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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情况
为进一步拓宽对外交流与合作渠道，充分利用国际优

质教育资源，不断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根

据《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 建设规划》,我校积

极与国（境）内外高水平院校开展多边人才交流，探讨共

建科技研发平台，培训平台或实习就业平台等合作项目。

我校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西翼门户枢纽城市——江门市。

加强与粤港澳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大力开展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和探索，加强同香港澳门相关领域学校的合作和

联系，是我们学校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我校

与粤港澳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项目仍然在积极建设中。

在几年，虽受疫情影响，我校还是积极开展与港澳地区大

学的交流互访合作。

目前我校开展的交流合作有：

1．与香港城市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2．我校加入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

3．我校师生与香港沙田商会在智能制造与金融会计等

方面座谈交流；

4．我校学生会参加澳门学联年度盛会；

5．我校派出学生参加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暨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对接洽谈活动等。

6．先后与菲律宾新埃西哈科技大学、马来西亚国立大

学、伦敦摄政大学、新加坡南洋学院、马来西亚玛尼帕尔

国际大学达成合作交流意向书。但受三年的疫情影响，这

些交流项目的开展受到影响。

但这些活动的开展为我校与粤港澳三地高校开展相互承

认特定课程学分、实施更灵活的交换生安排、科研成果分

享转化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有效探索。

我校积极向外寻求合作，多次开展与高校、企业的交

流与访问活动，取得一定合作成果。由于受疫情、体制、机

制等的原因，目前的交流合作还不够深入。下一阶段我校将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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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做好已有的合作项目，不断发展自身的实力，总结交流

合作经验，积极寻求与港澳学校交流合作项目，紧握时代

机遇，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实现“创新

强校”的建设目标。

为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科技创新与教育合作

工作，我校建议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助

力。

1．对如何深化合作与交流提出更加具体的配套措施。

如在两地教师的往来工作签证等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

2．目前合作程度相对较低，仅限于交流的浅层合作，

一些较好的联合培养模式需要官方认可。如学分互认问题，

教育一体化问题等。

3．高职院校的专业布局与湾区的发展还不很匹配，现

代服务业、高新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设置相对不足，难

于适应大湾区产业结构转变，需要政策指引和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