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改革

云南省兽医学科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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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动物医学(原兽医)专业一直是我校的传统和核心专业,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云南兽医学科发展也迎来可喜的国际化发展机遇。其必要性在于,合作办学是在南亚响应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的需要,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需要各学科发展国际化,跨境动物疫病防控迫切

需要适应国际化的兽医人才。可行性体现在国家重视中外合作办学,云南畜牧产业发展及独特的

区位优势使生源与就业前景良好。积极应对中方专业教师需要开展全英文教学、国际优秀人才培

模式本土化、外方来华授课教师的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等挑战,云南兽医学科发展必上一个新的台

阶。开展国际合作培养新型动物医学专业人才,将为提升云南省畜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人才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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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national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
 

Veterinary
 

Medi-
cine

 

also
 

welcomes
 

gratifying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s
 

necessity
 

lies
 

in
 

the
 

fact
 

that
 

cooperative
 

educa-
tion

 

is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South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Radiation
 

Center"
 

requir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ross-border
 

animal
 

diseases
 

urgently
 

needs
 

veterinary
 

talents
 

who
 

can
 

adapt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Its
 

feasibility
 

is
 

reflected
 

in
 

the
 

country's
 

emphasis
 

o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s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and
 

its
 

u-
nique

 

location
 

advantages,
 

which
 

make
 

the
 

source
 

of
 

students
 

and
 

employment
 

prospects
 

good.
 

We
 

must
 

actively
 

respond
 

to
 

challenges
 

such
 

as
 

the
 

need
 

for
 

Chinese
 

professional
 

teachers
 

to
 

carry
 

out
 

English
 

teaching,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training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talents,
 

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teachers
 

in
 

China,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
 

Veterinary
 

Medicine
 

will
 

reach
 

a
 

new
 

stage.
 

Carrying
 

o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cultivate
 

new-type
 

veterinary
 

medical
 

professionals
 

will
 

provide
 

talent
 

guarantee
 

for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
ucts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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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农业大学兽医学科是我国历史较为悠久

的一级学科门类之一,自1960年起就已经开始招

收,历经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专业建设实践与学科发

展的积淀,已经初步形成起了一个以专业本科生实

践教学环节为主导、专业硕士生实践教学环节为辅

的发展研究方向多元化的多层次专业体系。现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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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兽医公共卫生二个五年制本科专业,预防

兽医学、临床兽医学、基础兽医学、兽医公共卫生学

4个二级学科和1个兽医专业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外合作教育涉及领域广泛,

内容复杂。受政治、经济、文化、全球教育和社会环

境的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服务大

局的意识与新时代的新要求还存在差距,政策体系

不完善,政策措施向发展内涵的转变不完整。本文

分析了云南省兽医学科开展合作办学可行性、必要

性和面临的问题。通过国际化兽医人才,有力推动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1 我国合作办学的发展历程

中外合作办学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变化和

我国政府倡导等各种因素作用下不断发展起来的。
我国高等院校合作办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

期。1989年以后,该工作一直趋于停顿阶段。直到

1993年6月,原国家教委才发布了《关于境外机构

和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这也是中国首次

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合作办学工作的政府文件,通知

中明确提出了“主动慎重、以我为主、严格管理、依法

办学”的基本原则。1995年1月26日正式颁布实

施《中外合资教育办学临时条例》。这是一项具有法

律性的教育法规,对中外合作办学可能遇到的问题

和解决方法均作了明文规定。至此,国内外学校合

作办学才有了法律依据,并列入正式部门规章的管

理中。在这一时期,相关法律法规也逐步健全,虽没

有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却为规范办学打下了基础。

2003年-2015年,为适应中外合作办学事业迅速发

展的要求,国家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管理文件,办学的

法律和政策领域更为明确、公开,法律监管开始走向

了全新的层次。2004年6月,教育部颁布《中外合

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要求国内外合作办学者在中

国境内外联合开办以我国人民为重点招收对象的教

育院校的活动;同年8月又颁布《关于做好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工作的通知》。此后又发布了

《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2006
年)、《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
(2007年)、《关于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的通

知》(2009年)等一系文件,有力促进了合作办学办

学环境的良好规范。为了进一步提高教育对外开放

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

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颁

布了《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

见》,指出中外合作办学要以习近平新年代的中国特

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坚定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不动摇,
积极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同国际一流大学和研究组织

之间的合作交流,实现“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升级,
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培养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人才。

2 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的必要性

2.1 开展合作办学是在南亚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的需要

  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除了高层互

访、双边定期召开领导人大会等交往事宜外,近年来

教育合作不断加强,并取得可喜成绩。据中外合作

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统计,中外方举办院校与课

程总量连续上升,交流继续深入,中国政府与”一带

一路”沿途各国的联合办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

民族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交流。实践“一带一路”合作

发展理念,推进云南融入国家建设,发挥重要门户作

用,培养南亚、东南亚稀缺的动物医学专业人才需要

开展兽医学科专业国际合作办学。2015年在博鳌

亚洲经济论坛开幕式大会上,习近平为总书记习近

平发表了主题的讲话,认为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

发展并非是要完全取代各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协作的

体制模式与政策倡议,而是强调必须建立在各国现

有的基础之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发展相互对

接、优势互补。拥有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西
亚)和肩挑“两洋”(太平洋、印度洋)的独特区位优势

的云南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省份。“一带一

路”提出的区域合作的发展新理念,要借鉴和学习南

亚、东南亚等地区国家建立在既有基础的新型多边

合作机制,利用这些既有基础的、有效可行的新型区

域经济合作机制平台,一起努力建立包容发展的利

益共同体。借助海外高校优质教育资源,结合云南

农业大学自身学科优势培养的兽医学科专业本科教

育项目所培养的学生,既具有动物医学专业背景,同
时接受与国际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吻合的专业教育,
无论作为应用型还是管理型人才都有着多重优势,
对于云南自身发展和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输送、储
备人力资源都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2.2 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需要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时,明确

提出要把云南建设成为“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并
要求云南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习总书

记的云南行,为云南重新定位,直接指导了云南的发

展方向和思路。云南省与接壤的南亚、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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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文化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地缘优势与

文化亲缘关系给云南省与周边国家的联合科学研究

提供了天然有利条件,科研成果对边境地区的知识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建

设包括云南自身的建设,更包括与南亚、东南亚17
国间的合作与竞争,包括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各国政

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
均需要人才的支撑;无论是云南省自身的建设,还是

服务国际化的建设,均需要人才的支撑。与南亚、东
南亚高等院校相比较,云南农业大学兽医学科优势

明显,南亚、东南亚地区成为云南对外农业文化的首

要输出对象。根据社会的人才需求,合理引进相应

的课程,培养好适应国际化新型动物医学新型人才,
加快我省兽医学科发展,为云南省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作出相应贡献。

2.3 跨境动物疫病防控迫切需要国际化兽医人才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国际化和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云南作为面向

南亚、东南亚国家贸易交往越来越频繁,实施“一带

一路”建设的区域重要性日益突显。由于国内畜禽

产品需求量巨大,供给满足不了国内需求的情况下,
从周边国家进口畜禽产品成为一个选择。以牛为

例,缅甸、印度、孟加拉国、泰国、老挝和越南六个国

家的牛存栏数较大,2015年缅甸牛存栏1946.1万

头(黄牛1
 

593.9万头,水牛352.2万头),印度牛存

栏2.84亿头,孟加拉国牛存栏2
 

500万头。云南边

境口岸入境的牛大部分来自缅甸(占40%)、印度

(占45%)和巴基斯坦(占10%),少量来自老挝、孟
加拉、泰国、印度尼西亚,牛的来源复杂,潜在携带疫

病众多,疫情传入风险极高。由于这些国家兽医防

疫体系极不完善,重大动物疫病时有发生,是东南亚

国家主要的疫源地,也是我国主要疫病的传染来源。
要保证从东盟进入国内的畜禽或者畜禽产品安全,
需要对相应的入境动物及相关产品进行有效的监控

和检疫,因此边疆贸易对动物检疫、流行病学、兽医

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高素质兽医人才的需求量大。通

过对外合作培养动物医学新型专业人才,对提升云

南省畜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云南打造世界一

流“绿色食品牌”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3 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的可行性

3.1 国家与地方都重视中外合作办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等文件均要求或鼓励各高

校扩大高等教育的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外合作办

学条例实施办法》第三条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在国内

新兴和急需的学科专业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鼓
励在中国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培养国际化人才。

云南省政府也高度重视发展国际合作办学。按

照《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发展的要求,云南省要经过5至10年的

努力,建好国际教育家园、国际教育基础建设平台、
国际教育人才培养平台、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平台(简
称“一园三平台”)。云南农业大学作为省属农业类

重点高等院校,在政策和经济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合

作办学可以最大效度的引入国外教育资源,完善并

调整现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办学模式,培养应用型、
复合型、技能型新型人才,提升专业影响力,吸引并

扩大南亚、东南亚留学生比例和专业学科学习层次,
向外输送既具有实作技能又具有管理能力的人才。

3.2 云南农业大学兽医学科已有一定的地区影

响力

  本专业紧密围绕兽医科技人才的需求,立足无

可替代的云南省动物疾病的多样性和跨境动物疫病

的多样性资源,以培养边疆民族地区高素质应用型

兽医人才为目标,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方农业

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建设,在专

业建设规范、师资队伍、教学条件、教学管理、教学建

设与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全国该学

科的整体建设来看,我国多所农业类院校早已开展

与国外大学的兽医学科的项目合作,云南农业大学

作为云南省重点农业类院校,势必也需要将动物医

学合作办学项目纳入到发展规划当中来。通过设立

合作办学项目,可在进一步提高学科建设发展的基

础上,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引入国外优质资源,积极

参与国际专业质量认证,提高动物医学专业的国际

竞争力。根据社会发展要求,明确专业定位,响应国

家对外发展需求,面向南亚、东南亚输送专业人才,
带动边疆经济发展。

3.3 生源稳定、就业前景良好

云南省作为边疆农业大省,常住人口4
 

829.5
万人,养殖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21年全省畜

牧业总产值2
 

315.4亿元,全国排名第5位;生猪、
肉牛的存出栏均在全国前4位。随着我国经济水平

的不断提升,动物医学领域的开拓和科学研究的不

断深入,兽医专业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展,包括畜禽疾

病、人兽共患病、特种经济动物疾病、野生动物疾病、
水产动物疾病、蜂病、蚕病和实验动物疾病的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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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围绕动物养殖的相关产业也蓬勃发展,如动物

保健品、生态和立体养殖、屠宰、加工、宠物医疗等,
动物医学人才需求激增。此外,云南边境线长达

4
 

060
 

km,25个边境县(市),分别与缅甸、老挝和越

南交界,由于这些国家动物疫病防控能力薄弱,口蹄

疫、禽流感、高致病性蓝耳病等跨境疫病防控压力

大,需要大量具有国际化背景的兽医人才。随着云

南建设成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战略的推进,毕业生

出国留学除可选择英美等发达国家外,还可以到与

云南毗邻的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进一步攻

读硕士、博士等学位,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不仅可

以提高就业,还将推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各个

领域的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4 挑战及对策

4.1 专业课程全英文教学的挑战

合作办学中外方往往要求所有课程开展全英文

教学,这对很多课程的教师尤其学生构成巨大挑战。
目前的英语教学流于形式、不取得实质性成绩,课程

国际化、学生出国留学深造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先进

的教学理念及方法、教学成果也无法引进到课堂教

学中来。这就要求我们要打造一支具有国际化教学

理念的兽医学科师资队伍,借助合作办学,引进国外

优质教学资源,内化和吸收他们的优质教学资源,提
高国内教师团队的国际化能力。此外,受合作办学

专业学费比高内高很多、社会对专业的认知度不够

等因素的影响,合作办学专业的录取分往往略低于

普通专业。这要求我们在提高办学水平的同时,加
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优秀考生报考,提高招收学

生的素质。

4.2 来华授课外方教师的管理

由于文化、国家制度的差异,如何让外方教师在

教学期间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在双方合作框架

内开展教学活动将面临诸多问题。此外,由于办学

成本的限制,外方教师一般情况下只能开展短期集

中教学,如何保障教学效果将面临挑战。这就要求

我们在申请合作办学阶段,要全面、细致地提前对能

预见的问题准备好对策。动物医学专业的很多课程

都有实验、实践课,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可考虑每门

课程的外方教师配备1~3名中方教师辅助,协助外

方教师做好课前预习、课后辅导等环节教学,在提升

教学效果的同时,也使能与辅助外教的中方教师的

国际化能力也将得到有力提升。

4.3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课堂思政教学指导大纲》中提出“全面深

入开展课堂思政建设工作,正是要寓价值理念引领

于专业知识传递和培养当中”。针对农林经济管理

课程理论性、实践性强的特点,为了达到预期的教学

效果,须注重思政教育的价值内化,春风化雨,潜移

默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习与思政,首先是把握合

作项目建设主战场,从制定培养计划开始,加强教材

审核等工作;其次,要利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中方

授课的团队教师不但要以兽医专业视角解读相关知

识,更应重视对社会责任的解读。引领学生从各个

视角探讨中国特色,提高学生“开学养正、耕读至诚”
的云南农大精神,主动地把个人奋斗精神纳入我国

与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浪潮之中,把学生个性发展

命运同我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发展命运紧紧联系,
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爱国情感和社会时代责任感,
坚定“路线自信心”,拥有“文化自信心”,让学生自觉

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承诺,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4.4 保证跨境办学的质量

目前国内中外合资高等教育整体办学仍存在不

少问题。如重外方学校“名牌”、轻实际高等教育整

体办学“实效”,重进入口环节“审查”、轻运转流程

“监管”,重合资高等教育整体办学“形态”、轻境外资

源“内容”等。因此要坚持以教学质量为优先的办学

思想,进一步强化学校自身实力建设,全面提高在国

外办学的综合服务质量。具体而言,在办学领域,按
照中国的要求强化办学教师队伍建设,以保证在中

国合作方学校内吸纳相当比例的高素质专任教师和

兼职教师,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到与职业资格、
国际学术水准和与外方合作者标准与水平相应的师

资,以提高国际联合办学组织与项目的质量;完善学

校内部质量建设,着力关注海外课程和教学的本地

化与适应性等问题。进一步加大对办学名牌专业和

示范性学科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教育质量评估,建立

更多的高质量、示范性办学组织和项目,进一步提高

办学的品质。着力推动国外办学的学科专业发展,
精心策划体现我国特点和遵循国际的课程体系、课
程结构和课程;健全完善入学要求、课程要求、课程

标准和学位颁发要求,完善合作办学的教育保障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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