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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拓展交流途径，健全合作机制，形成“走出去”与“请

进来”互动并进的良好态势。 

3．坚持以我为主，积极稳妥。立足实际，把握主动，

深化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有选择、有步骤、有层次地推进

“走出去”。 

三、主要目标 

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通过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内

涵发展、品牌建设，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高端国际型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形成，服务国家外交战略能力

大幅提升，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和话语权显著增强，中国学术

海外影响明显扩大。 

四、建设重点 

1．加强国际问题研究。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推进全球

问题、国际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提高研究的战略性、前瞻

性和针对性。重点建设若干国际问题研究基地，着力打造有

重要影响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通过政策引导、项目资

助，有计划地支持高校建设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形成布

局合理、覆盖全面的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体系。 

2．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推进高等学校与国外高水平

教育科研机构开展深入稳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鼓励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探索合作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

中心。面向海外学者设立中国问题研究专项，鼓励高等学校

吸引海外学者参与研究项目，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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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进学术精品海外推广。实施“当代中国学术精品

译丛”、“中华文化经典外文汇释汇校”项目。鼓励教育系统

出版机构设立海外出版发行基地。重点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

外文学术期刊。打造若干大型国际性研究数据库和有影响力

的外文学术网站。鼓励高等学校教师加强学术成果的国际发

表和出版。 

4．培养国际优秀学术人才。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国

际高端人才资助项目，通过国外研修、科研合作、人员互派

等方式，着力培育引领学术发展的外向型专家和中青年拔尖

人才。重点培育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翻译团队，培养造就

一批造诣高深的翻译名家。提高各类公派留学项目的文科学

生比例。支持高等学校办好若干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开展全英文人才培养、联合培养和中外暑期学校等项目。 

5．促进杰出学者访学交流。大力支持优秀学者到海外

进行讲学访问，积极吸引世界一流专家学者和中青年学术骨

干来华从事合作研究。有计划地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

队。充分发挥海外华人学者的重要作用。 

6．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和学术组织。设立国际学术

会议专项，支持高等学校举办创办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鼓

励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组织、国际科学计划，选拔推荐优秀

人才参与国际组织的招聘，加强国际职员和复合型人才培养

储备。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学术组织有关政策、规则、标准

的研究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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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挥港澳地区在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优势。探索内

地高校与港澳高校、研究机构合作的新机制，构建学术研究

交流的新平台，共同推动中华学术“走出去”。 

五、保障措施 

1．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

校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推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

学“走出去”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分工，

精心谋划，扎实推进。要坚持正确导向，维护学术安全，切

实加强管理，保障涉外科研合作健康有序开展。 

2．完善制度，优化环境。建立健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走出去”计划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关政策措施。通过

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设立“外

文优秀成果奖”等方式，加大对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奖励

宣传力度。鼓励高等学校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在人事考核、

科研评价、资源配置等方面创造有利条件，给予充分支持。 

3．加大投入，提高效益。加大政府投入，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形成多渠道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完善经费管理制度，

加强审计监督，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确保规范安全和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