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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阿拉伯大学协会(以下简称AArU)在上海签署’《关

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以下简称《谅解备忘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会长杜玉波、AArU秘书长阿姆尔·埃扎特·萨拉马、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出

席签约仪式并致辞。学会副会长张大良，副会长、秘书长姜恩来，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

李岩松、副校长张静，宁夏大学副校长李学斌，AArU助理秘书长阿卜杜勒·拉希姆·哈

尼蒂、顾问瓦利德·萨拉马、行政部主任琳娜·白伊塔尔等出席仪式。

杜玉波指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阿蜂会上提出中阿

务实合作的“八大共同行动”，推动“中阿高校10+10合作计划”落地的生动实践，也

将标志着双方开启合作新篇章。学会和AArU要保持密切沟通筑牢合作根基，双方秘书

处应加强顶层设计，分步骤分阶段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工作，集聚中阿高等教育

领域的优势资源，精准对接中阿高校需求，开展产业集群交流合作，努力推动中阿“双

向奔赴”。要加强人文交流助力民心相通，高质量共建交流机制，为中阿高校、教师、

学生之间搭建交流渠道，促进双方高校开展多学科人才培养合作、学者互访研修、学生

互换留学、联合培养等合作项目，助力中阿青年共同成才。要开展联合研究深化创新合作，

根据中阿合作的重点方向，加强基础设施、能源转型、卫生健康、信息通信等重点领域

的联合研究，汇聚双方创新资源和力量，努力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

动的壁垒，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阿姆尔·埃扎特·萨拉马表示，阿方高度认可并赞赏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阿峰会上

提出的倡议。当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中阿之间的

学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也将取得更大发展。他指出，此次《(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阿拉伯大学协会合作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杜玉波会长提出的三

点建议为双方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双方将以《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为契机，为中阿

高校开展机制化合作打开更宽广的大门，促进民心相通，促进深层次交流。他表示，阿

方将全力推动“中阿高校10+lO合作计划”，尽快落实中阿人文交流、师生学者互访、

联合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发挥中阿文化、文明传播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

姜锋表示，作为中阿大学联盟交流机制执行机构，将全力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

精神和首届中阿峰会成果，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领导下，与兄弟高校密切合作，以中阿

大学联盟交流机制为依托，为中阿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在与会代表的共同见证下，姜恩来和阿姆尔·埃扎特·萨拉马签署《谅解备忘录》，

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阿拉伯大学协会正式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1．学会会长杜玉波致辞。2．AArU秘书长阿姆尔·埃

扎特·萨拉马致辞。3．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姜锋致辞。4．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5．学会

副会长张大良宣读批复文件。6．“中阿大学联盟交

流机制”中方秘书处揭牌仪式。7．“中阿大学联盟

交流机制”研究院授牌仪式。8．与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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