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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用科技大学为主体的德国高等职业教

育，在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背景下，传承“双

元制”等优秀办学传统，吸收国外高等教育的合

理因素，通过建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开展技术

应用性研究、改革学位学制、开发国际课程、吸

引外国留学生等，不断开拓海外教育服务市场，

实现了从区域化到本土化并 终实现国际化的发

展历程。

一、德国高职教育国际化进程

高职教育国际化是指一国高等职业教育通

过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吸收先进的技术应用型

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传承本国教育传统，形成

本土化特色，并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其成功经

验以增强高职教育影响力的过程。在经济全球

化、欧洲一体化背景下，发源于鲁尔区的应用科

技大学已经成为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成为

德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德国政府向

世界其他地区重点推介的成功经验。

（一）德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动因

1.经济全球化推动德国高职教育国际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教育不再仅仅定位于文

化功能，知识生产也不再局限于纯知识与纯学理

的探求，而更多关注于社会功用性和解决社会实

际问题，教育市场以服务贸易形式成为全球市场

经济的组成部分，各国高等职业教育走向对话与

交流。德国高等职业教育在传承德国优秀办学

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瞄准新兴产业，实现教育资

金、企业人才、教育服务、技术知识和行业信息等

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有效流

动，使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和办学主体等要素通

过与国外高等职业教育交融碰撞，实现了自身的

完善与超越。

2. 欧洲一体化促进德国高职教育国际化

欧洲各国基于语言、地缘、文化、民族等诸

多共同因素和相关利益，通过政治、经济、法律、

教育等一体化运动，使许多国家合作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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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提升了欧洲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在欧洲一体化运

动的推动下，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积极适应发展需要，主动改

革学位、学制，实现了欧洲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学历、学

位互认和学分转移，迅速走向国际化。

3. 对外文化技术交流需要德国高职教育国际化

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德国与170多个国家建立

了文化学术交流关系。在德国政府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DAAD）的协助下，应用科技大学加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

的合作，在师生互派、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了国际交流活

动，推动了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

（二）德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实施策略

1.传承双元理念，提高国际影响

双元制作为德国职业培训的成功经验，得到了世界职

业教育界的认可。应用科技大学传承了德国“双元制”职业

培训理念，分别依托学校和企业两个主体开展人才培养，

其中学校是第一办学主体，企业是第二办学主体，学校对

人才培养质量负主要责任。应用科技大学在入学标准、教

学内容、进程安排、师资聘任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双元

特色。例如，应用科技大学要求入学的学生具有至少半年

的职业实践经验，或者入学后自行参与规定时间的职业实

践活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模式都保持与企业的密

切联系；学生毕业设计采用企业真实研究课题；建成具有

职业实践经验的高水平国际化师资队伍；在为期三年或四

年的人才培养过程中设置一个实践学期，安排学生到企业

从事与专业相关的职业活动，丰富职业经验。应用科技大

学注重实践、注重企业、注重应用研究的特色，为推动其国

际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2.注重应用研究，开发国际课程

2003年11月3日，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共同签署“应用

科技大学应用研究与开发资助协议”，共同资助应用科技

大学的应用研究与开发，例如西柏林应用研究介绍中心把

75%的课题委托给应用科技大学承担[1]。德国联邦教育和

科研部于2004年至2006年出资5300万元，实施“应用科技

大学联合经济界科研计划”，后于2007年至2010年投入1

亿欧元，实施“应用科技大学联合企业界科研计划”，重点

资助信息、通讯、电子、材料、自动化、建筑工程、机械制造

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科研开发，促进应用科技大学与经济

界、企业界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以 新的科研成果改革

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提升了应用科技大学的

综合实力。同时，为推进国际化进程，大多数应用科技大学

开展了英语、德语双语授课的国际课程及预科项目，参与了

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资助的“国际课程计划”，为外国留

学生的学习提供便利，也传播了应用科技大学注重应用的

教学模式。

3.适应国际需求，改革学制学位

20 0 0年以前，应用科技大学一直给毕业生授予德国

独有的Diplom（FH）学位。1998年的《索邦宣言》要求德、

法、意、英四国学生和研究人员无障碍流动，实现大学合作

和文凭互认。1999年的《博洛尼亚宣言》提出了建立“欧

洲高等教育区”的目标[2]。为适应博洛尼亚进程的要求，

应用科技大学作为可以授予学位的高等职业教育院校，

也调整学制，开始授予三种学位：学士（Bachelor）、专业

硕士（Diplom）、硕士（Master）[3]，使学生能够取得不同的

证书，并且在学习和职业方面进行自我规划，同时将学制

缩短为三到四年，深受学生的欢迎。“欧洲学分转移系统”

（ECTS）通过推行量化指标和学习模块，国际通行的学位

制度为学生的跨国流动提供了便利，使国际间的学分互认

转移成为可能，促进了学生国际间的学习与交流，使德国成

为世界上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特色鲜明的国家之一。

4.加强国际交流，推广成功经验

德国联邦政府、德国大学校长联合会议、德意志学术

交流中心、应用科技大学先后开展了一系列营销策划，提

升了包括应用科技大学在内的德国大学教育国际化进程；

各应用科技大学也发挥在工程、经济等专业上人才培养

的优势，积极联络国外相关高校，通过校际交流合作，招

收赴德留学生，凸显了应用科 技大学注重实践、注重应

用的特色，提高了高职教育的国际 影响力和认可度。例

如，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亚琛应用技术大学（FH 

Aachen）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30多所大学建 立了合作关

系，外国留学生比例达到20%左右，国际知名度得到了有

效提升。

二、德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成功经验

（一）传承双元模式推进高职教育国际化进程

德国高职院校和企业传承双元模式成功经验，密切配

合，共同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应用科技大学

通过合作办学、海外独立办学或设立分支机构等途径提升

国际化水平；跨国公司传承双元培训理念，为相关的高职

院校学生在所属企业或分支机构提供实践学习的机会。例

如，世界 大的化工企业康采恩（BASF）公司在全球很多

国家设立子公司或者合资公司。它每年耗费巨资通过“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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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模式培训大量学徒，培训期满后考核合格者可以被录

用为公司员工。

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高科技企业对操作技术工作

人员的需求量在逐年减少，而对懂技术、会管理的技术技

能型人才需求逐年上升，不断发展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部分德国企业开始主动与院

校合作联合开展专业建设，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例如，西门子公司与部分高等学校合作开设工商管理、

商务信息、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工程管理、

信息技术等专业，双方共同制定教学计划并合作完成人才

培养过程。理论学习由应用科技大学或职业学院完成，企

业实训和生产顶岗实习及完成毕业论文或设计等实践技能

培训任务均在企业完成，使学生熟悉了生产环节和企业文

化，一旦正式进入企业团体后就能快速融入企业中[4]。

（二）借助第三方力量创新高等职业教育国际交流模

式

德国高等教育有借助非政府非教育机构的社会第三

方开展国际间文化对话和交流的传统，专业交流机构推动

了德国教育界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合作。例如，大多数

应用科技大学参与其中的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在德国国

内外均设立办事机构，与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共同制定

《德国高校留学事务准则》，明确了留学生普遍适用的准

则和 低标准，向国外的大学生、实习生提供赴德国学习

和研究的奖学金以及向德国学生赴国外留学提供奖学金，

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在代表德国

大多数高校和大学生团体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三）建立完善办学质量保障体系

在高职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保证高水准的办学

质量是高等职业教育走向国际化的前提。从《巴黎宣言》到

《布拉格宣言》，其目标都是建立有序统一的欧洲高等教

育市场，建立与完善教育质量保证机制[5]。德国具有跨州与

跨国的评估机构，《高等教育结构法》相关条款也对高等教

育质量做出了明确规定，还开展了五年一轮的教学评估。教

学评估包括高校自身评估和外部专家评估，评估专家由国

际教育专家、来自高等教育机构的代表、各州教育和研究

部部长、行业代表组成，主要对教学条件、教学内容、师资

队伍、就业机会、专业特色等进行评估[6]。严格的质量保障

体系，提升了应用科技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国际社

会的认可。

三、对德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思考与借鉴

在“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的背景下，中国经济

仍然处于转型升级的调整过程中，中国职业教育对经济发

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显著。借鉴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国际化

经验，提升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水平，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

等职业教育培育为世界职业教育的品牌，是中国高等职业

教育国际化的根本目标[7]。

（一）推行对外投资战略是实现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

的契机

随着中国大批企业走出国门，企业对外投资额持续增

加，中国即将成为对外净投资国，由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推动了对外投资的

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国门，需要实现企业生产的本土化发

展。因此，建立伴随跨国企业的职业教育培训学校，或者参

与企业所在国职业教育过程，以中国高职教育成功经验培

养企业急需的当地技术人才，是提高企业持续发展能力和

扩大中国职业教育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中国高等职业院校

要充分利用国家对外发展的契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国际标准应用型人才，提高自

身国际化影响力。

（二）构建国际化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是实现中国高职

教育国际化的前提

一流的企业制定行业产品标准，一流的职业教育制定

职业资格认证标准。职业教育的“产品”是能够满足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实现国际化也必然

采用国际通行标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工厂，产品和服务正

在向高端发展，也已经掌握了部分行业的世界标准，但缺乏

职业教育岗位能力认证的标准。制定具有国际水准、中国

特色的职业资格标准，明确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国际

素质能力要求，对高职教育国际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三）打造中国高职教育品牌是国际化进程的内部推

动力

品牌建设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根基。中国教育部、财

政部自2006年以来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

计划”，先后有200所高等职业院校得到资金支持，积极打

造中国高职教育的品牌。但是，中国还需要在吸收国外发达

职业教育经验和传承国内职业教育传统的基础上，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凸显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打造类似

于德国双元制、英国现代学徒制、澳大利亚TAFE学院的国

际化高等职业教育品牌，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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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境内外校际交流的留学生机制是中国高职

教育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截至2012年5月，我国与3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高等教

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8]，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认可度还有

待提升。为此，我们需要主动参与国际与地区性学历学位互

认机制建设和相关国际规则体系建设，营造一个有利于我

国高等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建立境内外

高职教育校际学分互认的留学制度，推动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过程国际化改革，加大接收国际留学生支持力度，促进高

职院校之间教师、学生、资源等要素的双向流动，提高世界

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有效提升我国高职院校国

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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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Refer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erma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Liu Jincun, Jia Shengchao, Zhao Minglia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Germa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FH 
as its main part, inherits such excellent school-running tradition as “dual system”, absorbs reasonable factors of higher education abroad, 
and continuously expands its overseas education service market by constructing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carrying 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reforming academic degree system,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courses, attracting foreign students, etc., to realize its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taking the German 
experience as a reference, this thesis propose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government’s promotion for investment abroad strategy, 
construct internationalized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system, build the brand of Chines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for exchange students between domestic and overseas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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