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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
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姜治莹主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大学合作与交流”

议题。学会副会长、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大学
合作与交流》为题作专题报告。伯明翰大学副校长乔恩森·弗兰普顿以《大学全球化进程中多

样化、可持续性和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为题作报告。学会学咨委副主任、中山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松，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加文·布

朗，亚利桑那大学副校长王永刚，朱拉隆功大学校长班迪·厄阿鹏，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农业

大学校长伊拉克·艾哈迈德·汗围绕议题进行圆桌对话。各位校长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发展特色，

并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大学的贡献。大学的知识属性和教育属性，决定了大学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工具和重要力量。

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代表论坛组委会发布论坛成果I{：It京倡议》并致闭幕词。
他表示，这是一届意义重大、成果丰硕、增进友谊的盛会。来自36个国家的300余所大学校长

围绕“时代变革与大学使命”这一主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共商可持续发展大计，进
一步加强了交流，推动了合作，凝聚了共识。希望以本届论坛为契机，开启世界各国大学交流
合作新篇章，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识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大学力量。

本次论坛经国务院批准，在教育部指导下，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以及相关高校协办，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支持。我国“双一流”

建设大学书记校长150余人参加论坛。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埃及、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亚大学、海德堡大学、

大阪大学、渥太华大学、里斯本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剑桥大学、

巴黎中央理工一高等电力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法国国立桥路学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弗吉

尼亚大学、巴塞罗那大学等世界高水平大学校长在论坛上作报告和发言。美国驻华大使馆、法
国驻华大使馆、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约旦驻华

大使馆、古巴驻华大使馆等部分驻华使领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大学协会等教育组织代

表近40位参会。

论坛期间，各国大学还进行了50余场合作洽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媒

体对部分境外校长进行了专访。大学校长们普遍反映，论坛为全球大学合作交流搭建了平台，

有效促进大学之间、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为大学顺应时代变革、担当使命责任提供了新经验
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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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姜治莹主持议题五。2．学会副会长、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作报告。3．伯明翰大

学副校长乔恩森·弗兰普顿作报告。4．学会学咨委

副主任、中山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松发言。

5．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发言。

6．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加文·布朗发言。7．亚利桑

那大学副校长王永刚发言。8．朱拉隆功大学校长班

迪·厄阿鹏发言。g．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农业大学

校长伊拉克·艾哈迈德·汗发言。1 0．议题五现场。

1I．论坛发布《北京倡议》。12．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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