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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5月17日，由欧洲大学协会主办，西班牙拉曼鲁尔大学承办的第一届大学

联合会全球论坛在巴塞罗那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欧洲大学协会、美国教
育委员会、加拿大大学协会、印度大学协会、东盟大学协会、阿拉伯大学协会、非洲大学

协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高等教育中心等9个全国性或区域性教育组织共同发起。论坛主
题为“促进国际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

欧洲大学协会迈克尔·墨菲主席主持论坛。他强调，我们面临共同的全球挑战，大学

是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关键，大学应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之问搭建桥梁，促进国际交流。高

等教育对于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大学应制定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战
略，分享可持续发展经验，努力成为推动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典范。

学会会长杜玉波以《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促进高校平等合作》为题作视频发言。他指出，

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是攻克人类难题、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为开创全球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新格局，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平等。要开展平等的
交流，突出双赢理念，鼓励双向互动，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开展合作交流，提升国际合作与

交流的效益和可持续性。二是聚焦。要聚焦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议题，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和全球合作等领域开展交流互动。三是协作。要发挥社会组织优势，建立健全协
作交流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

在论坛现场，会长特别代表别敦荣教授作题为((创建大学国际合作的全球治理机制》
的发言。他认为，世界高等教育迎来了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期，但也因近年来地缘政治和

国际形势发生的改变，大学国际合作面临种种限制。全球的大学协会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他阐述了自己的三方面思考：第一，大学负有服务国家和服务国际两
大功能。第二，大学是改善国际和地区关系的重要力量。第三，建立大学国际合作的全球
治理机制。

学会副会长张大良以《携手应对挑战，共建国际高等教育共同体》为题作书面发言。

他指出，各国高等教育界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共同构建世界高等教育共同体。一是构建国际
高教共同体，优化各国高等教育资源结构，放大高等教育资源的国际共享价值，有效推动

知识创新与技术应用。二是构建国际科研协作体，开展国际联合攻关项目，建设国际联合
实验室，打造国际高端人才中心，推动形成全球性学术交流机制，提高科研创新能力。三

是构建国际教学联合体这一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创新平台，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施
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加拿大大学协会副主席菲利普·兰登表示，大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需要更多的激励政策和催化机制，持续推动全球高等教育资源共享。

印度大学协会主席蒂鲁瓦萨甘·甘纳帕特表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所有人带来高
质量的教育，必须注意教育的公平性‘，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

东盟大学协会执行主任乔蒂斯·迪拉蒂蒂表示，国际学生流动性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

和体验，各国大学应整合资源，建立一个共同框架和质量认证标准化准则。
阿拉伯大学协会秘书长阿姆尔·埃扎特·萨拉马表示，应建立一个区域性或国际性的

学术共同体，通过交流与合作，搭建一个合作框架来共同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非洲大学协会秘书长奥卢索拉·奥耶沃勒表示，应积极提高国际流动性，促进相互交流，
以携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高等教育中心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协会秘书长胡安·吉列尔莫·霍

约斯·阿里斯蒂扎巴尔表示，各方应创新应对方案，最大限度地分享资源，共同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

论坛一致同意发确j《大学联合会全球论坛新闻声明》，并确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担任

2024年轮值主席，主办第三届大学联合会全球论坛。会议期间，学会代表与欧洲大学协会、
东盟大学联盟代表、非洲大学协会和阿拉伯大学协会等组织代表进行会谈，达成初步合作共识。

I．欧洲大学协会迈克尔·圣菲主席主持论坛。2．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以《坚持教育对外开放，

促进高校平等合作》为题作视频发言。5．学会副会

长张大良以《携手应对挑战，共建国际高等教育共

同体》为题作书面发言。4．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教授作为会长特别

代表现场参会并作大会发言。5．墨菲主席与中方代

表合影。6．各高等教育组织参会代表。7．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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