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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地方与全球：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
———基于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发展治理人才培养实践的研究

张　悦　徐秀丽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当前中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在专业知识层面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将中国经验学理化，进

而融入全球知识的潮流中，从而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方案。源于美国的从“精英外语人才”到“区域问

题专家”再到“全球胜任力”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以关注“全球知识”为核心，中国全球治理人才专业知识培

养理念与路径则另辟蹊径，注重链接地方知识与全球知识，即要求新型人才既熟悉扎根中国基层的实地发展经

验，又具备全球治理的全局视野。在此时代召唤下，中国农业大学在过去十几年中探索出一条链接地方与全球

的双轨实践育人新模式，这一模式源自学校一批前沿发展研究者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引进来”到２１世纪初开始

“走出去”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位置变迁，以 及 由 此 带 来 的 自 主 性 知 识 生 产 与 人 才 培 养

自觉性的生成。本文基于此案例，分析贯穿课堂学习和实践学习的“地方－全球”双轨实践人才培养模式，并指

出中国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理念与路径需关照“中国实践”与“全 球 视 野”两 个 面 向，注 重 地 方－全 球 双 重 知 识

的链接，从而逐步探索出全球南方国家贡献全球治理的积极有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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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主张对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全球

治理人才短缺，与中国的大国身份和对世界的贡献不匹配，彰显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限性。① 以美国为

引领的发达国家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经历了从“精英外语人才”到“区域问题专家”再到具备“全球胜任力”的

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②，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识。全球

知识（Ｇｌｏｂ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是全球胜任力的基石③，关于全球胜任力的构成要素，２００６年学界提出的三要素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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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美国发布的报告《为了全球胜任力的教育：为青年人参与世界做好准备》提出的四维度论①、２０１８年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提出的全球胜任力框架②，以全球知识为核心的专业知识都是核心素养之一。

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后来者，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和路径不同于传统西方大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

的理念与方法也因此需要另辟蹊径。有效的经验、概念化过程、组织化推广，是一个国家能够为全球治理

贡献知识类公共产品的 过 程，这 类 知 识 的 重 要 来 源 之 一 是 一 国 的 本 土 实 践。③ 中 国 的 优 势 正 在 于 丰 富

的、在地化的发展经验和完整的发展历程，决定了中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和知识建设模式的独特性，需要

尤其关注本国发展实践中的地方知识，并将其发展为具有普遍性的全球知识，从而贡献全球治理方案的

形成。因此，如何在借鉴国际上“全球胜任力”理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发展理念、战略需求和优势资

源，建构适合中国的“全球胜任力”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是当前亟待突破的重点议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大学在全球治理人才的专业知识培养方面已开展了诸多探索，初步形成了百花齐

放、各具特色的五类培养模式④。清华大学率先将“全球胜任力”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之一，提出全

球胜任力六大核心素养，并成立清华大学学生全球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２０２１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

会国际胜任力培养专业委员会成立，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与交流。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在全球发展治理

人才培养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经验，以农业和减贫等发展议题为核心，探索出链接地方知识和全

球知识的全球发展治理人才培养路径。本研究在反思全球治理专业知识建设路径的基础上，以中国农业

大学全球发展治理人才培养为案例，具体分析中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中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地方知识与

全球知识的链接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如何贯穿在人才培育的全过程中。

一、全球治理的知识基础

基于知识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权力的重要来源，尤其在专业领域的全球治理中，会形

成“专家政治”的特殊治理现象，国际组织的决策往往通过对知识、技术或专长的权威应用与解释而获得

合法性⑤，知识生产在概念框架界定与议程设置、行业标准与规范制定、合规评估、监督与制裁中占据关

键性角色而发挥重要作用⑥。知识生产和供给存在竞争，从而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如概念的创造、治理

主题的阐释，以及治理理念和标准的设定。⑦ 因此，谁生产知识，生产怎样的知识是全球治理的基础，适

合中国情境和需求的专业知识是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中的关键。

（一）反思全球知识结构性不平等

ＯＥＣＤ提出的“全球胜任力”四个支持因素之一是关于世界和他文化的知识，即全球知识。但当前作为

全球治理基石的全球知识仍然为发达国家主导，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来自其他国家的知识贡献和需求。虽然

高等教育“国际化”愿景内隐着学术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扁平化”“去中心化”的价值取向，但新兴经济体高等

教育的崛起并未彻底改变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不平等现状，“中心”相对于“边缘”的话语权优势仍十分明显。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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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发现，ＯＥＣＤ制定全球胜任力框架过程中，来自全球南方的声音和理论在流程中被一步步边缘化

或剔除。① 作为全球发展知识共享最重要的平台之一的世界银行，其不具备作为实体国家的发展经验，

其发展经验大多来自具体的发展项目，国家层面发展经验引进不足，而国家层面经验是大多数知识接受

国的重要需求，因此世界银行需要大力优化知识结构。② 中国在经济发展、减贫、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实践

经验，可以为既有的全球知识贡献新的知识力量，成为新兴的多极化空间中发展与变革世界哲学社会科

学的一部分③。

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西方国家长期主导了发展知识的生产，源于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的新型发展

知识在全球层面处于相对边缘状态。全球发展框架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和话语为主导，以新自由

主义为价值取向，以欧美发展道路为依据，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为主要操作工具。④

但２０世纪末以来，全球发展治理理念和知识生产处于转型过程中，基于西方经验的全球发展知识遭遇前

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制度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主流全球发展知识对中国、

印度、巴西等非西方区域和国家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历史经验无法处理，诸如民主治理、

自由市场、人权等漫游全球的现代性表征概念难以完全解释这些新兴南方国家复杂的发展轨迹。⑤ 另一

方面，相应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部分

发展治理的议程、目标和规则也并不合理。⑥ 源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实践的“在场

性”的新发展知识不断涌现，并改变着发展研究的知识结构。⑦ 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在全球发展

治理的理念、知识和实践中发挥主动性角色的里程碑。中国的发展知识滞后于实践，需要更好地讲述中

国国内发展和全球发展治理的故事，更好地进行理论凝练和升华，使中国的发展治理经验成为国际相关

话语和理论的组成部分。⑧ 在中国提出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背景下，面向全

球治理人才“既了解我国国情、又具有全球视野”的新要求，基于中国发展经验，如何将源自中国的地方知

识与全球知识相融合是当前中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专业知识层面面临的核心挑战，因此中国全球治理人

才专业知识培养理念与路径亟待创新回应，核心难点是链接源自中国的地方知识与全球知识。

（二）链接地方与全球：双轨实践育人理念

全球胜任力是一种在国际上推动本国发展、捍卫本国利益、提升本国影响力的国家战略，因而全球胜

任力培养是重要的国家人力资源储备战略。⑨ 由此，中国大学如何培养学生全球胜任力，须结合中国自

身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同时汲取既有全球胜任力理念中可资借鉴的部分，来建构和创造中国自身的全球

胜任力实践模式�10，使之作为与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相匹配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

路径。滕珺和杜晓燕从全球胜任力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关系的角度进行反思并提出，在中国当下的语

境中谈学生“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必须加上培养学生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及身份认同的思考维度。�11 贾文

山和卢芳珠提出，中国全球胜任力在认知层面包括自我和他我两个维度，在技能层面除了全球性知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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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还需增加具备讲好中国思想理论、中国文化、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故事的能力。① 知识层面，赵可金

提出全球治理需要超越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构建真正全球意义的新知识

体系。② 国家留学基金委副秘书长李青强调国际化人才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桥梁的搭建者，是中国与相

关国家共同认知的构建者。因此，在全球治理人才专业知识培养上，要提高知识生产能力，要将中国发展

的实践经验，提炼为发展的地方知识，再进一步上升为发展的全球知识。

面向全球发展的人才培养需要专业知识的转型。从专业知识构成上，需要链接地方知识与全球知识

形成双轨知识；从专业知识来源上，需要更加强调专业知识的实践来源，可概括为双轨实践育人理念。首

先，双轨理念，强调在调查和理解世界的基础上，补齐对自身的调查和理解，并主动将本国的地方知识与

全球知识进行链接，推动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新发展知识与既有全球发展知识的融合，以此提出解决全

球挑战的中国方案，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体到作为发展核心议题的乡村发展领域，要沉潜

中国乡村实践理解中国发展的经验，同时通过与全球发展议题和知识要素的链接实现知识的流动与融

合，呈现中国知识的全球意义。其次，实践路径是当代大学教育理念与全球发展治理人才培养中至关重

要的环节。一方面，全球胜任力教育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教育，其本质更应该是一种实践层面的教育③，需

建立参与式、体验式的实践育人体系，形成课堂知识、研究课题和实践经验的结合；另一方面，中国发展知

识滞后于发展实践，发展知识的生产依赖对实践的深度参与和理解。

二、中国高校在全球发展知识生产中的角色变迁

伴随着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角色的转变，中国对全球发展治理的专业知识需求也随之变化。中国

经历了从受援国向援助国身份的历史转变，从引入西方主导的发展知识，到结合中国国情对西方发展知

识进行反思，再到基于中国发展实践探索生产新的发展知识。在中国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

中国方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为全球发展提出中国方案对

全球治理人才的专业知识提出新的要求，即新型人才不仅要具有全球视野，熟悉国际，更要了解中国自身

的发展经验，两者结合是当前及未来中国对全球发展治理人才专业知识的新要求。中国大学为实现全球

可持续发展目标生成了独特的“关系健康发展模式”。④ 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团队在内的国内社科

研究学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是中国从受援国向援助国身份转变的见证者和深度参与者，从“引进来”

到“走出去”，经历了在发展知识生产中的位置变迁，生发出发展知识生产的自觉。本部分以中国农业大学

发展研究团队为例，呈现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高校在专业知识生产中链接地方与全球的实践探索。

（一）第一阶段：以引进国际经验和全球知识为主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是中国大量接受国际援助的时期。１９９８年，在中德合作框架下，中国

农业大学建立了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国际农村发展中心（ＣＩＡＤ），参与了大量多边、双边及民间各类

国际组织在华的农村发展援助项目，开展咨询、研究和培训工作，积极引进国际经验和全球知识。中国农

业大学师生前往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学习西方发展理论和工具，将发展理论、参与式理论、性别理论、

项目管理等全球发展知识引入中国，撰写了发展领域系列教材⑤，成为当时培养国内发展人才的知识基

·３５·链接地方与全球：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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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导论》（２０１１）等。



础。“引进来”阶段，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引入由西方生产的经典和前沿发展知识，拥抱全球知识，同时结合

中国乡村发展的多元现实，进行在地化务实性创新，这些经历一方面为中国学者熟知全球发展知识提供

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为生产混杂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提供了土壤。

（二）第二阶段：将全球知识融入本土实践创新

２１世纪初，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团队基于在中国乡村长期的实地工作，尝试将引进来的全球发展

知识与中国本土发展实践相结合，在反思全球发展知识存在的南北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将全球发展知识

融入本土实践创新。西方在发展领域的全球主导作用来源于自殖民时代起的知识帝国主义。发展知识

最早的实践来源是西方国家１７５０－１９５０年间的财富增长历史经验，因此经典发展知识形成了经济增长

和自由民主两大支柱。但西方经典发展知识的二元对立的权力结构本质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霸权性和

悬置性，在适应发展中国家实践上具有局限性。随着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不断积累，发展中国家

在场性的发展知识开始出现①。以参与式理论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团队一方面基于中国实践对

参与式理论进行反思，包括从参与式发展项目存在形式化、教条化、片面化问题的角度反思参与式发展的

中国困境②，反思发展干预中的权力、制度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作用导致参与式发展干预在现实

中很难实现理想的充分参与和赋权状态③，基于项目层面的人类学研究提出“参与”的“表象”④。另一方

面，将参与式理论应用于中国发展实践中，并以此丰富和发展参与式理论，例如将参与式贫困指数用于中

国扶贫工作⑤、从参与式的角度解读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地位⑥、探讨农民参与式技术发展⑦、分析中

国如何借鉴国外的参与式农业推广⑧等研究。这一阶段反思全球发展知识并将全球发展知识融入本土

实践创新，孕育了中国学者在发展领域的知识自觉，是新发展知识的生产的前提。

（三）第三阶段：将中国发展的地方知识融入全球知识

２１世纪以来，全球发展格局变革，新兴国家崛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中国发展经

验得到了全球瞩目，为全球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对既有全球发展知识的反思不断深入，包括中

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因此新发展知识的生产不断走到台前，而这必然要

孕育自多元的发展实践，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实践。随着中国的地方性实践被赋予更多的全球意义，中国

地方性知识也开始走向世界性的知识场域，新的“知识战场”正在形成。⑨ ２００７年以来，中国农业大学发

展研究团队跟随中非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国家在全球发展领域的新主张和新实践，开

启了将中国发展的地方知识融入全球知识新探索。

新发展知识的研究和实践从地方性实践的全球意义和新型发展力量域外行动的全球意义两个维度

开展。地方性实践的全球意义的探索聚焦减贫，尝试以中国减贫实践对扶贫这一经典全球发展问题给出

来自中国的新知识�10。新型发展力量域外行动的全球意义的探索聚焦中国对外援助实践，以比较发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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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方法和视角赴海外开展了大量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对中国与非洲的减贫①和农业②发展进行的比

较研究构成了中非发展合作的基础。对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研究，通过走进承载着中国自身发

展叙事的海外援助实践与欧洲早期在非洲的农业开发和其后援助非洲的绿色革命等，以及非洲自身的粮

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等本土战略构成的三元遭遇，构建出从历史和现实维度通过中国对外援助来认识中国

变迁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路径③。新发展知识的兴起正在改变传统发展知识的霸权

格局，也在催生新的国际发展实践④，也为新时期中国培养全球发展治理人才提供有效的专业知识。

三、链接地方与全球：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发展治理人才培养案例

中国农业大学在过去十几年中探索出一条贯穿课堂学习和实践学习的“地方－全球”双轨实践人才培

养模式，其具有两个关键特质：一是人才培养中地方知识与全球知识的双向链接，二是将实践作为知识的重

要来源。课堂中的学术对话平台和国内外乡村发展实践是全球发展治理人才获取专业知识的资源库。
（一）课程环节：搭建地方与全球对话平台，促进知识双向链接

美国主要高校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是围绕某个全球发展重点领域，每个学生可以选择亚洲

研究、拉美研究和中东研究等区域性研究⑤，侧重的是用既有的全球知识理解和应用于本国以外的区域。

新发展知识是基于传统发展知识和对其反思而发育的，强调特定国家的历史经验，承认不同社会结构和

行动者的复杂性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多样性表达⑥。因此，新发展知识的生产需要建立在既有全球发展

知识与多元化的地方发展知识的对话之上。在“地方－全球”双轨理念下，中国农业大学的全球治理人才

培养课程体系设计围绕乡村发展、贫困等发展重点领域，学生需要同时学习中国发展、全球和区域发展的

课程，并通过学校搭建的地方与全球对话平台，以比较的视角理解中国的地方知识与全球知识，进而建立

双向链接，探索和形成新知识。

中国农业大学搭建的包含国际多边发展机构、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对话平台是促进全球知识与地

方知识双向链接的有效路径。对话平台由三部分构成（详见表１），第一部分是２０１３年由中国农业大学

牵头成立的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ＣＩＤＲＮ），在中国的政策制定部门、学术部门和实践部门之间搭建沟

通的桥梁，深入了解中国发展历程并进行国际对比，从而分享各国发展的道路和经验。该网络成员包含

近３０家发展研究和教学机构，已举办数十次高水平公共讲座，并通过支持项目的形式推广网络的理念和

思路。第二部分是中国农业大学长期以来与传统全球发展治理体系主体建立的南北对话，包括国际多边

发展机构及主要发达国家发展援助的实践和研究主体，围绕全球发展转型、减贫、农业发展等主题开展南

北对话，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南北对话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团队开始向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发

展经验，以国际学术话语和规范讲述中国发展故事，以基于中国发展的地方知识链接全球知识，积极参与

全球发展治理。例如，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由ＯＥＣＤ－ＤＡＣ国家和中国专家组成的“Ｃｈｉｎａ－ＤＡＣ研究小组”

总结梳理中国发展和减贫经验，并探讨其对非洲发展和减贫的启示；２０１３年起由英国发展研究院（ＩＤＳ）

和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团队共同实施的中国－巴西在非洲农业合作研究项目（Ｃｈｉｎａ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ＣＢＡＡ），深入中国发展援助实践，探讨中西方在发展援助中的差异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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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１０）：４６－５２．
李小云．全球格局变化与新发展知识的兴起［Ｊ］．学术前沿，２０１６，（８）：９１－９４．
Ｘｉｕｌｉ　Ｘｕ　ｅｔ　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８１，ｎｏ．５（２０１６）：８２－９１．



中国对非援助的“平行经验分享”理论①。第三部分是２０１４年由李小云教授担任主席成立了南方国家智

库联盟（ＮｅＳＴ），包括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秘书处设在印度，该智库联盟主

要通过交流、研讨和合作等方式挖掘南南合作的特色和模式。包含国内网络、南北对话和南南对话的平

台，为学生提供了对中国经验和国际比较的合作研究与知识分享空间，链接地方知识与全球知识，持续不

断地丰富和拓展学生的全球发展知识图谱。

（二）实践环节：扎根国内＋海外田野，行动中的知识学习

中国正处在持续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地方知识与全球知识的融合在实践—总结—反思—再实践—再

总结—再反思的过程中不断生发出来，在中国国内发展和中国参与域外发展的历史实践中螺旋演进。中

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团队在国内和非洲开展长期乡村发展实践，以行动研究的方式，将“发现知识”“应用

知识”“传播知识”在同一实践中进行结合②。

如何在乡村有效推动农业发展和减贫是全球南方面临的政策、学术和实践重要议题，各地实践经验

和知识为全球乡村发展贡献多元方案。中国 农 业 大 学 在 中 国 和 非 洲 乡 村 分 别 开 展 长 期 乡 村 发 展 实 践。

２０１５年起在云南开展脱贫攻坚实践，并逐步转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践，探索乡村

振兴过程中的政策机制创新。２０１１年在坦桑尼亚开展农业减贫合作，实践中国密植技术和绩效管理机

制向坦桑尼亚的平行分享过程，２０２１年启动玉米套种大豆的试验示范工作，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

地的“贫困－农业－营养健康”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是中国发展的地方知识融入全球发展知识的有益探

索。学生深度参与实 践 项 目 实 施 过 程，在 实 践 一 线 以 第 一 视 角 深 度 理 解 国 内 和 海 外 乡 村 发 展 的 地 方

知识。

基于国内和海外的实践田野资源，中国农业大学对全球发展治理方向本科生的培养建立了贯穿大学

四年的“将课堂搬入实践”的系列实践课程，分别开展“将课堂搬入国内乡村”“将课堂搬入非洲乡村”“将

课堂搬入国际组织”实践教育。组织学生多次前往中国乡村进行短期乡村认知、发展实践和实地调研；组

织学生前往坦桑尼亚进行实践学习，已形成一系列选拔和派出机制、培训机制、实地管理机制、报告机制

和后续宣传机制等；组织低年级学生赴国际组织短期拜访，推荐高年级学生进入国际组织进行中长期实

习，加强对国际发展日常运作的了解，熟悉全球发展治理的机制和文化。

研究生层面的人才培养融入科研与实践，学生成为知识生产和实践的重要参与者。实践社会科学研

究作为当前理论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前沿理论和方法，认为在认识方法层面上，“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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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研究进路要比普世性和排他性的经典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更符合实际，更具多元性

和包容性①。对于开展中国发展实践的全球意义和中国域外行动的全球意义研究的学生，深入实践田野

是追求真知的可行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将深入实践田野作为基本要求，以学

校开展的国内和海外实践项目为学生提供宝贵的田野，链接国内与海外乡村发展知识。自２０１６年起已

有近２０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扎根云南乡村建设田野，与地方政府和村民共同开展实践活动，驻村时间短

至一月，长至近两年。自２０１１年起，已有近４０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沉潜非洲农业发展实践田野开展海外

实地研究，多为期数月。研究生参与国内外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实践，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地方知识与全

球知识的碰撞与融合，成为链接中国地方与全球的新发展知识的生产者。

参与实践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和反思课堂中学习的抽象知识，在参与社会行动中完成更有效的知识

理解和生产。对既有知识和实践的关系，学生在驻村实践中“清楚地看到了过去在课堂中学到的那些理

念与作为个体在真实社会生活进程之间的间隙，并有机会去寻求这种间隙存在的原因和解决的路径”②。

实践激发学生进行更贴近实际的理论思考，“亲身参与到实践当中又保有研究者的敏感，观察到更多访谈

不到的细节，也能更清晰地分辨项目逻辑和村民逻辑之间的缝隙”③，反思“在挖掘乡村价值、建设和美乡

村的实践过程中，要认识、学习、辩证地看待本土知识”④，“要能在田野中做工作，在工作中做田野，要在

实践和理论中穿行，更要在现实中把握本质”⑤。

四、结论与建议

既熟悉中国发展经验、又具有全球视野是中国对全球治理人才的要求，将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理论

化为知识，并与全球知识融合是当前中国培养全球治理人才亟需完成的知识生产关键任务。本研究以中

国农业大学全球发展治理人才培养实践为例，阐述了“地方－全球”双轨实践育人理念，对覆盖本科生和

研究生，基于跨越国内与海外乡村实践发展及链接地方知识和全球知识的对话平台，构建贯穿课堂学习

和实践学习的全球治理人才专业知识培养路径探索进行了深入分析。立足中国，面向全球发展的未来，

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中国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理念与路径需关照“中国实践”与“全球视野”两

个面向，注重地方－全球知识的双向链接，以比较的视角进行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

方案提供专业知识基础和人才保障。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计上，兼顾国内与全球，避免在全球治理专业

领域，仅强调国际规则和全球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对中国发展的理解。要培养能在全球治理中讲好中国

故事、提出中国知识、贡献中国方案的新型全球治理人才。第二，重视社会实践在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中

的价值，向基于实践的经验学习与人才培养范式转型。发挥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和与社会实践主体的联

结，加强本科生国内和海外实践教育的结合，加大资源支持研究生扎根国内与海外实践田野开展实地研

究，鼓励区域国别学与其他学科人才交叉、融通培养。

（下转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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