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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于世界发展之百年大变局、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下，

加快和扩大对外开放显得尤为重要。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尤其是全球发展受到单边主义、保守主义等逆流的影响，部分

国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选择了保守乃至封闭的做法。然而历

史与现实证明，对外开放是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在一国教育

对外开放的整体布局中，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高等职业教育为我们培养了大量的国际化专业人才，对

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成为“一带一路”倡

仪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先锋力量。加强对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特别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东南亚国家高等

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研究，对推动今后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相关

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价值。  

新加坡是后发年轻国家实现快速发展走向现代化的典型，

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可谓举足轻

重。不少研究关注到新加坡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力求从中寻

求借鉴和参考。而已有研究中常说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其发

展具有特殊性。新加坡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制定完善政策体系、

招揽世界一流人才等措施，为其现代化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

动力。这一过程中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现实因素和实践模式，

相关研究有待持续挖掘。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的教育及社会

发展处在变化之中，加强对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研究，

还能够顺应时代变化和需求。与此同时，加强对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和区域的研究，还符合我国当前关于加强国别和区域



 

 

研究的号召。综上所述，胡英芹博士的研究首先在选题上具有

学术价值和国家意识。  

本书对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研究以历史因

素分析为主线，借助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运用文献法、实

地调查法和比较法，系统梳理了新加坡自其建国以来在不同时

期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特点，进而建构了具体的发

展模式。该研究重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

功能，将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分为自治与独立初期、

经济转型时期和经济跨越时期三个不同历史阶段，论述了不同

时期高等职业院校缘何、如何进行国际化，以及国际化的特色

与成效。  

这一研究既具有开阔的历史视野，又立足于新加坡高等职

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最新动向，以丰富的文献资料、深入

现场的实地调查和全面的一手资料，为读者了解新加坡高等职

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参考。研究的选题呼应国

家发展需求，设计合理，深入实地开展调查，展现了研究者对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长期关注和对国际化发展的直接体悟。  

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研究拓展了东南亚区

域和国别教育研究，是新时代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东南

亚国家双循环互相促进新格局中如何通过扩大职业教育对外开

放，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一部重要著作，聚集了作者长

期从事职业教育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结晶，对从事国际教育、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及新加坡研究等领域的工作者或其他感兴趣

者提供有力的参考。  

 

 

吴  坚                    

2021 年 1 月 3 日于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前  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成为

当今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流和趋势，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积极

推进本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并将其纳入到国家发展战

略体系之中。众所周知，新加坡这个城市小国在短短五十多年

的发展过程中，创建了世界一流的职业教育体系，高等职业技

术教育国际化发展走在世界前列。是什么推动了这个岛国高等

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这些问题值得学者们深入探讨与

研究。虽然中国与新加坡的国情有着明显差异，在政治和经济

体制上也存在显著差别，但新加坡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

发展过程中，相关经验和做法依然值得我国借鉴和吸取。因此，

研究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进程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

论与实践意义。  

本研究基于发展、教育国际化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基

础，构建了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研究维度。

主要运用了文献法、实地调查法和比较法，以新加坡高等职业

技术教育国际化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的发展为脉络，对新加坡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进行梳理，系统全面地挖掘

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环境及发展内容，归纳总

结在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化呈现的不同特点，形成不同的发展模

式。最后运用比较的方法，重点比较了三个历史时期国际化发

展环境、发展理念、发展策略及发展特征，进而揭示其发展模



 

 

式本质与机理的相似性，外延与内涵、形式与内容、结构与主

体的差异性。  

全文在总述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进程和发展

背景的基础上，以教育服务于经济为切入点，根据新加坡不同

时期经济的发展对其国际化进程的影响进行了历史阶段的划

分，将其发展进程分为自治与独立初期、经济转型时期和经济

跨越时期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围绕发展的研究维度对其展开讨

论，多角度探讨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三个历史时期

发展模式的形成。  

首先，阐述了新加坡在自治与独立初期，受国内经济复苏

环境及国际环境特别是地缘政治和邻国威胁的影响，为了应对

人口就业及国家生存的特殊性和国际环境的复杂性，新加坡政

府发扬实用且务实的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重视职业

技术教育的发展，构建和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创建理

工院校，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高等

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

行政驱动国际化发展模式。  

其次，探讨了新加坡经济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及跨

国公司的拓展，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理工院校为平台，通过校

企协同合作育人，在经济上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政府把

职业技术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加大资金投入，扩大理工院

校学生规模，完善教学基础设施，引进外籍教师，建设一流的

校舍，培养本土化国际型技能型人才，有效推进了高等职业技

术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形成以跨国公司为载体，校企协同合作

的国际化发展模式。  



 

 

再次，将新加坡置身于全球教育国际化发展背景下，论述

了新加坡经济跨越时期为了应对教育国际化的竞争，积极调整

发展战略，内外结合，加强高等教育及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

化发展，推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产业，使经济腾飞发展。以政

府为主导，制定符合新加坡自身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战略；理工

院校积极执行，成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实施的主体，探

究教育国际化发展思路；跨国企业和本国中小企业鼎力推动教

育产品与服务，使之走向全球化。形成了以理工院校为实体的

政校企“三位一体”国际化发展模式。  

最后，从比较的视野出发，对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

际化发展维度进行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分析，揭示出不同历

史时期国际化发展模式的异同及彼此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

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促

进和指导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持续稳定的发展。  

 

 
胡英芹                   

2021 年 1 月 1 日于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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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缘由  

21 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在世界各国教育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教育国际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

化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教育“走出去”的共同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浪

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之间的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流动日趋频繁，发达国

家的经验表明，走国际化之路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

保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各国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主要路径，在促进

国际交流和合作、推进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等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一点也可以从各国的政策得以管窥。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东南亚第三大城市。众所周知，新加

坡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国成为举世闻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人均 GDP
从 1998 年突破 3 万美元到 2018 年突破 6 万美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

济奇迹。新加坡经济发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取得了如此的成功，究其

成功因素最主要的是政府重视人才，加大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力度，积极

提高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世界一流管理

和技能人才。在新加坡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对经

济发展具有最直接最有效的作用。  
本 研 究 选 取 “ 新 加 坡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国 际 化 进 程 与 发 展 模 式 研

究”，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是笔者长期从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工作，对我国高等职业技

术教育发展状况有所了解，对国内外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相关研究非常

感兴趣。纵览我国三十多年来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随着经济活动

全球化日益加深，资本、人才、技术、资源、商品和服务等各要素在全

球范围内加快流动，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之

中，其国际地位越加凸显。 ① 随着学校办学质量的提升，高等职业技术

                                           
①  葛道凯 . 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3 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J]. 职业技术，

2013（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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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际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升，根据《2018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

度报告》数据显示，2017 年高等职业院校招收全日制国外（境外）11 500
留学生，比上一年增长 65.2%，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

院校吸引沿线国家留学生数不断增加，其中专业和技术是吸引的优势所

在。与此同时，随着产业和企业“走出去”，高职院校境外办学更加多样

化，而师生“走出去”与教学标准“走出去”成为高职教育国际合作的

重要支点，其中 876 名专任教师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开发国（境）

外认可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 1 806 个。① 笔者认为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国际化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竞争与合作的客观要求，是世

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

中不可忽视的路径，并成为了教育研究领域的热门问题。因此，该研究

具有一定的探讨价值。  
二是基于新加坡经济的腾飞，探讨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发

展状况非常有必要。新加坡这个岛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在短短的五

十多年，创建了世界一流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符合世界企业需求的

高素质技术与管理型人才。 ② 是什么让这个岛国成为世界上一颗璀璨的

明珠？是什么推动了这个小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是什么让这个小国拥

有世界高校百强，成为“东方波士顿”、构建了“世界一流”的职业教育

体系？本研究拟以“发展”为切入点，探讨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

际化的历史演进及政府、跨国企业和理工院校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各自

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从中寻找其发展特色和成功的方法，分析总

结 在 不 同 历 史 发 展 时 期 新 加 坡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国 际 化 呈 现 的 不 同 特

点，形成的不同发展模式，为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提供

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从而促进和指导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持续

稳定的发展。  
三是基于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系统性、理论性的探讨太

                                           
①  中国高职高专网 . 2018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EB/OL]. https：

//www. tech. net. cn/web/articleview. aspx?id=20180717094421310&cata_id= 
N496. 2019-02-03. 

②  N. Varaprasad. 50 Years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n Singapore：How to Build a 
World Class[M]. 2016：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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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在目前国内外学术报刊和有关杂志中，虽然有研究新加坡职业技术

教育的，但是大部分停留在经验的介绍，针对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

际化的研究并不多见，大多也是零散地出现在一些相关文献中，缺乏全面、

系统、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本研究从“发展”的角度探究

影响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深层因素，透过其表现形式及有关

现象追寻其本原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意义  

1. 扩大职业教育国别研究的范围 

国别教育研究的内容既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在当今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显得更加明显，教育

的发展也自然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等方面的

研究备受欢迎。近十年来，随着职业教育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职业教

育的发展也颇受学者们关注。但总体来说，研究主要聚集于一些发达国

家，或者说职业教育发展比较有特色的国家，如德国、澳大利亚、英国、

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对东南亚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研

究均很少。因此，本研究选择了东南亚的新加坡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扩

大了职业教育国别研究的范围，同时也让世界各国更多地理清新加坡高

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是如何发展的。  

2. 拓展东南亚职业教育国际化研究的领域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系统中的一个

子系统，其产生和发展必然会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任何社会

形态下的职业教育都离不开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东南亚各国大致有

类似的教育源流，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由于各国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在教育发展、改革与投入方面有差异，加上资

源和物产各有所属，目前东南亚国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新加坡属

于第一层次的发达国家，泰国和马来西亚属于加紧向新型工业化国家迈

进的第二层次。 ① 因此，新加坡不管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走在世

                                           
①  强海燕 . 东南亚教育改革与发展 [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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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前列，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也不逊色，各国学者们对新加坡高等教育

和基础教育的研究都不少，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也略有一些，但主要

停留在微观方面。本书通过中国知网对近十年来东南亚各国职业教育领

域的研究进行搜索，选取“主题”作为检索条件，分别输入东南亚各国

职业教育，自 1990—2020 年 4 月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研究新加坡职业教

育的共 455 篇，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关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教学工厂、

办学特色、职教师资以及相关成功经验的介绍等；研究泰国职业教育的

仅 113 篇，描述了泰国职业教育概况、特点和机制政策等；研究马来西

亚职业教育的 57 篇，主要介绍了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概况、课程改革和教

育培训等；对其他几个国家职业教育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从以上数据表明，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的发展中，我国国内

研究者对东南亚国家职业教育的研究并不算很多，对高等职业教育国际

化的研究更是鲜有触及，就算是发达国家新加坡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

际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者们的研究也仅局限于学校教学的微观

层面，没有对职业技术教育宏观层面进行过多的探讨。本研究选择新加

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这个研究领域，不仅拓展了东南亚职业教育

研究领域，也填补了东南亚职业教育国际化领域的空白。  

3. 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共同发展 

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

作。新加坡充分利用合作机制，加强区域教育交流，搭建新加坡先进职

教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通道，同时也加强与东盟之外国家的合

作与交流。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息息相通，职业教育国

际化的推进，为各国构建了职业教育国际性交流平台，提升了各国职业

教育的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近些年，各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无论是

在课程改革、专业认证、人员流动、技术援助、合作项目和教育服务，

还是在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人数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和增长，

为世界各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搭建了沟通的桥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与交流，拓宽了范围，增加

了频率，加深了层次，进一步增强了对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解，促进了全

球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因此，本书通过对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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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的研究，将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置身于全球职业

技术教育体系之中，从宏观层面分析新加坡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发展动态，

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背后的力

量，以便于客观把握世界各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让世

界各国在发展中相互借鉴、相互理解。  
总之，本书以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为研究对象，以历史

的发展进程为研究视角，系统全面地挖掘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

化发展环境及发展内容，探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及形成的模式，有

利于深入探索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丰富职业技术

教育国际化的研究内容，拓宽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研究领域，为学

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性资料。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内容  

（一）研究问题  

本书基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基础，以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国际化为研究对象，根据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历

史为起点，发展为切点，梳理了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自独立时期至

当代的发展历程，重点考察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阶段性特

点及其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和人才战略的关系，展现出新加坡高等职业技

术教育国际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及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化的发展模式。为此，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不同历史时期发展

模式”，围绕该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具体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在什么环境下发

展？（发展环境）  
（2）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具体实施的

内容是什么？（发展内容）  
（3）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呈现出怎样

的特征？（发展特征）  
（4）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形成怎样的发展

模式？（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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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书分析框架图  

（二）研究内容  

（1）本书以历史为起点，基于新加坡的历史发展进程，通过对历史

的回顾，梳理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历史，将新加坡高等职

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分为孕育萌芽期、初创探索期、成长发展期和

推进完善期，分析新加坡不同历史发展时期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

发展特征，同时进一步分析其发展环境，即全球化、教育国际化发展环

境下的国际因素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实施主体采取了哪些发展策略来共同促进新加坡高等

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要想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教育如何发展，必

须把教育这一子系统放入社会发展这个大系统、大背景中进行分析和思

考，放在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考虑，才能更深层次的分析其背后的原

因和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至于浮于问题的表面。总体来说，对于本研

究的开展，只有把握好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演进过程

及其逻辑，才能更好地阐释促进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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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才能总体把握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及其国际化发展的整

体变迁情况。因此，本研究定位于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进程

与发展这个问题上，探讨其最后形成的发展模式，其实质是将研究追溯

到 新 加 坡 殖 民 前 和 殖 民 后 整 个 社 会 的 变 迁 以 及 经 济 和 教 育 如 何 紧 密 联

系，共存发展。  
（2）根据发展的一般规律，运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相关理论基础，

将新加坡教育视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系统的发展受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同时教育系统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社会其

他子系统的发展。在教育系统内部，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就是其子

系统之一，其国际化发展过程与国内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依

相存的关系。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与世界职业技

术教育国际化紧密联系，如何实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这些都是

本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同时从新加坡历史变迁过程中探讨人力资本的

转化和国际化流动，结合国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对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

教育国际化进程与发展进行研究，最后对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

化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总结并进行比较，以求能为我

国及其他国家提供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方面的借鉴和参考，从而促进全

球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持续稳定及和谐发展。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以历史的变迁为脉络，将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

观、整体与个体相结合进行研究，以“发展”为切点，遵循“为什么、

做什么、怎么样”的一般思路，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研究新加

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分析并总结归纳不同

历史时期国际化的发展模式。根据历史进程，厘清其国际化发展环境、

发展内容和发展特征，并结合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各种驱动因素，提出新

加坡政府如何以经济为导向，以人才为根本的发展策略，并进一步总结

概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时期的国际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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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思路图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由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方法与技术三个层面组成的

有机联系的整体。 ① 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有效认识社会现象、社会

过程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保证。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主要运用了文献

法、实地调查法和比较法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和验证。  

1. 文献法 

文献法即通过搜集、整理和分析已有的研究资料。本研究中文献法

                                           
①  袁方，王汉生 .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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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作用在于以下几点：一是通过文献的搜索获取有关新加坡高等职

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及了解学者们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动

态，做出分析进行综述，并将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值得参考借鉴的史料运

用到本研究当中，同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挖掘实现突破，从而进

一步说明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和研究价值所在。二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

析，为自己的研究寻找科学的理论基础。三是借助当前跨学科时代新背

景，充分挖掘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机理素材，为分析与论述新加

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更为充分的论据，同时也形成一种

交叉学科知识的融合与补充。  

2. 实地调查法 

实地调查法是应用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在确定的范围内通过

观察法、访谈法、文件收集法等多种方法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实地考察

和搜集资料以探讨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采取实地调查法的主要

原因基于以下几点：一是通过实地调查可以获得新加坡政府及有关院校

的一手资料。因此，为了增强论文的客观性，本人亲自到新加坡做实地

调查，客观地整理、收集和分析数据，为深入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

来源。第二，对于本研究，通过进行实地调查，拜访和约见一些相关政

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进行直接交流，可以了解到事物发展的真实状况

和真实原因，以及在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我们所要面临的一些不

确定因素，这样可以对本研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使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力。  
访谈法是定量研究的必要补充，并已成为质性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

之一，也日益受到教育研究者的青睐。本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和问题本

位访谈类型，以面对面访谈和邮箱访谈相结合方式，并根据研究问题和

现实条件情况，对新加坡政府部门职业教育相关的管理者、五所理工学

院的相关领导、研究者及其理工院校的教师、留学生和本地学生等相关

人物进行访谈，同时尽可能通过访谈了解到目前新加坡理工院校教育国

际化发展现状、具体举措和最新发展趋势，从而为本研究的深入探讨提

供一些实质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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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较法 

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贝雷迪指出比较研究的四个阶段，即描述、解释、

并置和比较。可见，比较不仅是人类认识、区别和确定事物异同关系最

常用的思维方法，也是认识事物的基础。 ① 比较法常被学者们运用到比

较 教 育 研 究 之 中 。 在 其 运 用 中 ， 人 们 常 常 有 四 种 视 角 ：“ 以 洋 为 鉴 ”

（Import-mirror）的视角；差异性视角；理论发展的视角；预测性视角。 ②

本研究将采取第二种比较方法，即通过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高等职业技

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和同一时期的不同层面所采取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国际化策略进行差异性比较研究，来探讨其异同点。这种比较的方法，

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为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具体政策的施

行及其发展路径提供客观依据。  

 
 
 
 
 

                                           
①  袁振国 . 教育研究方法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58. 
②  顾明远，薛理银 . 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 [M]. 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19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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