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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深化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

的若干意见》已经厅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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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深化闽台 

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若干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发

挥教育在对台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结合我省闽台教育交流与

合作发展实际，现就深化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出如下意

见。 

一、总体要求 

Ѓ҅Є 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对台政策、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在福建考察工作时重要讲话精神，

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以增进两岸沟通了解、

互惠双赢为宗旨，以提升服务能力为导向，以引进优质教育

资源为重点，以创新交流与合作名ৠっ育



Ѓ҅Є ᵲ⸗ ɼ推动闽台教育由部

分领域、部分专业的合作，向闽台高校联合举办高水平大学、

应用技术类大学、二级学院的方向发展。重点推动我省高水

平建设高校和省重点建设高校引进台湾高校联办 2 所产业特

征鲜明、相对独立的二级学院，以及 3 个以上闽台合作办学

项目。 

ЃԑЄ ῠָ ɼ支持我省高校

联合台湾高校办好一批与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转型升

级匹配度高、引领性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重点学科群

和紧缺专业，联合培养本、专科层次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充分满足两岸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推动闽台

联合培养人才由本、专科层次合作为主，向硕士、博士高层

次协同发展，为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提供新模式、新经验

和新方法。 

ЃҎЄ Ҙҟ ᴣɼ支持高校主动

引进台湾优质师资，促进我省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到 2020

年，引进 1000 名满足我省自贸试验区和产业发展急需人才

培养需要的台湾优秀教师到我省高校任全职教师；依托我省

现有的理工类、人文社科类和校务管理类等 4 个福建省师资

闽台联合培养中心，通过培育促进我省本科高校和职业院校

师资和管理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到 2020年，培训 3000名

本科高校、职业院校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 

Ѓ Є ᴮ ҟ ɼ试点将我省职业院

校或部分院系委托台湾优质高校管理；支持台湾高校、行业



协会、企业参与组建我省职业教育集团；支持闽台高校在职



等组建联合科研创新平台；优先支持闽台高校联合建设省部

级以上科研创新平台和“2011 协同创新中心”，推进我省高

校与台湾高校开展深度科研合作，提升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能力；支持在我省高校任教的台湾全职教师开展科

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设立台湾全职教师专项科研课题，支持

有能力、有条件的台湾全职教师开展学术活动，增强科研持

续能力，承接国家级科研项目。 

ЃӢЄ ᵆ֢ ғ ᵲɼ支持与台湾高教

评鉴机构合作，开展评估专家培训、办学监测体系数据平台

建设及高等教育专案评估；设立“福建 IEET办事处”，支持

台湾“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在福建高校开展国际工

程及科技教育认证业务。学习借鉴台湾评鉴机构的先进经

验，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教育综改任务。 

Ѓ Єꜘ ֢ ɼ依托已建设的闽台文化

体验中心，支持我省高校赴台开展文化交流；建立若干个省

级对台文化交流基地；整合我省高校对台研究力量，加强对

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朱子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

的研究，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展现海峡两岸风貌、在国

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三、保障措施 

Ѓ҅Єꜘ ɼ各级教育部门要将对台教育交流

合作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与相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

强对本地区对台教育交流合作工作的指导。各级各类学校要

制订切合自身实际的对台交流合作计划和措施，配备高素质



专业化师资队伍，强化赴台学生管理，扎实推进对台交流合

作工作，切实提升对台交流与合作工作的整体水平。 

ЃԑЄꜘ Ḧ ɼ安排专项经费支持闽台教育交流

与合作工作。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在年度预算

中应安排专项补助资金，用于支持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开展

闽台青少年夏令营、文艺和体育等交流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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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教育部办公厅、国际司，省政府办公厅、省台办。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年 10 月 17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