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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影响力不断增强，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显得尤

为重要和迫切。作为迅速发展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更加深入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培养一大批具有中国情

怀、国际视野、深谙国际规则、通晓国际语言的国际化专业人才，讲好“中国故事”，以更加积极、主动、包容、开放的姿态

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已成战略共识。在国际化人才职业道路拓展方面，既需要国家积极创造一系列政策环境，也需要高

校通过完善通识教育、创新体制及课程平台、建设榜样力量等发挥孵化器和推进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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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Expansion of the Career Path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Liu Li-qiong Xu Song
(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and the influence of emerg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
tries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urgent to build a new type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China needs to participate more deeply and effectively in global governance． It has reached
strategic consensus to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s with Chinese feelings，international vision，interna-
tional rules，and international language． We will tell‘Chinese Story’well and be more proactive in embracing the open attitude
and reaching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In terms of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career path，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ountry to actively make a series of policy，and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lay the role of incubator and propeller by impro-
ving the general education，innovating system and curriculum platform，and building mode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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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治理亟需国际化人才

随着各种全球公地问题和跨国威胁凸显，全

球治理逐渐进入失灵困境。全球治理失灵指国际

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

挑战和跨国威胁，导致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累积，

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 秦亚青 2013: 5 ) 。世

界正在经历复杂、深刻而迅速的变化，新兴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影响力不断增强，全球化趋势不可阻

挡，国际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我们生活在一个

“相互依存的时代”。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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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说是“半球治理”，没有反映出新的变化

因子，出现失灵状况，以至于国际社会在应对危机

时虽然提出治理方案，但却成效甚微( 吴志成 何

睿 2013: 5) 。简言之，世界迅速变化，但制度安排

和秩序理念严重滞后，这是全球治理失灵的基本

原因( 秦亚青 2013: 6) 。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创新与变

革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复合相互依赖”
不断演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不可逆

转，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商议，建立更加

公平民主合理的治理秩序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

共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

从容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案例，使得世界各国

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习近平总

书记曾说过: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

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

席”。实现全球治理的自信与自觉源于我们对制

度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中国全面而深入地参与全

球治理乃是世界的呼唤，体现出中国担当。中国

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广泛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根

本目的是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

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

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

条件①。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新兴大

国、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东方文明古国，多重身份的优势使得中国在全

球治理中能发挥好倡导者、协调者和推动者的

作用。
随着跨国威胁增多，加强全球治理过程中的

发言权和话语权，不仅仅事关给国际规则、国际秩

序定方向和定目标，而且事关对世界大势制高点

的把握和国际体系中制度安排的地位和作用②。
在这个意义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在

国际舞台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必要和急需的，

国际化人才需求旺盛。目前来看，中国在国际组

织中“发声”严重不足，国际公务员数量较少，国

际话语权亟待提升。全球治理模式转变要求高校

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做出积极回应，高校也可抓

住契机成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孵化器和推进

器。全球治理人才储备不足和我国参与全球治理

形势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切实全面提高全球治

理人才培养供给质量，不断拓展国际化人才职业

道路，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2 国际化人才需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2017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和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崭新命题和时代使命，这是对传统的国际

关系理论、国际政治观念和外交战略思维的一次

深刻变革。通过积极与世界对话，听取各方建议，

加深相互理解和支持，中国正在用实干精神积极

实践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坚持以中国精神、中国特色、中国气质、中国

元素为根本立足点，在继承发扬转化的基础上，不

断增强对制度和文化的理解及认同，是中国积极

融入全球治理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动力。中国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坚持正确的特色发展道路，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主场外交连续登场，努力建构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举措不仅增强我国与他国

的利益交汇点，而且有益于进一步深化新型伙伴

关系。中华历史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积淀、涤

荡、扬弃之后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价值

目标和价值追求。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更多运用中

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也是积极有效的管理、沟通、
协调、平衡与和谐的实践模式。国际规则和国际

组织是目前全球治理的核心方式，关系治理不能

替代规则治理，但是二者互为有益补充。通过关

系治理，可以培育和构建真正的伙伴关系，促进全

球治理 的 效 度，最 终 形 成 信 任 的 国 际 社 会 ( 同

上) ，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

和理论支撑。
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与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先

导，构建更加公平、合理、民主的经济政治秩序和

规则更离不开各国贡献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经过

时间和历史检验之后沉淀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中国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文化知觉和

文化自信。积极发掘有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中

国智慧，不断构建有益于世界人民美好生活的中

国理念与中国方案，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主张，认真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

深度融入全球治理的主要思路和关键抓手。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关于全球治理的核心

理念———“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循序渐进、标本

兼治、务实有效”，得到世界多数政党和政治组织

领导人的高度赞赏。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顺应时

代需求，反映国际公意。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
国主张、中国倡议、中国印记会越来越多。中国融

28

2019 年 刘利琼 徐 松 新时代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国际化人才职业道路拓展探讨 第 2 期



入全球治理，在国际舞台加强话语权和影响力，需

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更加需要高度重视全球治理的人才培养。
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在深度融入全球

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中国精神、中国特色、
中国气质、中国元素为根本立足点，着力培养一批

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专业化国际人

才，讲好“中国故事”，参与、建设、引领全球治理

体系中的话语。

3 国际化人才职业道路拓展措施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逐渐增强，在

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但是，与此国际地位不相匹配的是目

前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全球治理的参与

效度。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中，中国籍

公务员人数较少且职位偏低，影响力甚微，逐渐成

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制约性因素。鉴于在

国际组织中代表性不足、话语权受限，培养和输送

国际组织人才已经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明确指出“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

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

人才”。2016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

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非

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

才、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强调“通过提升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

性，选拔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人员招聘标准和素养要

求尤其值得关注，只有对准标杆，才能着力培养和

打造出适合担任国际公务员的人才。价值观、思
维方式、个性特质、核心胜任力和专业知识等 5 个

维度构成国际组织招聘人才的重要考量( 滕珺等

2014: 80) 。其中，价值观是国际公务员的内在文

化认同和原生动力，正直、求真、务实、开放、包容、
尊重多元文化等基本理念需要扎根内心，否则无

法真正成长为合格的国际组织任职人员。思维方

式主要包括团队协作、时间管理、客户满意和结果

考量等因素。个性特质是国际公务员的“软实

力”展现，耐心、尽责、灵活、抗压、大气同时关注

细节等性格优势发挥得越好，越能体现个人魅力，

增加亲和力和提高工作效率。核心胜任力指无论

在任何国家，从事任何职业都必须具备的基本技

能，主要包括终身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计划

组织能力和管理服务能力等。专业知识是国际公

务员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国际组织等具体机构

大多需要专业化技术人员，尤其是中层和高层职

位。对照国际公务员任职素质要求，本文尝试从

国家和高校等两个层面对切实提高全球治理人才

供给质量提出措施建议。
3． 1 依托国家政策环境

首先，国家需要有计划地推动建立各类全球

治理人才研究项目和专项基金，在可信、可靠、可
用的信息知识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为国民参

与国际组织实习、咨询、短期和长期培训、任职、回
国安置等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保障，使国民增

强参与感、分享感和获得感。相关部委可积极与

联合国专门机构签订协议，帮助推荐全球治理人

才，尤其是培育青年项目专家( 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简称 JPO ) 。例如，2014 年 7 月 我 国 与

UNESCO 签订协议，正式确定首批青年项目专家

人选和 21 名实习人员。2015 年，中国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委会秘书处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在北京

举办培训班，对上述人员进行行前培训。其中，两

名青年项目专家分别在人文社会科学部门和文化

遗产知识与信息部门工作。21 名实习生被派往

教育、自然科学、文化、传播、非洲优先、外联以及

人力资源部门实习③。此外，为进一步鼓励支持

更多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开通“国际组织人才信息服务平台”，主要

功能是提供国际组织背景情况和招聘、考试信息

( 如 Young Potential Program，即 YPP 考试) ，为有

志于通过竞聘或考试赴国际组织任职人员提供及

时有效的信息支持和帮助。④

其次，政府应积极在国际组织与高校之间牵

桥搭线，加强培养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促成联合

国等专门机构与高校合作。在当前形势下，国际

组织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为提升我国的国际

话语权，青年才俊的参与必不可少。政府应为高

校学生争取更多的实习和竞聘机会，使得培养的

全球治理人才能够尽早适应国际组织的相关章

程、求职条件、应聘标准、工作内容等。为高校和

各类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提供思路和引荐，做好

招聘信息的传递工作，为各类学生提供实习、交

流、就业的机会。此外，设立专项奖学金等配套基

金，以缓解高校学生的出国经费压力。
最后，除全面主动深度参与国际组织外，国家

还可积极推动国际组织落户中国一线城市，给予

相关优惠政策。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加强与国际组

织的交流与合作、更快更好地获取第一手资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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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益于落户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通过举办大

型国际会议及论坛等机遇，让国民参与从事服务

性或志愿者工作以取得锻炼机会。
3． 2 发挥高校孵化器和推进器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方

位，明确提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

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

心”的“三个前所未有”科学论断。随着综合国力

的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进一步提高话语权和影响力已经上升为重要

战略。全面深入融入全球治理需要真正懂中国、
有中国情怀、懂世界及其议事规则、具有国际视野

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这为高校培养全球治理人才

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
3． 21 中国情怀是逻辑起点和归宿

全球治理对人才的需求基于职能依据，而职

能与国际组织的宗旨和主题息息相关，这就需要

跨学科人才培养。在当前“双一流”建设的大背

景下，跨学科人才培养必须重视通识教育，为学生

未来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国情怀的来源和动力，培养和推送全球治理

人才，不仅需要国际视野，更需要本土情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提供根本遵循

和方向指引，同时，后者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走出去”提供重要提托和良好契机。当前，通识

教育已经成为“双一流”建设的基本要求和核心

支撑，增强学生的全面素质是通识教育的根本特

征。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对“双一流”建设中通识

教育将起到不可低估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党建

和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

养人的根本问题。应该立足中国特色，扎根中国

大地办大学。高校在培养全球治理人才过程中，

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气质和

中国元素，要坚持继承、发扬、融合的基本立场，大

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推动和加强高校

文化建设，在全员育人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通识教育提供

丰富的源头、养分和土壤，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凝聚

社会共识。通识教育对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帮助学生

更加深刻地认知世界文明、中华文明。明白当今

中国道路选择具有必然性，运用全球视野认识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思想认识和实践能

力。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和推送出一批能讲好

“中国故事”的全球治理人才，实现我国国际公务

员在“量”和“质”上的双重突破。
3． 22 创新体制和课程平台是重要途径

高校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全球治理人才培养

工作，将其纳入到全校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位置。
多元语言作为开展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基

础，将外语技能融合到专业课教育中，“外语 +”
教育部要求外语类院校努力构建战略联盟联合发

力。高校应该充分发挥外语、国际关系、国际法

学、国际经贸等学科优势，充分交叉和融合，打造

复合型课程体系。除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外，应

该将外语和国际关系课程培养放在重要位置，加

强学生跨文化沟通协调和多元文化管理能力。
“培养这样的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双语能力

功底，同时文化素养的提升更是坚实的基础。”
( 严明 吕晓轩 2018: 96) 以“国际关系”课程为例，

国内目前该专业研究生阶段的核心课程大致包

括: 外交决策研究、国际组织与国际政治、国际合

作与国际冲突管理、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国际战

略与安全研究、世界体系与发展问题研究等。而

美国国际关系相关专业的硕士课程，大多根据热

点议题进行细分，比如，发展中国家金融、跨国文

化传播及教育、发展援助等，每一个议题都会有相

对的若干国际组织，可以作为学生的研究样本、案
例来源库、实习及就业的目标方向( 闫温乐 张民

选 2016: 51) 。此外，高校可利用校友资源和社会

联系，积极联系国际组织，为学生开设跟国际组织

对接的实践课程。例如，邀请国际组织官员进校

讲座或开设短期课程，设置特色辅导等活动，让学

生和全球治理实践专员面对面交流，提高在场感、
分享感和认同感。目前，国内部分高校成立国际

组织人才基地实验班，按照学生配备外语导师、专
业导师和实践导师的“1 + 1 + 1”模式，精心设计优

化课程体系平台和培养方案。建立外语类与非外

语类一流师资相结合、校内外一流专业教师与国际

组织中从事实务工作的专家师资相结合、中国教师

与国外学者相结合的国际化导师队伍，使学生掌握

丰富的国际法、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与

金融等专业知识及技能。在实践课程上聘请校外

专家，邀请国际组织高级官员分享成才职业规划心

得和资深国际公务员的实践体悟，有助于课程体系

的不断完善。另外，在当前“慕课”背景下，高校可

以充分发挥大规模在线课程优势，加强学生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和世界政治经济融合认知能力。
3． 23“榜样力量”建设是有效环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边同龄人成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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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实习、咨询、就业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

他学生的偏好。选好榜样，用好榜样，学好榜样已

经成为榜样教育工作的推进重点，让鲜活的榜样

案例传递正能量，更容易让学生吸收、借鉴、看齐。
高校可以开展各类各层次先进事迹报告会，专题

讲座，经验交流会等活动，打造榜样力量建设平

台，增强榜样“外溢效应”和辐射力度，用榜样的

事迹去引领、教导、规范学生的理念和行为，从而

得到最大的“场效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2013 级毕业生白荷菲，于

2017 年 6 月签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任助理创新

官员职位。她在接受校园采访时，就学生们关心

的话题做出解答，如: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职能、
国际公务员的核心素质、进入国际组织实习的途

径和如何在大学做好时间管理和职业规划等。⑤

白荷菲成功进入国际组织任职的典型案例，会对

其他学生形成正向吸引和辐射，应加大力度做好

榜样宣传和榜样示范工作，引导、鼓励、支持、帮助

更多的学生选择国际组织实习和就业。

4 结束语

在全球治理时有失灵的情势下，随着新兴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需要进一步深度融

入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不断提高影响力和话语

权。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是服务于实现“两个

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要求。积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处世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共商、共
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共

识。推动形成更加公正、民主、合理的全球治理体

系，离不开对各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照和吸纳，更

离不开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我们需要高度

重视对全球治理的人才培养。当前，国际组织中

的中国籍官员人数偏少，与国家综合国力及国际

地位并不匹配。新时代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亟

需国际化人才支撑，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

野，立足中国、融通世界的全球治理人才已经上升

为重要的国家战略。高校作为培养国际化人才的

主要阵地，须要抓住机遇，进一步整合资源和力

量，积极推送国际组织所需人才。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

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②同上。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网址为 http: / /www． moe．
edu． cn /s78 /A23 /moe _880 /201507 / t20150701 _191944．
html．

④国际组织人才服务平台，网址为 http: / /www． mohrss．
gov． cn /SYrlzyhshbzb / rdzt /gjzzrcfw / ．

⑤网址 http: / /www． sohu． com /a /132377629_40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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