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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意见：

专家组对“校城融合 中外融汇 多维融通——地方高校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教学成果进行了鉴定。专家组认为：该成果经过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始终以国际化发展为战略导

向，在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大格局下提出“以校城深度融合促开放协同育人”培养

理念，秉持校城融合的办学育人新理念，构建中外融汇的资源汇聚新机制，探索多维融通的协同

培养新路径，打通多边化、多向性的全球协同“五大”链接路径，推动城市育人资源向人才培养

生态圈聚合、国际合作资源向教育教学体系融汇、多维融通手段向育人目标发力，培养新时代可

靠接班人和高素质城市建设者。有效解决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地方高校与所在城市融

合不深、与城市发展需求契合度不高，地方高校的国际化育人资源不足、全球资源链接汇聚机制

不畅，地方高校国际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单一，多要素协同培养系统性不够等难点重点问题。成

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实践推广价值，成果主要体现如下：

1. 创新了以校城深度融合促开放协同育人培养新理念，明确了应用型人才全球素养培养目

标，根据学校办定位和发展战略明晰全球素养的核心内涵：中国情怀与世界胸怀、国际规则与跨

文化能力、专业素养与实践创新力、持续发展与无边界学习力。出版了《校城融合下城市型大学



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等教改专著 24 部，发表教改论文 200 余篇，成果丰硕，理论有创新。

2. 创新构建“四大链接”教育资源汇聚新机制和“多维融通”的国际化协同培养路径。通过

打通四个国际化链接，国际对标学科链接、跨境办学平台链接、科研合作项目链接、师生流动人

际链接，实现中外资源融汇。系统实施思政融入与文明互鉴、学科专业交叉融合、课程体系优化

升级、双线课堂协同并进、研习与二课堂并举、学术研究创新引领等“六位一体”的国际化协同

培养路径，将国际化教育理念贯穿到学校教育教学全要素和教学环节全过程，在国内外应用型高

校中起到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3. 该成果人才培养效果好。学生国际化素养高，创新创业能力、国际竞争力提升显著。先后

与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4 所高校、研究机构和知名企业等国外合作机构，开展涵盖本硕博多层次、

覆盖全校所有专业的海外联合培养项目 40 个，累计培养来自 54 个国家的留学生 3400 余名。全校

就业率超过 90%，高质量就业率超过 50%，海外就业包括中铁集团等世界五百强企事业单位等，毕

业生培养质量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高校深造学习，如北京大学、英国

爱丁堡大学、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等。

4．该成果实践检验表明学校国际化资源供给和合作能力大幅提升，服务城市国际化发展贡献

显著。牵头成立“成都国际友城高校联盟”，集聚 36 所国、境外高校成员，推动成都市与泰国清

迈以及新西兰汉密尔顿建立友城关系。建成一流国际化艺术学院“中国-东盟艺术学院”，每年全

额资助本硕留学生 200 名。通过孔子学院带动成都市基础教育国际化服务水平，推进成都十余所

中小学与国外学校建立姊妹关系。吸纳聚集一批国际化教育教学师资，多名外籍专家荣获“中国

政府友谊奖”等奖项、获批国家级引智项目。每年提供国际赛事、国际会展、各类国际学术会议

志愿者 5000 人次。

5．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和示范引领作用突显。成果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教育报》《参

考消息》、环球网、人民网、美国知名媒体福斯特新闻等国内外主流媒体报道两百余篇次，国内

外作大会报告 60 余次，孔子学院项目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高度评价，产生了广泛的社

会影响。

专家组一致认为，该成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效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具有良好的引领示范作

用和重要应用推广价值。同意推荐其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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