水平。此外，

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合作建立的孔子学院也致力于汉语传播，开设汉语课程。中国在对东盟的高校建设

侧重于语言传播，而日本除了语言传播还植入其教育体系。但无论如何，这些举措产生了显著的外溢效

应，受援院校的科研产出和毕业生就业率得到了有效提高。 

3.3. 理念导向 

中国强调“合作共赢”的理念，日本则更注重自身利益驱动。日本以“普世价值”作为日本对外援助

的价值观导向，并基于以美国为首的“印太战略”政治框架下，致力于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

位；而中国主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带动构建新时代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并奉行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则，饱含着中国同东盟国家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赢得了东盟国家的真诚友谊和坚定支持。 
综上所述，中日依照着自身的援助体系不断推进对东盟高等教育援助事业的发展，取得了相应的国

际影响力，在东盟高等教育援助领域的模式都经历了“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助力受援国人

才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均取得了显著成效，提升了国际影响力。但不同点在于中国的援助模式更注重

广度和规模，以政府主导，力图通过人才培养和高校基建，彰显大国担当和地位。而日本则更倾向于针

对性和质量，通过精细化管理和因材施教，培养高端人才，突出技术优势，同时为日本国内经济挖掘高

质量劳动力。这些不同的特点都反映了双方在高等教育援助理念和行动的差异，但同时也可窥探出其互

补性和协同效应的潜力。 

4. 经验与启示 

在审视日本对东盟高等教育援助的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对东盟高等教育援助契合了东盟国

家应对当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需求。东盟区域的技术产业已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劲引擎，

在这一背景下，技术有效转化为生产力，不仅依赖于顶尖的科学研究者和企业家，更迫切需要大批能够

熟练掌握并应用这些技术的高技能人才。然而，当前中国对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援助仍面临一些挑战，

如援助规模和范围有限、宣传不到位造成的认知偏差、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培养支持不足等问题，为应

对这些挑战并进一步提升援助效果，我们可以考虑以下两点建议。 

4.1. 加强教育援助的宣传力度 

首先，加强区域合作与宣传力度，将教育交流活动的辐射范围从贵州、广西等特定省份，逐步向全

国扩展。这一步骤旨在建立广泛的教育交流网络，为后续对东盟国家高等教育的深度援助奠定基础。其

次，为了增强这一网络的活力和深度，我们需要通过政策扶持和经济激励措施，鼓励高校自主开展与东

盟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吸引更多高校参与，激发其自主参与的积极性，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这些

项目的顺利实施。最后，通过统筹兼顾地处理好传统与新兴媒体、中央与地方媒体、主流与商业平台、

大众与专业性媒体等之间的关系，形成从官方到地方到个人的宣传链条，实现有效的融合，不断扩大传

播平台的覆盖范围。 

4.2. 提升教育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日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特别是日本–东盟高级专业人才培养项

目。该项目针对东盟国家在特定领域的薄弱之处，提供了专业的培训支持，培养了急需的专业人才，从

而显著提升了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可以借鉴其模式，制定更加高质量的灵活的培养方案，向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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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提供高标准、高统一的教育资源，以满足其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此外，积极推广中国的高等教育

质量标准，与东盟地区的高校建立紧密的援助机制，共同探索和实践高效、统一的教学体系。这不仅有

助于优化东盟国家教育资源的配置，更能推动整个区域教育水平的提升，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共赢发

展。 

5. 结语 

随着中国持续深化对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援助，其积极影响正逐步显现。这不仅促进了东盟各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在国际发展援助和维护全球和平稳定方面的贡献。中国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的原则，其对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援助正在获得更深远的意义。这种援助不仅仅是单纯的资源

输出，更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中国可借鉴日本在高端人才

培养和技术援助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提升教育援助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同时，通过加强宣传力度和优化

资源配置，扩大教育援助的影响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中日两国在东盟高等教育援助领域的合作潜

力，以及如何通过教育援助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交流，为东盟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全面的支

持。总的来说，中国与东盟在高等教育合作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只有通过持续的改进创新，才能

推动双方高教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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