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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开展对外合作的诸多领域中，教育合作处于

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国家发展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教

育的发展和人才的支撑，其中，高等教育因其直接向社

会输送人才，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家与国家之间开

展教育合作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

丹作为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之一，重视与中

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期提升本国教育质

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力图达到中苏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

的共赢。

1  中苏高等教育合作进展

近年来，中苏高等教育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

势，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合作成效，逐渐形成多层次、多渠

道、多形式的合作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1  高校合作与校企合作相结合

苏丹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之一，“中阿合作论坛”

于2004年成立，该论坛已构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等诸多领域合作机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此基础上开

展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之后，“中阿（10+1）高教合作

研讨会”“中阿大学校长论坛”“中阿高教与科研合作研

讨会”[1]等交流平台的建成，使中阿教育合作机制不断走

向完善，推动中国与苏丹在内的阿盟各成员国在高教领域

展开多层次的密切合作。

近年来，苏丹各高校依托现有的合作机制，积极与中

国高校开展交流互访，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持续扩大在

研究生联合培养、青年教师培养、科研和技术推广等方

面的合作。2010年，扬州大学与苏丹喀土穆大学的结对

项目入选“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该项目开展以

来，扬州大学为苏丹各高校举办了多个培训班，培养了

数百名苏丹高校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在高等教育、农

业技术等领域组织各类学术研讨会，并联合成立了扬州

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苏丹研究所）和扬州大学中国苏丹

农业技术联合研究与交流中心，扬州大学成为中国与苏

丹高等教育合作的典范[2]。此外，我国南京大学、西北

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等众多高校与苏丹

高校的合作都在逐渐深入。

除了高校间的合作，校企合作也在中苏高等教育发

展合作发挥重要作用。中石油、中石油所属东方物探公

司、中油测井公司、哈电集团等多家中国公司对苏丹的

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东方物探公司出资50万美元，

与喀土穆大学联合成立了地球物理研发中心。中油测井

公司则帮助喀土穆大学建造了学术报告厅[3]。除各项援助

之外，中方凭借自身在石油、农业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在

苏丹积极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为苏丹经济的发展奠定了

重要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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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援助与教育合作相结合

苏丹在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相对落后，目前，中苏两

国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以教育援助为主、教育合作为辅。

我国积极助力苏丹发展汉语教学和孔子学院，设立对苏的

中国政府奖学金，开设援外培训班，助推中苏教育合作，

促进苏丹本地高校迈入发展正轨。

汉语教育方面，随着苏丹与中国的交流愈加频繁，苏

丹对汉语人才的需求也不断上升，汉语教学与研究在苏丹

高等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喀土穆大学作为苏丹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大学之一，其孔子学院成为苏丹高级汉语人才

培养的重要基地，2012—2017年，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

汉语培训人数从500多人发展到6 000多人，还有上万人在

孔子学院开设的各类培训班中学习。孔子学院的师资力

量方面，到2021年，孔子学院的教师队伍已从最初的一两

名教师发展至28名教师[4]，该学院举办了多次汉语教师培

训活动，教学成果得到中苏双方的肯定，在为社会输送了

大量的汉语人才的同时，推动了苏丹经济社会发展和中苏

之间在经济、能源、人文等各领域的合作。

职业教育方面，中国给予苏丹全方位援助。20世纪90

年代中国在非洲援建的第一个职业教育机构即苏丹的恩

图曼职业培训中心[5]，中国对当地教师和最高管理委员

会的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交流，并邀请专家开展技术合

作，全面提升该培训中心的师资水平，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该培训中心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并得到了教育部

的高度认可。

1.3  传统合作与新型合作相结合

高等教育合作方面，我国重视苏丹高等教育发展的

现实需要，助力苏丹教育整体性发展并适应当前的国际形

势，积极开展远程教育和线上教育等领域的新型合作。

针对远程教育开展困难的问题，苏丹喀土穆大学孔

子学院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尽可能地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开

展多种形式的远程教育。华为公司曾为喀土穆大学提供

并安装了视频通信设备，这些设备将喀大的七个校区连成

了一个整体，使主校区可以利用视频设备举行集体会议，

开展在线教学，该项目直接惠及了2 000多名苏丹学生，

解决了喀土穆大学的远程教育问题[6]。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的教育领域都受

到了较大影响，在后疫情时代，发展远程教育成为未来教

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需要在目前的合作基础上，进一

步思考未来在远程教育领域的合作与援助方向。

2  中苏高等教育合作面临挑战

2.1  苏丹经济基础薄弱

中苏之间开展教育交流合作的前景并不乐观，面临

的首要挑战是当前苏丹的经济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经济基础薄弱必然影响教育事业发展，而上层建筑

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如此相互作用让苏丹目前高等教

育发展陷入恶性循环。2014—2020年，苏丹的经济增长

率整体处于下滑状态，2018—2020年更是连续三年经济

负增长[7]。2011年苏丹南北分裂后，苏丹国内面临着严峻

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贸易逆差、外债累积等问题不断

加剧。在过渡政府执政期间，苏丹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2021年9月，苏丹的通货膨胀率高达360%，导致失业率和

贫困率上升等社会问题，从而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8]。

苏丹教育发展在此经济状况下困难重重，教育经费不足成

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数据，2020年苏丹财政支出中仅将GDP的2.2%用于教育支

出，这一数据远低于所在地区平均水平（4.0%）及相同收

入阶层的平均水平（3.6%）[9]。

2.2  苏丹教育规划与现实需求不符

20世纪80年代，苏丹缺少一个总体性计划来协调高等

教育规划与现实需求的决策机构，苏丹国内大学有较强

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导致教育规划与现实需求间有很大矛

盾。因此，苏丹在1975年颁布《1975年高等教育组织法》，

为各个大学制定了教育任务法案。此后相继出台一系列

法律法规来平衡教育规划和现实需求，这些为高等教育发

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但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教育规划仍与现实需

求存在较大差距。政府不重视劳动力市场前景，未制定科

学有效的教育发展规划，苏丹国内理工科人才匮乏，高校

注重培养文科人才。在课程设置方面，受英国殖民影响，

苏丹高校中的英国传统大学课程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课程偏向人文学科而不重视理工科的发展[10]。教育方

向与人才培养方向同社会需求的不匹配，使得苏丹出现失

业、贫困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中苏高等教育合作发

展需要政府正确有力的政策干预和制度支持。

2.3  中苏两国高等教育发展失衡

中苏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过程中的实力不对等，使

得双方较难达成双赢，难以吸引中方各合作主体加大高等

教育合作投入，双方交流合作无法进一步深入。中苏两国

在高等教育交流合作中的失衡，根本原因在于中苏两国间

经济、文化与科技发展上的不平衡性[11]。现阶段，中国经

济走上高质量发展快车道，高等教育也发展迅速，能够吸

引众多高水准人才。然而苏丹目前国内的发展现状，对中

苏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搭建安定的外部平台提出了较大

挑战，政府未能为高校的发展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

技术支持，学校出现财政赤字，导致人力资源和大学教授

移民到欧洲国家以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优秀师资外流。

新设立的大学以及古老的大学员工和人力资源短缺，留在

国内的少数教授难以满足各大学的教育需求，各高校普遍

存在参考资料、技术研讨、科学实验室、计算机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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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等设施和资源匮乏的问题。

教育水平、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学资源等都是

进行教育合作的因素，而社会整体教育水平作为国际高等

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受到重视。

2.4  苏丹高等教育发展受制于疫情

在当前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的教育都受到了较大

的影响，苏丹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影响

更为严重。为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世界银行和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创建了一个COVID-19全球教育复

苏跟踪项目。2021年8月17日全球调查结果显示，大部

分国家都采取了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疫情对教育产生

的不良影响，而苏丹是为数不多的学校因疫情而关闭，且

未提供任何教育服务的国家[12]。

针对远程教育开展困难的问题，中方助力苏丹喀土

穆大学孔子学院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尽可能地在疫情背景

下开展多种形式的远程教育，但孔子学院线上教学问题的

解决并不能改变苏丹大环境。受内外双重压力的影响，苏

丹高校多数不能提供充分的教育服务。2021年4月19日，

苏丹曾短暂启动过面对面教育，但不久学校就因疫情重

新关闭，目前仅高等院校及职业技术学校提供远程教育

和面对面教育相融合的教育服务。根据大学世界新闻网

（University World News）2020年12月3日的报道，苏丹各

高校因苏丹经历第二波疫情宣布关闭，停课或采取远程教

育的方式。然而苏丹国内互联网连接不稳定，部分地区缺

乏网络覆盖，供电不稳定，费用高昂，缺乏相关基础设施

等问题限制了苏丹的线上教育开展，各高校难以提供高质

量的教学[13]。

3  深化中苏高等教育合作的路径

目前中苏高等教育合作存在的掣肘因素较多，教育

合作阻力较大。因此，在与苏丹建立稳定的教育合作机制

前，中国还需要在硬件设施建设及软实力提升上对苏丹给

予必要的教育援助，保持当前以教育援助为主、教育合作

为辅的合作形式。

开展教育援助并不是简单的“授之以鱼”，一方面，

要真正了解苏丹在高等教育领域发展缺失的东西，开展有

针对性的援助项目，避免资源浪费和不合理配置，另一方

面，需要真正让苏丹掌握“渔”的能力，以激发苏丹自身

的发展动力。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对苏丹援助大多从本国

利益出发，只有少部分援助项目对苏丹的现实状况及受援

需求进行考量，使得援助未取得预期效果，加上援助的投

入和回报不成正比，难以达成国家间的共赢局面[14]。

中方对苏进行教育援助时，应在过去的援助理念和

方式上进行总结，借鉴其他援助国对苏开展教育援助的成

功经验，丰富对苏援助参与主体及方式，升级和丰富教育

方式与手段，紧跟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步伐。

3.1  以需求为导向优化教育结构

苏丹教育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苏双方需

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遵循调研先行、因地制宜的原则，

在确定苏丹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和需求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的先进教育发展经验，协助制定适合苏丹高

等教育发展的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实施战略。

大学和技术院校以往为苏丹培养了较多受教育良好

的人才，但教育的结构与培养的人才与国家的发展需要脱

节，尤其是农村和边疆所需要的实用人才与专门人才匮

乏。苏丹需依据国情，发展本国的优势学科。当前农业是

苏丹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2017年苏丹农业人口占全国总

人口的70%以上，粮食自给率达85%[15]。苏丹自南北分裂

后，苏丹的支柱产业石油产业受到重大影响，故农业将再

次成为苏丹高度重视和极力发展的产业。苏丹农业发展

前景广阔，从全球来看，农业增长值在GDP中贡献的比例

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苏丹作为依靠农业发展的国家也不例

外，但相较其他国家，苏丹在2020年20.917%的比例仍处

于领先位置[16]，为农业领域输入更多的专业型人才是苏丹

教育发展顺应实际社会需求的必经之路。另外，新冠疫情

带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将有利于农业出口国的经济增长

和政府收入的恢复。苏丹需把握好地区优势，在后疫情时

代抢占先机，尽快解决疫情带来的财政赤字及外债增多、

通货膨胀、入超等一系列问题。中方应协助苏丹大力发

展农业学科教学与学术研究，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帮

助苏丹解决农业发展中人才和技术短缺问题，逐步缓解其

当前的经济局势，经济的稳定必将有利于苏丹高等教育发

展与对外教育合作。

3.2  以政府为引导丰富合作主体

在中苏高等教育合作中，双方政府起到“龙头”作用。

苏丹政府需出台更多扶持政策，为学者营造良好的学术研

究环境，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更多的自主管理权，便于高

校之间互通往来，鼓励中苏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快速提升

苏丹的高等教育质量。此外，开展中苏高等教育合作还需

丰富教育援助主体，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合作，充

分引入高校、企业、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资源。

高校在促进中苏高等教育合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合作办学是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途径，而中苏双方在

高校合作办学的历史上仍然一片空白，故需借鉴其他中

国对外合作经验，并结合苏丹自身国情，探索适合中苏双

方高校的合作模式。1981年成立的南京大学-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中国对外合作办学的成功

案例，中苏高校可在互访交流的基础上，根据双方共同需

求进一步建立合作项目，联合培养人才，彼此制定培养计

划，共同分担专业课程并提供实习及研究条件，使中苏两

国学生共同学习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外交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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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课程，培养从事中苏两国事务的专门人才。中苏合作办

学能使苏丹得益于中国较为先进的教学经验，更新办学理

念并提高师资水平，中方也可在深入合作中进一步加强薄

弱学科建设，探索新形势下中苏合作更多的可能性，这对

促进中苏两国人民平等交流，互相了解，增加信任和理解

有着重要作用。

中国企业在助力苏丹教育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通过援助教育设施、合作办学、共建实验室，一方

面，可以弥补苏丹在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上的短板，为苏

丹经济发展培养职业技术人才，提高就业率，减少人才流

失；另一方面，展现了中国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在苏中国

企业、中苏合资企业为苏丹人民提供了实践岗位和就业

机会，利用资金、物资、师资与技术为苏丹培养人才，人

才进入企业中，将助力企业不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中

苏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有企业从中助力，能够实现由量到

质的飞跃。

此外，中国可与向苏丹提供教育援助的其他国家展

开友好交流，充分借鉴吸收其他国家对苏援助的成功案

例，以进一步增强全球治理能力，优化全球治理体系，更

好更快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3  以远程教育为抓手扩大资源共享

目前，苏丹有着教育资源短缺和不平衡问题，在新的

发展形势下，中苏高等教育合作可以远程教育为抓手，进

一步扩大苏丹国内高校间及中苏高校间的资源共享，以解

决资源短缺和不平衡问题。

方向选择方面，中方开展教育援助时应以发展态势

较好的学校为中心，完善通信设施建设，向周边扩大普

及范围，促进各高校互通有无，并解决高水平师资短缺

等问题。

方式选择方面，在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发展远程教

育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挑战。联合

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呼吁所有国家利用教育复

苏来缩小教育鸿沟，扩大网络接入，重新思考教育。2021

年3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各国教育部长会议，

非洲联盟教育、科学、技术和创新专员阿博尔教授在会

上强调：“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使得通过数字化转型改造

非洲教育系统变得愈发重要，非盟框架涵盖了在线学习、

教师、技能、学校网络接入以及线上和线下安全[17]。”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指出，人们可能需要十年才能恢复

疫情前的正常生活，但若能提供补偿性教育，到2024年就

可能实现恢复。对于苏丹来说，通过远程教育来解决日益

增长的学生需求同教育资源短缺的矛盾，在线教育由于具

有不受时空限制、成本较低，有望同时解决苏丹人口分散

导致的教育发展不平衡及经济原因造成的教育资金不充

足等问题。

苏丹的互联网普及率不高，尤其是新冠肺炎发生以

来，线下教育和线上教育均无充足的条件开展，苏丹国内

的教育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政府要提供相应资金和

设备以助力苏丹发展远程教育。要加强苏丹数字化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更多地吸

引民众、企业、社会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建设。

尽管苏丹的互联网使用人数有限，但仍有在较低基础

上开展远程教育的可能性。据调查，在全球采取远程教育

的国家中，主要存在以下6种教育形式：①通过在线平台提

供教育；②通过电视节目或指定的教育频道播出教育视

频；③通过广播提供教育；④通过移动设备如手机、平板

电脑等提供教育；⑤通过向学生发放自制的纸质课程包

实现远程教育；⑥提供支持性或补救性教育辅导。苏丹

可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选择合适的远程教育方式，

或采取多种形式融合的教育手段，在适应经济基础的条件

下，尽可能地满足民众的教育服务需求。

同时，为适应远程教育开展，要从苏丹实际情况出

发，重构教育资源库的内容和质量，适应教与学的方式

转变，优化教育评价机制。针对当地教师，应适时开展

数字化、信息化技能培训，完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18]。

4  结语

积极开展中苏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不仅有助于苏

丹高等教育发展，也有助于中苏两国民心相通，提高中国

的国际影响力，彰显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大国担当。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

背景下，中方通过开展对苏教育援助，深化中苏高等教育

合作，一定能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华章上，添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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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Wu Qianwen, Ye Zhangyan, Huang Jiani, Guo Xiaoy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0)

Abstract: China and Sudan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level, multi-channel and multi-form, which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university cooper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ducational aid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raditional cooperation and new-type cooperation. Despite this, China-Sudan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still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weak economic foundation of Sudan, educational planning that does not 

match actual needs, imbalanced development levels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and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pandemic. Under the 

current new situation, in order to deepen China-Sudan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ree directions: 

The first is to optimize the educ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demand, the second is to diversify the subjects involved in cooper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hird is to expand resource sharing with distance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so as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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