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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出访团赴美国
执行学术交流任务

1．出访团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道格拉斯教授等

座谈。2．出访团与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校长交流。5．出

访团与旅美华人院校长协会董事会交流。4—5．出访

团访问美国教育委员会=

为促进“双一流”建设。深化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2019年

5月30日至6月6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监事长孙维杰率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简称“学会”)出访团一行五人，赴美国执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

构和人才战略研究”学术交流任务。

出访团首站到达美国旧金山，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该校高等

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道格拉斯就“一流大学内部治理和人才战略研究”进行

了交流研讨。孙维杰监事长介绍了学会的基本情况，特另Ⅱ推介了“两会一刊。

品牌，赠送了会刊((中国高教研究》。

出访团第二站赴迈阿密，与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校长卢森博格、主管国

际交流事务的副教务长纽曼、商学院院长李惠眉以及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

尔分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包叶青等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共同研讨。一流

大学内部治理和人才战略研究”问题。与旅美华人校院长协会进行合作洽谈，

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提出在六个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启合作

新篇章。

出访团最后赴华盛顿，与美国教育委员会(ACE)主席泰德、副主席

布拉德进行了沟通交流。美国教育委员会明确提出，积极鼓励更多美国学

生到中国大学留学，进一步加强中美高等教育交流；进一步推动美国作为

中国人海外留学、访问、研究的目的地国家，加强与美国联邦政府沟通联系，

为中美高等教育合作交流创造条件。美国教育委员会代表美国高等教育界

发出声音，强调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中美高等教育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努力争取美国联邦政府对一些科研项目给予经费支持，以推动外国人

到美国学习和研究。双方深入探讨了中美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具体形式，

达成了合作意向。

出访期问，出访团代表学会邀请美国教育委员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旅美华人院校长协会等院校和社团组织的专家，出席

今年10月12日在兰州举办的“2019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

出访团得到了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大力支持，驻美大使馆教育处公

使衔参赞杨新育、一等秘书明廷玺专程从华盛顿飞赴迈阿密出席出访团与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研讨会，会见了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校长、教务长和该

校商学院院长，并在华盛顿出席了出访团与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会谈。

在中美关系发生·系列新变化的重大时刻，此次．出访实现了宣传学会、

学术交流、加强合作的既定目标，对推动中美两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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