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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2021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

在贵阳开幕，活动期间，“高等教育合

作”成为参会人员十分关注的话题。

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部长穆哈吉

尔·艾芬迪在视频致辞时说，疫情挑战

和工业 4.0 把教育发展推向新阶段，将

加强与中国在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推动知识与教育有机结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说，

将围绕“双一流”建设，深化与东盟各

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掀起

心与心交流、智慧与智慧碰撞的热潮。

在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2021

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会上，中国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刘利民表示，中泰两国各级各类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

深入，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等重要协议，在人才培养和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说，贵州大学将通过互联网人文交流的方式，建立信息开放、层次

多样、运作规范的交流模式，继续加强与泰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打造学术互通、

学历互认的人才交流模式，努力参与并融入到中泰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的平台中。



在首届马来西亚-中国（贵州）教育合作论坛上，贵州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鞠洪表示，希望

通过论坛的举办，推动贵州高校与马来西亚高校建立一个致力教育合作的长效对话机制，推

动贵州与马来西亚更加密切人文交流合作，促进两国高校间更加深入的互信、互鉴、互容、

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的高质量教育合作。

由贵州理工学院发起成立的“中国-东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通过合作申报教育援外

项目、联盟成员单位国际学生交流、联盟成员单位相互推荐、招收和培养联盟成员国国际学

生等模式，不断推动教育领域合作与发展。目前，联盟成员单位已吸引中国—东盟 35 所高

校和教育机构参与。

亚洲理工学院校长翁以登在视频发言时说，如今人们逐渐适应了线上授课、遥控教育的新方

式，许多教育交流、合作不再需要长途跋涉，通过线上就可以完成，期待与中国西南高校加

强合作。

会场内，表达合作意愿的声音此起彼伏；会场外，贵州与东盟国家高校的合作也渐入佳境。

为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务实合作，贵州鼓励国（境）外一流高校来黔合作办学，探索建立具有

国际化新机制的一流大学或二级学院，鼓励高等院校联合企业与国（境）外高水平院校开展

合作办学，支持学校自主探索开展境外办学等，积极扩大贵州教育合作开放，全面提升教育

质量，进一步加快推进贵州教育现代化。

同时，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这一重要平台，贵州教育逐渐打开了对东盟、对世界更加

对外开放的大门。

目前，包括贵州大学等 40 余所省内高校与东盟国家多所著名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

关系；在贵州的留学生中，来自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占 71%；在交流周的平台上，贵州与东盟

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高校建立合作项目或签署的合作协议达 900 余项。

贵州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说，一系列迅猛增长的数据表明，贵州在推动教育国际化方面积极

探索适合贵州特色教育发展的道路，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而交流周的连续成功举办无疑是

数据增长和务实成效背后最重要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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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讯（记者

张东）由江苏大学、中泰高等教育合作

联盟、贵州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泰

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中泰高等教育合作

联盟年会，近日以线上线下融合方式在

贵阳召开。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出席

论坛开幕式。他在致辞中表示，中泰两

国教育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天然而坚实的

基础，更有广阔的前景与未来；双方应

携手创造新时代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

典范，加强语言教育合作，创新职教合

作模式，着力推动高质量交流与合作，

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发挥积极作用，

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

泰国高等教育与科研创新部部长阿

奈·劳塔玛塔博士在开幕致辞中感谢中

国政府对泰国疫情防控斗争的帮助，并

表示中泰两国友谊源远流长，多维度开

展的全面战略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他认为，数字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是应对疫情的需要

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作为 2021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主要活动之一，该论坛吸引了中泰两国 140 多所大学的

360 多名代表，分别参与“中泰大学校长分论坛”“中泰农业和食品可持续发展分论坛”“中

泰高等教育合作圆桌会议”等平行活动。

在中泰大学校长论坛上，双方 10 多位校长从不同侧面对中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现状、

模式、经验与问题做了交流与探讨；对双方合作面临的机会和挑战提出了建议，并对双方在

新时代开展高层次、高质量合作提出了美好愿景。他们表示，中泰高等教育合作应适应时代

变化，主动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和泰国 4.0 发展战略，打造中国-东盟高质量人文交流示

范高地。



中泰高等教育联盟秘书长鄂学文在联盟年会上表示，中泰高等教育联盟将进一步致力于推动

中泰大学交流与合作，并将在双方合作的重点学科领域推动建立专业委员会，促进双方务实

合作的不断深化。暹罗大学等十多所泰国大学在年会上发出倡议，倡导泰中大学交流与合作

高质量发展，推动双方在合作办学、学科合作、学制衔接、师生交流方面建立规范，创立优

质项目，提升交流与合作的水平与成效，为区域共同发展做贡献。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执行秘书长刘宝利在闭幕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

对话合作 30 周年，本届“交流周”以“知行合一，共建可持续发展合作的教育愿景”为主

题，力求进一步发挥这个平台在促进高水平教育国际交流，提升高质量人才培养能力，推动

区域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的作用，推进教育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对接迈向更高层次。

作者：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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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讯（记者 张东）由江苏大学、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贵州大

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会，近日以线上线下

融合方式在贵阳召开。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出席论坛开幕式。他在致辞中表示，中泰两国教育交流与

合作不仅有天然而坚实的基础，更有广阔的前景与未来；双方应携手创造新时代高等教育交

流与合作的典范，加强语言教育合作，创新职教合作模式，着力推动高质量交流与合作，为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发挥积极作用，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



泰国高等教育与科研创新部部长阿奈·劳塔玛塔博士在开幕致辞中感谢中国政府对泰国疫

情防控斗争的帮助，并表示中泰两国友谊源

远流长，多维度开展的全面战略合作不断向

前发展。他认为，数字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不仅是应对疫情的需要也是适应时代发展

的需要。

作为 2021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主要活

动之一，该论坛吸引了中泰两国 140 多所大

学的 360 多名代表，分别参与“中泰大学校

长分论坛”“中泰农业和食品可持续发展

分论坛”“中泰高等教育合作圆桌会议”

等平行活动。

在中泰大学校长论坛上，双方 10 多位校长

从不同侧面对中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

现状、模式、经验与问题做了交流与探讨；

对双方合作面临的机会和挑战提出了建议，

并对双方在新时代开展高层次、高质量合作

提出了美好愿景。他们表示，中泰高等教育

合作应适应时代变化，主动对接共建“一带

一路”和泰国 4.0 发展战略，打造中国-东

盟高质量人文交流示范高地。

中泰高等教育联盟秘书长鄂学文在联盟年

会上表示，中泰高等教育联盟将进一步致力于推动中泰大学交流与合作，并将在双方合作的

重点学科领域推动建立专业委员会，促进双方务实合作的不断深化。暹罗大学等十多所泰国

大学在年会上发出倡议，倡导泰中大学交流与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双方在合作办学、学科

合作、学制衔接、师生交流方面建立规范，创立优质项目，提升交流与合作的水平与成效，

为区域共同发展做贡献。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执行秘书长刘宝利在闭幕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

对话合作 30 周年，本届“交流周”以“知行合一，共建可持续发展合作的教育愿景”为主

题，力求进一步发挥这个平台在促进高水平教育国际交流，提升高质量人才培养能力，推动

区域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的作用，推进教育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对接迈向更高层次。

本文来自【中国教育新闻网】，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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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会闭幕式

9 月 25 日，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会顺利闭幕。为期两

天的活动中，中泰 140 多所大学的 360 多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积极参与，携手推进两国

高等教育交流不断线、合作走向前。

据悉，本次论坛是 2021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主要活动之一，由江苏大学、中泰高等教育

合作联盟、贵州大学联合举办，以“开启后疫情时代合作新模式，推动‘一带一路’视阈下

中泰高等教育合作”为主题，共分为开幕式、中泰大学校长分论坛、中泰农业和食品可持续

发展分论坛、中泰高等教育合作圆桌会议、闭幕式，以及青年学子分论坛暨“知行贵州”丝

绸之路青年交流文化体验之旅等多项平行活动。



活动开幕式

开幕式上，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刘利民说：“中泰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天然而坚实

的基础，更有广阔的前景与未来。双方应携手创造新时代

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典范，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发

挥积极作用。”

泰国高等教育与科研创新部部长阿奈·劳塔玛塔说，疫情

之下，高等教育不仅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降低疫情对教

学产生的影响，还应抢抓机遇为后疫情时代学生就业做好

充足准备。“高等教育创新之外，我们应该鼓励学生更多

地去了解亚洲，以适应全球范围内的‘东方化’趋势。”

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会上，联盟秘书长鄂学文说，联

盟致力于推动中泰大学交流合作，并将在双方合作的重点

学科领域，推动建立专业委员会，促进双方务实合作不断

深化。

闭幕式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执行秘书长刘宝

利表示，中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潜力无比巨大，前景无

限广阔，期待双方合作不断创新，取得更大成果，为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智慧与力量。



贵州大学与清莱皇太后大学签署合作意向书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期间，江苏大学与清迈大学就共建联合实验室、北京语言大学与暹罗大

学就双方战略合作并共建国际中文专业、贵州大学与清莱皇太后大学、贵州理工学院与北清

迈大学就双方合作，分别签署了协议和意向书。

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泰方常务理事单位代表发出线上倡议

就推动泰中大学交流合作高质量发展，暹罗大学等十多所泰国大学也在论坛期间发出共同倡

议，推动双方在合作办学、学科合作、学制衔接、师生交流等方面建立规范、创立优质项目，

提升交流与合作的水平与成效，为区域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赖盈盈 肖知潞

编辑 韦一茜

编审 王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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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

9月 24 日至 25 日，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中泰

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会在贵阳举办。作为 2021 中国-东

盟教育交流周的主要活动之一，中泰 140 多所大学的 360

多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积极参与，携手推进两国高

等教育交流不断线、合作走向前。

“近年来中泰双方院校和教育机构在多学科、多领域开

展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与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与成果。”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刘利民说，中泰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天然而坚实

的基础，更有广阔的前景与未来。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

“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是人文交流的基础。民心相通的基础是语言互通。”刘利民建议，中

泰双方未来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双方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的语言教育合作，通过政策引导，强

化长远合作机制，利用现代网络科技，搭建优质教学平台，加快培养具有对方语言交流能力

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近年来，中泰双方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中泰职业教育合作要以共同发展

为目标，创新合作模式，注重产学结合，推动标准互通，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刘利民

说，希望通过互学互鉴，相互促进，不断扩大并深化合作领域，培养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的高技术技能人才，实现互利双赢。

学历互认是学生交流的基础，泰国是东盟国家中较早与中国达成学历互认协定的国家。“中

泰两国经贸合作日益深化，势必强化人才需求，推动教育文化合作。”刘利民建议，中泰高

等教育合作应在学历互认的基础上，推动标准互通和资源共享，通过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倡议和“泰国 4.0”战略，积极开展高质量合作办学、合作科研，不断拓宽合作渠道，扩大

师生交流，夯实友谊根基，共谋未来发展。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肖知潞 赖盈盈

编辑 段岚茜 徐微微

编审 王璐瑶 杨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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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905912064/7199e90002000yo7g?sudaref=www.baidu.

com&display=0&retcode=0

9 月 24 日，“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

论坛暨 2021 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

会”在 2021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

当天召开，吸引中泰两国 140 多所大学

的 360 多名代表参加。

此次论坛由江苏大学、中泰高等教育合

作联盟主办，贵州大学承办，会期持续

2 天。在论坛召开期间，还将分别进行

“中泰大学校长分论坛”“中泰农业和

食品可持续发展分论坛”“中泰高等教

育合作圆桌会议”以及“青年学子分论

坛暨‘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文

化体验之旅”等平行活动，有助于进一

步发挥高等教育在对接“一带一路”倡

议和“泰国 4.0”战略方面的独特优势，

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和民心相通”

落到实处，扩大中泰高等教育交流、深

化联盟成员内部合作。

嘉宾们在当天论坛的致辞中均表示，伴

随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中泰教育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合

作办学、语言教育、清洁能源、轨道交通、健康防疫、电子商务等方面创造了很多合作亮点。

当天的开幕式上，中泰双方签署了多个合作协议和合作意向书。其中，贵州大学与清莱皇太

后大学、贵州理工学院与北清迈大学达成合作意向。同时，参加本次论坛平行活动“青年学

子论坛暨 ‘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文化体验之旅”的在华留学生，还在开幕式上为

嘉宾表演了精心排练的合唱和舞蹈，引来掌声连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佳艺



【序号】2021.9-P

【媒体】中国教育在线

【日期】2021 年 9 月 27 日 周一

【标题】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会召开

【链接】https://guizhou.eol.cn/gzgj/202109/t20210927_2159560.shtml

9 月 24 日至 25 日，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会在贵安新区

举行。该论坛由江苏大学、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主办，贵州大学承办，主题为“开启后疫

情时代合作新模式，推动‘一带一路’视阈下中泰高等教育合作”，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形

式举行。

24 日下午，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泰国高等教育与科研创

新部部长阿奈，贵州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教育工会主席、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王慧，教育部

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主任杜柯伟，江苏大学校长、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中方联席理事长颜晓

红，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暹罗大学校长、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泰方联席理事长蓬猜，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教育参赞冯俊英出席论坛开幕式。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秘书长鄂学文主

持。

刘利民致辞。他指出，中泰两国关系基础深厚，目前共建“一带一路”，使两国关系好上加

好、亲上加亲。近年来在两国教育部门和使领馆的大力推动下，中泰各级各类教育交流与合

作不断深入，在人才培养和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

合作论坛召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果令人期待。他希望中泰高等教育继续加强语言教

育合作，创新职业教育合作模式，推动高质量高等教育交流，携手创造新时代高等教育交流

与合作的典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发挥积极作用，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

念。



王慧致辞。她表示，近年来，贵州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位置，大力推进特色教育强省建设，教育普及水平大幅提升，教育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教育发展活力大幅提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

周已在贵州连续举办 13 届，我们不断深化中国-东盟教育务实合作

与交流，努力打造和夯实中国-东盟及“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合作

为主要内容的人文交流重要平台。希望未来中泰两国高校多利用

“互联网+教育”的方式，进一步推动中泰两国的互学、互鉴、互

容、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

对外开放局面，努力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

积极贡献。

李建军致辞。他指出，本次论坛背景特殊，意义非凡。一是中国同东盟对话关系进入“而立

之年”，双边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后疫情时代打造的云上交流形式、远程网络教学模

式迅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合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三是今年是中泰建交 46 周年，教育、

科研领域合作富有成效，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发挥了示范作用。李建军介绍，贵州大

学与泰国高校的合作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已先后与泰国皇太后大学、清迈大学等 10 余所泰



国高校开展合作。今后，贵州大学将通过“互联网+人文交流”方式，继续积极开展与泰国

及东盟各国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打造学术互通、学历互认的人才交流创新模式，努力融

入并参与到中泰各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平台之中。

阿奈、杜柯伟、颜晓红、蓬猜、冯俊英分别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致辞，对本次论坛的顺利

召开表示祝贺。

开幕式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成员院校分别进行了签约。其中，李建军代表我校与清莱

皇太后大学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随后，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主论坛——校长论坛召开。我校副校长李军旗作《构建

中国-东盟高质量人文交流示范高地》主旨发言。李军旗指出，贵州大学构建中国-东盟高质

量人文交流示范高地，中国和东盟国家各级政府、企业的大力支持是首要前提，积极依托“中

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平台是重要保证，强化自身的内涵提升、高质量建设是有力保障。他

在发言中就中泰高等教育合作提出建议：一是把握时代机遇，发挥平台功能；二是结合实际

情况，深化教育改革；三是深化多级联动，加强政校企地合作。



25 日上午，贵州大学副校长邓朝勇主持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平行论坛——中泰农

业和食品可持续发展论坛。我校农学院植物病理学科田风华教授、农学院邱红波副教授分别

作发言。

贵州大学副校长张大林出席论坛闭幕式并讲话。他说，本次论坛内容充实、版块设计新颖、

嘉宾发言精彩、成果收获丰硕。可以用“实”“新”“盼”来总结：一是论坛内容充实、务

实；二是会议形式推陈出新、会议内容积极创新、论坛嘉宾见解新颖；三是期盼会议成果落

地，期盼疫情早些过去，期盼中泰高等教育合作更上一个台阶，助推“一带一路”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希望来年再聚论坛！

【序号】2021.9-P

【媒体】中国日报网

【日期】2021 年 9 月 25 日 周六

【标题】贵州推动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高质量发展



【链接】https://gz.chinadaily.com.cn/a/202109/25/WS614f0f26a3107be4979ef8e1.html

9 月 24 日，2021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阳开幕，

活动期间，“高等教育合作”成为参会人员十分关注

的话题。

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部长穆哈吉尔·艾芬迪

在视频致辞时说，疫情挑战和工业 4.0 把教育发展推

向新阶段，将加强与中国在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推动知识与教育有机结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说，将围绕“双一

流”建设，深化与东盟各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交流合

作，共同掀起心与心交流、智慧与智慧碰撞的热潮。

在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 2021 中泰高等教

育合作联盟年会上，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教

育部原副部长刘利民表示，中泰两国各级各类教育交

流与合作不断深入，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等重要协

议，在人才培养和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

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说，贵州大学将通过互联网

人文交流的方式，建立信息开放、层次多样、运作规

范的交流模式，继续加强与泰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交

流与合作，打造学术互通、学历互认的人才交流模式，

努力参与并融入到中泰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的平台

中。

在首届马来西亚-中国（贵州）教育合作论坛上，贵州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鞠洪表示，希望

通过论坛的举办，推动贵州高校与马来西亚高校建立一个致力教育合作的长效对话机制，推

动贵州与马来西亚更加密切人文交流合作，促进两国高校间更加深入的互信、互鉴、互容、

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的高质量教育合作。

由贵州理工学院发起成立的“中国-东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通过合作申报教育援外

项目、联盟成员单位国际学生交流、联盟成员单位相互推荐、招收和培养联盟成员国国际学

生等模式，不断推动教育领域合作与发展。目前，联盟成员单位已吸引中国—东盟 35 所高

校和教育机构参与。



亚洲理工学院校长翁以登在视频发言时说，如今人们逐渐适应了线上授课、遥控教育的新方

式，许多教育交流、合作不再需要长途跋涉，通过线上就可以完成，期待与中国西南高校加

强合作。

会场内，表达合作意愿的声音此起彼伏；会场外，贵州与东盟国家高校的合作也渐入佳境。

为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务实合作，贵州鼓励国（境）外一流高校来黔合作办学，探索建立具有

国际化新机制的一流大学或二级学院，鼓励高等院校联合企业与国（境）外高水平院校开展

合作办学，支持学校自主探索开展境外办学等，积极扩大贵州教育合作开放，全面提升教育

质量，进一步加快推进贵州教育现代化。

同时，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这一重要平台，贵州教育逐渐打开了对东盟、对世界更加

对外开放的大门。

目前，包括贵州大学等 40 余所省内高校与东盟国家多所著名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

关系；在贵州的留学生中，来自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占 71%；在交流周的平台上，贵州与东盟

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高校建立合作项目或签署的合作协议达 900 余项。

贵州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说，一系列迅猛增长的数据表明，贵州在推动教育国际化方面积极

探索适合贵州特色教育发展的道路，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而交流周的连续成功举办无疑是

数据增长和务实成效背后最重要的支撑。

来源：贵州日报

【序号】2021.9-P

【媒体】金台资讯百度百家号

【日期】2021 年 9 月 27 日 周三

【标题】打造学术互通、学历互认的人才交流新模式

【链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2014940902145485&wfr=spider&for=pc

本报讯(记者 赖盈盈、肖知潞)“后疫情时代，云上交流、远程网络教学迅速发展，对今后

的中泰合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高等教育作为最具活力、最富创新的教育体系之一，将在其

中扮演重要角色。”在 9 月 24 日举办的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中泰高等教育合作

联盟年会上，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表示。

近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稳步发展，中泰两国教育科研领域成果颇丰。2020 年 10 月 20 日，

由中泰 14 所大学和教育机构共同发起的“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在云南昆明成立，推进

了中泰在教育领域更多实质性的交流合作。



李建军说，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搭建

的以高等教育为纽带的中泰合作新平

台，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助

力，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作出了贡献。

李建军介绍，贵州大学与泰国高校的合

作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先后与泰国皇

太后大学、清迈大学、东方大学、暹罗

大学等 10 余所泰国高校签署合作备忘

录。仅 2016 年至 2020 年间，学校就接

收泰国长短期学生 2000 余名。另外，

与北清迈大学、斯巴顿大学开展的本科

生联合培养项目至今已有 8年，共培养

泰国学生 110 名。今年，贵州大学还计

划与清莱皇太后大学合作举办植物保

护专业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提升

两校在植物保护学方面的国际人才培

养力度。

“人文交流是人与人的交流，心与心的

沟通，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李建军表示，贵州大学将通过“互联网 人文交

流”方式，与泰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交流合作，打造学术互通、学历互认的人才交流新模

式。

【序号】2021.9-P

【媒体】天眼新闻搜狐号

【日期】2021 年 9 月 26 日 周二

【标题】2021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 | 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将

扮演重要角色

【链接】https://www.sohu.com/a/492168337_121106687

9 月 24 日，在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会上，贵州大学党

委书记李建军说：“后疫情时代，云上交流、远程网络教学迅速发展，对今后的中泰合作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高等教育作为最具活力、最富创新的教育体系之一，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

色。”



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

近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稳步发展，中泰两国教育科研

领域成效颇丰。2020 年 10 月 20 日，由中泰 14 所大

学和教育机构共同发起的“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

在云南昆明成立，丰富了中泰教育交流合作的实质。

李建军说，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搭建起了以高等教

育为纽带的中泰合作新平台，有效助力了“一带一

路”倡议的落地实施，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增添了动力。

以贵州大学为例，李建军说，与泰国高校的合作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贵州大学先后与泰国

皇太后大学、清迈大学、东方大学、暹罗大学等 10 余所泰国高校签署合作备忘录。仅 2016

年至 2020 年间，学校就接收泰国长短期学生 2000 余名。另外，与北清迈大学、斯巴顿大学

开展的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至今已有 8年历史，共培养泰国学生 110 名。

贵州大学与清莱皇太后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李建军介绍，今年，贵州大学还计划与清莱皇太后大学合作举办植物保护专业硕士研究生联

合培养项目，提升两校在植物保护学方面的国际人才培养力度。

“人文交流是人与人的交流，心与心的沟通，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李建军表

示，下一步，通过“互联网+人文交流”方式，贵州大学将积极开展与泰国高校及科研机构

的交流合作，打造学术互通、学历互认的人才交流创新模式，努力融入中泰各人文交流和教

育合作平台之中。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赖盈盈 肖知潞

【序号】2021.9-P

【媒体】 多彩贵州网

【日期】2021 年 9 月 24 日 周五

【标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2021 年“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计划多彩贵州

文化体验之旅开班

【链接】http://www.gog.cn/zonghe/system/2021/09/24/017987149.shtml

多彩贵州网讯 (本网记者 张天明 通讯员 梁昱坤) 9月23日上午，由贵州省教育厅主办、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秘书处和贵州大学承办、江苏大学与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协

办的“2021 年‘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计划——多彩贵州文化体验之旅”开班仪式

在贵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举行。贵州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教育工会主席王慧，贵州大学党

委副书记骆长江，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秘书长鄂学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秘书

处办公室副主任、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张权出席开班仪式。江苏大学、贵州大学

等国内多所高校相关单位负责人、教师、辅导员，来自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18

名留学生参加仪式。

骆长江在致辞中希望大家通过多种形式，更多地了解贵州、感知贵州、体验贵州、喜爱贵州，

并预祝参加活动的老师和同学在贵州度过一段难忘、快乐的时光，学有所获、满载而归。

http://www.gog.cn/index.shtml


王慧对“2021 年‘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计划——

多彩贵州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开班表示热烈祝贺，对参加

项目的老师和学生表示欢迎。她详细介绍了贵州省情和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周的发展历程及成就，希望青年教师、学生

等学员通过沉浸式感知中国文化、体验多彩贵州，客观真实

地了解中国、了解贵州，加深互动、增进友谊。

鄂学文表示，在此次交流计划中，同学们将有机会体验中医

文化、中华茶文化等中国文化的精粹，体验贵州美丽山川河

流和独特地理地貌，了解独具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他

希望同学们珍惜这次相逢、相聚、相知的机会，相互学习，

结交朋友，分享体会；多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共同为推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江苏大学国际处副处长邹时建在英文致辞中表示，希望参加交流的学员珍惜宝贵机会，相互

交流、学有所成。

印尼籍学员代表王莲花用纯正娴熟的中文发言，她提议同学们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积极参

与各个项目活动，感受最真实的多彩贵州文化、体验多彩贵州魅力。

据悉，“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计划于 2021 年正式启动，由贵州省教育厅出资，系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青少年交流品牌项目。该计划每年资助至少 100 名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的青年到贵州开展短期交流研学，让参与项目的青年能通过交流学习，了解贵州、增进

友谊，达到“知”与“行”的统一。



本次“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计划邀请到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江苏

大学、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 5 所高校的 10 个国家的 18

名留学生参加。在为期 8 天的活动中，贵州大学将为学员们安排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和

特色鲜明的贵州地域文化课程、文化考察和体验，旨在为参与项目的青年学子提供感知中国、

体验贵州的机会和平台，达到深入了解中国、体验多彩贵州文化的目的。

【序号】2021.9-P

【媒体】看点贵州网易号

【日期】2021 年 9 月 23 日 周六

【标题】2021 年“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计划——多彩贵州文化体验之旅正式启动

【链接】https://www.163.com/dy/article/GKKBAV1H0534UVCU.html

9 月 23 日，2021 年“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计划——多彩贵州文化体验之旅启动仪

式在贵州大学召开。八所中国大学留学生将开启为期一周的“知行贵州”文化体验之旅。



据悉，本次活动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青年交流计

划项目之一，由贵州省教育厅、中国-东盟教育交流

周组委会秘书处主办，贵州大学承办，中泰高等教

育合作联盟、江苏大学协办，有来自清华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江苏大学等八所中国大学近 20 个国

家的青年留学生参与此次文化体验之旅。

“希望各位青年教师、学生等学员在‘知行贵州’

这个平台，通过沉浸式地感知中国文化、体验多彩

贵州，客观真实了解地中国、了解贵州，加深互动、

增进友谊。”贵州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教育工会

主席王慧表示，“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计

划项目，未来将打造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青少年

交流品牌项目，每年资助至少 100 名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青年到贵州开展短期交流研学，让参与项

目的青年能通过交流学习，更多地了解贵州、增进友谊，达到“知”与“行”的统一。

随着活动的正式启动，在未来的一周时间里，参与本次活动的学员将有机会体验中医文化、

中华茶文化等中国文化的精粹，体验贵州美丽山川河流和独特地貌地理，了解独具特色的中

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同学们还将在青年学子论坛上交流在中国的学习体会与经验。



“我注意到同学们的中文水平都非常高，表明大家已经掌握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中

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秘书长鄂学文说，希望同学们通过此次活动能够多向世界讲讲他们所看

到的中国，共同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序号】2021.9-P

【媒体】天眼新闻搜狐号

【日期】2021 年 9 月 24 日 周日

【标题】2021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18 名丝绸之路青年开启 8 天多彩贵州文化体验之旅

【链接】https://www.sohu.com/a/491776257_121106687

9 月 23 日，由贵州省教育厅主办，中国-东盟教

育交流周组委会秘书处与贵州大学承办，江苏

大学与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协办的“2021 年

‘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计划——多彩

贵州文化体验之旅”开班仪式在贵州大学举

行。

本次“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计划邀请

到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江苏

大学、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扬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等 5 所高校的 10 个国家的 18 名

留学生参加。在为期 8 天的活动中，贵州大学

将为学员们安排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特

色鲜明的贵州地域文化课程、文化考察和体验，

旨在为参与项目的青年学子提供感知中国、体

验贵州的机会和平台，达到深入了解中国、体

验多彩贵州文化的目的。

贵州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教育工会主席王慧，

贵州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长江，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秘书长鄂学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



组委会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张权出席开班仪式。江苏大学、

贵州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相关单位负责人、教师、辅导员，来自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 18 名留学生参加仪式。

“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计划于 2021 年正式启动，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青少年交

流品牌项目。该计划每年资助至少 100 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到贵州开展短期交流

研学，让参与项目的青年能通过交流学习，了解贵州、增进友谊，达到“知”与“行”的统

一。

“希望能通过多种形式，让留学生们能更多地了解贵州、感知贵州、体验贵州、喜爱贵州，

并在贵州度过一段难忘、快乐的时光，学有所获、满载而归。”骆长江说。

在开班仪式上，王慧在致辞中对“2021 年‘知行贵州’丝绸之路青年交流计划——多彩贵

州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开班表示热烈祝贺，对参加项目的老师和学生表示欢迎，并详细介

绍了贵州省情和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发展历程及成就。

“希望青年教师、学生等学员在‘知行贵州’这个平台，通过沉浸式感知中国文化、体验多

彩贵州，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国、了解贵州，加深互动、增进友谊。”王慧说。



“在此次交流计划中，同学们将有机会体验中医文化、中华茶文化等中国文化的精粹，体验

贵州美丽山川河流和独特地理地貌，了解独具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鄂学文表示，希

望同学们珍惜这次相逢、相聚、相知的机会，相互学习，结交朋友，分享体会。并多向世界

讲讲大家所看到的中国，共同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印尼籍学员代表王莲花用纯正娴熟的中文发言，她提议同学们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积极参

与各个项目活动，感受最真实的多彩贵州文化、体验多彩贵州魅力。

通讯员 梁昱坤 陈思鱼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雨

【序号】2021.9-P

【媒体】MBA 中国网

【日期】2021 年 9 月 27 日 周三

【标题】天津师大校长钟英华出席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

会并作主旨演讲

【链接】

https://www.mbachina.com/html/tjnu1958%20/20210

9/358961.html

9 月 24 日，2021 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作为本

次交流周主要活动的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中

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会成功举办，中泰两国 140 余所

大学的 360 余名代表参加。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我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钟英华线上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



讲。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刘利民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他指出，中泰两

国比邻而居、血脉相通，合作潜力巨大。在两国教育部门和使领馆的大力推动下，中泰两国

教育交流合作不断深入，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等重要协议，在人才培养和促进民心相通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借此机会，中泰双方创新职业教育合作模式，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推动内涵式发展，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钟英华通过线上作了“构建中泰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发展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他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教育交流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中泰双方在项目开展方面坚定不

移，风雨同舟，命运与共，同心协力高质量完成了第一阶段工作，充分彰显了坚定的互信和

“中泰一家亲”的深厚感情，体现了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意志，结出了十分丰硕

的成果。我校与泰国合作建设的两所孔子学院不受疫情影响，主动对标“一带一路”建设和

泰国经济 4.0 战略，对标各自需求和互有需求的契合点，在中泰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中发挥

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特别是与泰国职业教育合作，面向高铁、经贸、旅游等多个专业领

域实现线上跨校跨境联合培养，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建设培养

了职业领域紧缺人才。我校将继续发挥教师教育特色和优势，着力培养“汉语+专业技能”

人才，建立信息开放、层次多样、运作规范的交流模式，促进中泰两国教育合作交流多做贡



献。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是中国和东盟间唯一以教育为主题的政府间交流合作平台。自

2008 年首次举办以来，交流周参与主体已由中国—东盟（10+1）合作，发展到参与国别超

过 40 个。2021 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本年度的交流周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深化互信友谊、促进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


	【标题】天津师大校长钟英华出席第三届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暨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联盟年会并作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