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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2 月 26 日，北京友谊宾馆热闹非凡。在来自 27 个省、市、自治区的近 300 名代表的殷切守望下 , 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宣告成立。

引智分会是在我国教育外事工作迈入新世纪、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成立的。1983 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利用

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引进国外智力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引智工作被提升到战略高度加以谋划

和实施，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特别是 1998 年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全国千余所高校积极引进国外智力，

发展教学科研，业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引智工作格局。在此过程中，引智分会对于进一步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步伐，

提升我国创新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教育部、国家外专局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关心和支持下，引智分会自成立以来，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积硅步而至千里，

已成长为拥有 254 所会员单位的民间学术团体，成为引智工作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智力源和思想库。2013 年，引智分会迎

来十周年诞辰。回首十年历程，分会大力推动学术研究，营造浓厚学术氛围；编辑出版会刊、论文集和专著，着力宣传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促进会员单位交流经验、沟通信息、学习互鉴；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引智分会已成为贯彻国家有关引智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政策法规的重要依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立德树人”，还提出要“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高

层次创新人才的持续引进、人才队伍建设质量的不断提升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的关键。引智分

会将继续努力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优秀人才引进的大潮中担当重任，抓住学术研究这个关键，围绕引智工作实践中的理论和

现实问题，积极组织研究，主动回应关切，推进引智工作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为此，我们特别编写了这本画册，图文并茂

地呈现引智分会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果。在一帧帧画面的背后，是一个个精彩的瞬间，记载着所有为之奋斗、受之鼓

舞的人们的心路轨迹，折射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轨迹的灿烂光辉。

十年寒暑忽已远 , 迹长功成到如今。让我们翻开这本画册，一起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 看今朝旖旎风光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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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 砺得梅花香

中国高教学会引智分会十年发展史

上 部 

1983 年 , 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讲话 , 此后 , 我国的引智工作进

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 引智规模不断扩大 , 引智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变化。外事部门作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窗口 , 处在交流最前沿 ,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很多现实

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另一方面，从事引智工作的领导和干部们往往忙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 , 很难静下心来

做点理论研究，相互之间交流不多。面对新形势新问题 , 面对改革开放新要求，引智工作在思维方式和管理

模式上急需创新 , 引智队伍建设急需加强。在此背景下 , 作为交流实践问题、加强理论研究的平台的引智分

会应运而生。

经过两年的筹备 , 中国高教学会引智工作分会于 2003 年正式成立，旨在促进干部学习和研究引智理论

和有关的方针政策 ; 帮助各单位互通信息、交流经验 , 推进引智资源共享 , 提高引智工作的效益和水平 , 更

好地为高校的发展和改革服务。

成立至今十年间 , 分会坚持“资源共享 , 服务会员”的宗旨 , 不忘初心 , 探索进取 , 始终保持着对全体

会员单位的吸引力 , 已经拥有 254 所会员单位 , 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院校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载体，

成为向决策部门提供咨询服务的民间智囊库 , 成为贯彻国家有关引智工作的政策法规的有力依托 , 成为高校

之间整合资源、沟通信息、切磋经验的有效平台。

从最初的构想与酝酿到机构的设立与完善，从领导的亲切关怀到会员的大力支持，引智分会一步一个

脚印，走出了一条高教学会团体探索自我发展的奋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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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引水开泉源，造物不言功

——诞生篇

1997 年 4 月 20 日，北京外国文教专家工作干部

培训班在北京开班，共两期，第一期 49 人，第

二期 80 人，培训班由外专局文教司陈阳进司长

主持，外专局、国家教委、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市教委、市公安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到会讲课

北京高校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研究会于 1996

年 12 月 27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成立大会，

北京 52 所高校的代表 85 人参加，国家教

委外事司李东祥司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徐

振元副局长等相关领导出席并致辞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改革开放和利用国外优质智力资源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请一些外国人

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建设，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邓小平的讲话从加快现代化

建设和扩大对外开放全局的高度，将引进外国智力确定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揭开了新时期引智工作的崭新篇章。

自此，引智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其需求日益扩大。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地方引智研究会。1995 年

12 月 12 日，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教专家工作研究会在张家港市成立，1996 年 12 月 27 日北京高校引进国外智力

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成立。同时，部分聘有外国专家的院校也多次交换意见，提出成立一个全国引智工作研究会的设想。

1995 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部分高校外国文教专家工作研讨会上，又有学校提出成立引智研究会的建议。1996 年，

兰州的研讨会上，成立全国高校引智研究会已成为与会代表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

1999 年 5 月 28 日，北京高校引进国外智

力培训班开班，外专局文教司庄青云司长，

教育部高教司林惠青副司长，前外交学院

刘山院长到会讲课，北京大学等 5 所大学

做了经验介绍，64 人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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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4 月 3 日，第二次筹备会于成都召开

2001 年 4 月，为进一步推进筹备工作，第二次筹备会议在成都召开。22 所院校的外事部门负责人与会，重点

讨论了研究会的组织机构问题，并正式成立了由 31 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责成具体负责相关的筹备工作。

2001 年 8 月，为广泛听取意见，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青岛召开。这次会议邀请了 22 个省、市、自治区的 64 所

大学代表参加。代表们一致认为，召开成立大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2000 年 12 月 18 日，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18 个省、市、自治区区 34 所大学代表参加会议

2000 年，南京研讨会上，成立全国高校引智研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北京高校引智研究会和江苏省文教专家工作研

究会的代表应邀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介绍各自的工作情况，并正式提出成立全国高校引智研究会的倡议，得到了与会代

表的支持。随后，两个研究会召开了联席会议，并于 2000 年 3 月，向中国高教学会提交了申请报告。

2000 年 12 月，在充分准备后，经过与各地相关院校协商，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18 个省、市、自治区 34

所重点大学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中），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张秀

琴（左），中国高教学会张峰秘书长（右）

出席第一次筹备会并讲话
2001 年 8 月 26 日，第三次筹备会在青岛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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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2 月 25 日至 26 日，经过三年的筹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

大会在北京友谊宾馆隆重举行。来自 27 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校代表、部分大学的主管校长以及相关部委、地方教委和

兄弟学会的代表近 300 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分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12 月 26 日上午，

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自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正式成立。

韩启德副委员长、万学远局长、周远清会长、

章新胜副部长为分会铜牌揭幕

成立大会主席台

教育部章新胜副部长致辞 分会名誉会长、国家外国专家局李兵副局长致辞

中国高教学会周远清会长致辞
全国人大韩启德副委员长致辞

分会会长、北京大学郝平副校长发言 筹委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李岩松部长

作筹委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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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会分组讨论

四川大学谢和平校长题词南开大学侯自新校长题词

复旦大学王生洪校长题词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题词北京大学许智宏校长题词

全国人大路甬祥副委员长题词

成立大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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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至今十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活动内容丰富，成果显著。分会保持着每年定期召开年

会和常务理事会的优良传统，同时多次组织会长会议等小型会议，进行决策和工作部署。为了保持分会活力并扩大分会

影响，努力促成内地大学与港澳高校间的交流，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开展大型国际会议，促进海内外同行

交流。

2004 年 4 月 1 日，分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浙江大学举行

承  情系万人心，智集百千众

——运筹篇

一、常务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是分会讨论、部署工作的决策机

构。通过年度性会议，将政策落到实处，为各会员

单位之间分享工作经验、交流存在问题、设计发展

规划提供一个平台。2011 年重庆会议选举产生了第

三届常务理事会。现如今，引智分会正在第三届常

务理事会的领导下，向未来迈出新的步伐。

2005 年 1 月 15 日，分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哈尔滨举行

2007 年 1 月 14 日，分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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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 29 日，分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在青海大学召开

2009 年 5 月 12 日，分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

中山大学举行

2013 年 7 月 30 日，分会第三

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

大连理工大学召开
2005 年 6月 30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 2005 年会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

二、年会

自 2003 年成立大会以来，分会共举办了十次年会。年会相较于常务理事会而言更具学术性，讨论议题涉及国

际化教育的最新研究成果、思考和看法。会议邀请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全体会员单位代表及特邀嘉宾参加，通过

大会发言、主旨报告、特邀报告及分组讨论，以达成促进交流、总结经验、开拓思想、引领未来的重要目标。

2004 年 10 月 9 日，中国高校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研究会 2004 年会暨大学国际化趋势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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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8 月 6 日，出国留学教育管理分会、引智工作分会 2006 年联合会小组讨

论在新疆石河子大学举行

2011 年 10 月 16 日，分会第

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1 年

会在重庆大学召开

2008 年 11 月 12 日，分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 2008 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2013 年 1 月 20 日，分会 2012 年会在云南大学召开

分会 2012 年会全体与会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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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8 日，分会会长会议于四川大学召开

三、会长会议

分会不定期召开会长会议，针对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加强分会领导层的凝聚力，从而自上而下地推动分会

工作机制的顺利运行。

2012 年 1 月 20 日，分会会长

会议在云南大学召开

2013 年 7 月 29 日，分会会长会议暨《大学国际化理

论与实践（第二辑）》审稿会在大连理工大学召开

2013 年 9 月 4 日，分会会长会

议在清华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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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流研讨

推动内地与港澳台及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是分会的工作重点之一。十年来，分会积极促成内地高校之间、

内地院校与港澳台高校之间的交流研讨会，并筹措举办了三次专题国际研讨会，以推动学术交流，增进友谊，

促进合作。

2005 年 5 月 21 日，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各省市引智研究会工作交流会

“内地与香港地区高校大学国际化与国际合作交流论坛”会场

2006 年 1 月 12 日，内地与香港地区高校大学“国际化与国际合作交流论坛”在香港城市

大学举行

2006年 7月21日，“京港大学校长高峰论坛暨京港澳大学国际交流工作研讨会”

在北京香山饭店开幕

2006 年 1 月 7 日，“内地与香港地区高校大学国际化与国际合作交流论坛”参

会人员访问香港城市大学

2006 年 1 月“内地与香港

地区高校大学国际化与国

际合作交流论坛”参会人

员访问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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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0 月 9 日至 13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

分会 2004 年会暨大学国际化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

大学国际化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场

2006 年 3 月 9 日至 10 日，分会与

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在北京

大学联合举办主题为“中国高等教

育的新视野：全球战略与创新研究”

的高等教育论坛

“大学国际合作工作交流会”于 2007 年 12 月 8 日在厦门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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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站

为了贯彻分会“服务会员，资源共

享”的宗旨，建设分会资源共享新平台，

开拓会员交流分享新途径，分会和中国

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合作，

于 2013 年重建引智分会网站。目前该网

站已投入使用，逐渐成为分会资源共享、

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

转  昭然见功绩，传留在志铭

——华章篇

五、国际交流

除召开各项专题会议外，分会还在

积极组织会员单位访问国外高校，进行

国际交流。

2005 年 11 月 18 日至 28 日，分会首次组团出访

意大利和英国。图为分会代表团访问英国威斯敏

斯特大学并与外方院校洽谈

2006 年 12 月 , 分会代表团访问墨西哥、巴西高校，探索国际交流和合作新领域和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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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研究会

2004 年会暨大学国际化趋势国际学术

研讨会文集》于2004年12月出版发行，

共 25 万字

外专局：引进国家智力软课题
2008 年 7 月 25 日“高校国际与交流与合作领域质量标准及保

障体系研究工作研讨会会场”

北京高校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文集

三、课题研究

分会作为工作研讨、学术研究的平台，主动

承担了教育部、国家外专局、中国高教学会等上级

主管部门的一系列专项调研课题，鼓励全体会员利

用各自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实践经验积极参与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大学国际》刊物    

《大学国际》（季刊）是分会内部刊物，

作为服务全体会员的信息发布、资源共享、

工作交流的平台，它的发展得到了全体会

员的支持和协助。2005 年 9 月 1 日，《大

学国际》正式出版，目前共出版 32 期，今

后也将继续完善自我、开拓创新，以期更

好地为会员服务。

2012 年 6 月 30 日，《大学国际》自第 28 期开始改版

2005 年 9 月，《大学国际》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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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定当承千古，永载梦前行

——开拓篇

华东片区高校交流研讨会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在同济大学召开

一、制度建设

2012 年至 2013 年，经过会长会议和常务理事会、年会的多次讨论，分会决定建立信息员及协调人制度，

以加强分会和会员高校间的及时联络，协助分会网站的维护和信息采集上传工作。将所有会员单位分为六大

片区，每一片区推荐一至两名协调人和信息员。六大片区分别为华北片、东北片、西南片、西北片、华东片、

华南片。六大片区于 2013 年先后举办了片区交流研讨会。

《大学国际化理论与实践》编委会于 2006 年 10 月 21 日在复旦大学举行审稿会，复

旦大学王生洪校长（前排左四）会见全体编委

《大学国际化——理论与实践（第一辑）》

2007 年 11 月，分会编著的《大学国际化理论与实践》一书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本书收录了有关大学国际化这

一课题研究论文 38 篇，共 30 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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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片区高校交流研讨会于 2013 年 8月 17日在四川大学召开

华南片区高校交流研讨会于 2013 年 10 月 20 日在中山大学召开

分会片区信息员培训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3 年 4 月 28 日，六大片区信息员培训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

来自八所高校的八名信息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西北片区高校交流研讨会于 2013 年 6 月 14 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

华北片区高校交流研讨会于 2013 年 9 月 4 日在清华大学召开

东北片区高校交流研讨会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在吉林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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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10 日至 13 日，分会第

一期外事干部国内培训班在北京大学举

行。来自 63 所高校的 85 名学员参加了此

次培训。

2013 年 11 月 13 日，分会第一期外事干部国内培训班在北京大学举行

分会第一期外事干部国内培训班会场

培训班学员参观航空博物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金灿荣副院长为学

员做题为《当前国际形

势及中国外交》的讲座

31
2012 年 12 月 11 日，“内地与港澳高校交流研讨会”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 “内地与港澳高校交流研讨会”与会代表访问澳门科技大学

三、研究创新

《大学国际化理论与实践（第二辑）》2013 年 11 月由北京大学出

版社出版，共收录 56 篇文章，47 万字，分理论篇和实践篇，包括大学

国际化内涵、以及国际化工作的方方面面，力图反映引智分会和各会员

单位近年来的创新举措与研究成果。

四、同行交流

2012 年 12 月 11 日，“内地与港澳高校交流研讨会”在香港理工大

学召开。来自引智分会的会长单位和港澳高校的代表共同出席了本次会

议，围绕各自大学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经验与心得开展交流。

二、能力建设

为加强学术能力建设，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分会向学术型团体的转型，在会员单位积极推荐的基础上，经

过广泛讨论，分会确定聘请十一名来自会员单位的教育专家作为特邀学术顾问，对分会工作进行指导和协助。

在 2013 年 7 月 30 日举行的常务理事会上宣布了顾问名单，并由李岩松会长向顾问代表刘宝存教授颁发聘书。同

时，分会还依托学术顾问和各界专家策划组织了外事干部培训班，旨在提高外事从业人员的能力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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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部 

百花竞芬芳  灼灼其光华

部分理事院校十年引智成果回顾

中国高教学会引智工作分会成立之初 ,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院校外事工作者交流切磋工作经验的平台 ,

对各高校外事工作的改革和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这一平台 , 全体理事单位结合自身特色积极开展

交流合作和学习互鉴，坚决贯彻国家有关引智工作的政策法规 , 有力推进了高校引智工作的提高和深化。

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新知识、新思想、新科技诞生的摇篮，是全球化的深度参与者，

是全球高层次创新人才交流汇聚的主要平台。中国的大学是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对自身的自

觉和自信的。这种自觉和自信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民族意识，

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可。”离开了不同文明之间的

对话交流、离开了不同教育模式之间的相互借鉴，自觉和自信就会变成自闭和自负。文明的对话交流、教育

模式的学习互鉴主要是通过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流动而实现的，可以说，引智分会在促进中国大学建立新自觉

和新自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年来 , 分会作为高校间沟通的桥梁 , 加强了人才交流和人力资源的优势互补 ,

拓宽了国际交流的渠道，为高校汇集优质教育资源创造了更加国际化、更加平等的环境 , 开创了引智工作新

局面。

各高校作为引智工作的主体，立足实际，发挥特色，百家争鸣 , 百花齐放 , 在引智合作工作中竞显风采。

这里所收录的 , 只是高校国际交流促改革、促发展的一个侧影，从过去十年所孕育的朵朵繁花中，我们已经

可以预见，一个各类人才大量涌现、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喜人局面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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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
 

——项目篇

 一、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111 计划 )

“111 计划”是 2006 年由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实施，围绕国家重点科研领域和重点学科发展方向，

依托高等院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点科研基地，为提高学校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地位而设立的新型引智项目。

自实施后，该计划吸引了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和学科领军人物参与到基地建设中来，为我国高校科研团队培养

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哈佛大学 Gregory L. Verdine1 教授访问北京大学“分子科学创新引智基地”并发

表学术演讲

2010 年 5 月，清华大学环境学科依托该校“水环境污染控制与质量改善学科创新

引智”海外专家团进行了国际学科评估    

2012 年 4 月 10 日，华北电力大学“煤清洁转化与高效利用创

新引智基地”启动会召开。参加启动的外国专家主要有澳大

利亚工程院院士、西澳大学 Zhang Dongke 教授（前左五），英

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Denis Weaire 教授（前左四），瑞典皇家工程

院院士 Erik Dahlquist 教授（前右四）等该领域专家学者

北京科技大学国家科

学中心组建了“工程

结构材料服役安全创

新引智基地”，成立

了由中外学者组成的

高水平专家组

“细胞应激生物学学科引智基地”学术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

科学院院士布鲁斯·巴特勒教授为厦门大学师生带来精彩学术报告

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创新引智基地”海外学术骨干 Walter Helbling

教授在该校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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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22 日，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杰出教授、西南大学“作

物资源利用创新引智基地”聘请的学术大师

William J. Lucas 听取西南大学生物技术中心

研究人员汇报棉花纤维品质形成机制研究成

果，磋商高水平论文写作

2007 年 9 月，吉林大学“古生物演化与环境变迁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的大师 David L.Dilcher 和国

内外学术骨干参加塔里木地质考察活动

2008 年 5 月 24 日 -25 日，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科学

与技术创新引智基地”项目启动会在北京交通大学举

行，引智基地 10 余名海外成员参加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 iPS 及遗传修饰创新引智基地”海外学术大师，2007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马里奥·卡佩基

教授在该校发表学术演讲

2009 年 3 月 4 日，2001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学术委

员会名誉主任野依良治教授（左）来大连理工大学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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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深海工程科学与技术创新引智基地”，

成功引进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原副校长

William C.Webster 教授作为基地的海外学术大师。在其带领下，

基地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挪威、日本和澳大利亚等

国家的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和机构开展了合作研究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航空推进理论与工程创新引智基地”

专家 Peter Childs 教授与北航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联合开展多项创新设计、创新工具理论与实

践研究及创意培训项目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高效与再生利用的热物理科学创新

引智基地”学术带头人与千人计划专家 V. Loinel 教授在

工作

39

山东大学“环境考古学创新引智基地”学术大师 Hery Wright 教授在大辛庄遗址指导考

古工作

2011 年 10 月，全球控制界的领袖人物，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

IFAC 原主席、IFAC 基金会主席、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 Pedro 

Albertos 教授，来东北大学“一体化过程控制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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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学院国际合作配套项目（农业工程整专业教育合作）”，

与英国哈珀亚当斯（HAU）大学建立双硕士学位项目 

2012 年 11 月，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工程学院正式成立。学院下

设顺德国际联合研究院和美国匹兹堡的联合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通过引进卡

内基梅隆大学以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为代表的工程教育和工程研发上的先进经

验，为国内外学生提供世界一流的工程教育
2011 年 10 月和 2012 年 12 月，中俄区域合作研究中心和俄中区域合

作研究中心分别在中国吉林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揭牌

大连海事大学于 2004 年起与世界海事大学合作开办了“海上安全与环境管理

硕士项目”。该项目主要由技术、法律（法规）和管理（经济学）三部分构成，

注重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并传授新兴海事技术，为我国及亚、非国

家海事交通系统培养了三百余名优秀的高级管理人才。图为实习船“育鲲轮”

抵达菲律宾的欢迎仪式

2012 年 4 月 6 日，南京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建立建筑与城市规划联合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计划”项目专家王鲁闽教授 (前

排右三）组织核工程国际暑期学校，率领美国密西根大学、英国利兹大学、

厦门大学共 30 多名师生参观福建省福清核电站

二、建设中外合作平台

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中外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和联合培养等合作平台的建设，内地高校顺应时代

潮流，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充分利用国际教育和学术资源，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合作互利、共同发展，

进一步推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发展和创新。

2006 年 6 月 16 日，美国科维理基金会（The Kavli 

Foundation）与北京大学签署协议，正式建立“北京

大学科维理天文和天体物理研究所”，成为基金会

支持的全球 17 个研究所之一，以国际团队和最高

水准建设中国国际一流的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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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注重与国外合作院校实施实质性的研究与教育合作，先后与澳大利亚弗林得斯

大学、堪培拉大学，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康考迪亚大学等合作院校成立了“联合研究与

教育中心”

2010 年 8 月 26 日，复旦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 - 早稻田大学三校签约

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 ,积极拓展多边合作

2012 年 9 月，清华大学与瑞典皇家工学院联合启动 c-campus 合作项目。该

项目利用云技术（Cloud）, 借助网络 (Cyber) 平台，通过深度合作 (Cooperation)，

实现跨文化，跨学科，跨国界 (Cross) 的实时交流，为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科

研创新 (Creativity) 提供新型的国际支撑平台

2011 年 2 月 24 日，由中国教育部和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共同支持的中德海洋科

学中心在中国海洋大学成立

上海交通大与密西根大学通力合作，促成“上海交大－通用汽车研究院”建立，支持汽车数

字化设计制造及新能源汽车研究

中南民族大学与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普拉特维尔校区合办的“英语教育硕士”项目已开展十多年，图为

第八届英语教育硕士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该校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

昆山杜克大学是武汉大学参与建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经过为期三年的前期筹备工作，于 2013 年 9 月

获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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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浙江大学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签署共建联合学院协议，

旨在伦敦和浙江两地开展合作办学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2013 年 9 月，南昌大学举办第九届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中国

文化与经济研修班”

2011 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人脑研究院创始人麦戈文 (Patrick McGovern) 的

资助下成立北京师范大学 -IDG/ 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使北师大与国际一流的科研

机构形成研究联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合

作开设的“专业会计硕士学位项目”，开

始于 1999 年。这个项目是国内首个将学历

教育与执业资格教育整合一起的项目

2009 年，第二军医大学与瑞典哥德堡大学萨尔哥伦斯卡医学院签订校际合

作协议

2013 年 7 月，北京大学 -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 埃默里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联合博士项目的首届学生圆满完成学业，取得学位。作为国家审定的首个中

外联合博士学位，本项目依托国际优质资源，首创学生国际化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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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Frieder Seible 院士与暨南大学刘人怀院

士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

2013 年 5 月 23 日，

兰州大学，西澳大学

和国际旱地农业研究

中心三方联合建立干

旱农业联合研究中心

（CDAE）

2011 年 4 月 23 日，2011 大学校长全球峰

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 15 届校长年会在

清华大学召开，以“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与

高等教育”为主题，共商全球化背景下各

国高校所面临的历史责任、时代使命和现

实挑战

2011 年 10 月 21 日，首次在亚洲

举办的全球工学院院长会议在北

京大学召开

三、国际学术研讨会

国际学术会议以其最直接、最快捷、最广泛的学术交流形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国内高校开

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渠道。多来年，各高校举办了一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吸引了数以万计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来到中国。中外学者共聚一堂，沟通信息，交换看法，切磋交流，并以国际学术会议为契机，

开拓了更多的新的合作途径，推动了科技、文化、教育、学术水平的提高。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美国 Apple 公司前副总裁、美国西北

大学教授、世界最杰出的设计思想家之一 Don Norman 教授在同济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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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月 12 日，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隆重举行中德风电人才培养十周年总结大

会暨 2012 年中德风电技术高峰论坛。作为国家外国专家局支持的重点项目，西北

工业大学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德国继续教育与发展基金会联合实施的“中德风

电人才培养”项目取得丰硕成果，十年来风电领域涌现出大量高水平专业化人才

才  人寰宇宙荣，世代才俊出

——人才篇

受国家外国专家局“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计划”资助，

挪威皇家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国际著名代数学家、德国 Bielefeld 大

学 Claus Michael Ringel 教授于 2010 年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访问讲席教

授，为交大数学系学生以及青年教师开设短期课程

法国国立高等先进技术大学艾德·穆尼（Zied 

Moumni）教授 2012年作为我国首批“外专千人计划”

特聘教授加入西北工业大学。穆尼教授是材料与结

构力学领域国际知名专家，在形状记忆合金材料 /

结构的数值模拟、优化设计与实验研究方面取得了

突出成果

2010 年 11 月 5-7 日，由广东工业大学、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高速加工国际会议在广州召

开。来自德国、日本、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和内地 30 多所高校及 20 多家企业

技术人员参加

2013 年 1 月 20-23 日，由吉林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共同承办的第

一届欧亚分子筛学术大会在澳门召开

一、高端人才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从 2008 年开始，在国家重点

创新项目、学科、实验室以及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 2000 名左

右人才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同时，为了配合“外专千人计划”实施，加快高层次外国专家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富有活力、以用为本的高层次外国专

家引进平台，国家外专局特设立“高端外国专家项目”。在这些项目的支持下，高校吸引了一大批人才参与到学科建设

和团队建设中来，极大地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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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16 日，“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计划”专家芬兰气象研究

院 Risto Pirjola 教授正在与华北电力大学师生共同讨论学术问题

2013 年 4 月 19 日，江南大学“外专千人”Mark Humphrey 教授出席

国家外专局“高层次外国专家座谈会”

2008年 5月，南京农业大学的海外学术大师、

2010 年度江苏省外国专家友谊奖获得者、美

国堪萨斯州立大学 B. Gill 教授在江浦试验站

1988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马普学会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哈特姆特·米歇尔（Hartmut 

Michel）博士访问西北工业大学

同济大学“外专千人”日本籍专家 Toshiaki Shoji 在授课中

山东大学“外专千人”罗纳德·维纳斯特（Ronald Wennersten），

2003 年以来，与山东大学联合建立了中瑞合作山东省工业生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了多项国家和山东省的国际合作项目

2012 年首批“外专千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创院院长雷蒙教授（前

排右一）指导学生课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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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里昂中央理工大学 Francis Leboeuf 教授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联合开展“角区分离机理在航空叶轮机械中”研究与应用多年，取得丰硕成果
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Yuliy Sannikov 教授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发

表学术演讲

“海外名师”日本籍专家石田清仁在厦门大学举行讲座

2013 年 4 月 23 日，诺贝尔化学奖获

得者阿夫拉姆·赫什科（左四）、生

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厄温·内尔（左

五）、理查德·罗伯茨（左六）等三

位诺奖得主同时访问南京大学，并受

聘为南京大学“生命的化学基础协同

创新中心”学术顾问

“千人计划”专家美国 Wake Forest University 陈永泉教授通过“食品安全

加工与技术创新引智基地引智项目”全职到江南大学工作

同济大学 2013 年“高端外国专家”、巴黎笛卡尔大学一级教授、附属科尚

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Bernard Debre 教授在手术台上

Max Dohmann教授2010年成为四川大学“高端外籍专家引进计划”

首批引进者。在多曼教授的积极推动下，2004 年 4 月四川大学

率先在国内引进了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环境工程硕士学位的核心

课程。2010 年 4 月，在四川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联合成立

了“中德水环境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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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诺奖大师风采

高校积极搭建国际化的学术平台，邀请学术大师

来演讲，提高学校国际化氛围，开拓师生国际视野，

增强师生国际理解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促进国内高

校与国际同行的长期友好合作。通过“诺奖大师校园

行”等项目，一大批诺奖大师来到国内高校进行讲座，

并在来访期间参与到同期举办的国际会议及其他学术

活动，带动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从

而搭建与国外高校展开学术交流合作的平台。学术大

师进校园，有力地促进了高校人才的培养。

2010 年 6 月，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威廉姆森做客清

华大学海外名师讲堂第 80讲，发表题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历史回顾”

的精彩演讲

2012 年 12 月，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James Renolds 受聘成为

兰州大学首位“外专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中国科技大学磁共振技术、凝聚态物理长期合作著名专家 Dieter Suter 教授来访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爱因斯坦讲席教授 Mark D.Zoback 在授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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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 30 日，2002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瑞

士苏黎世联邦高等理工大学 Kurt Wuthrich 教授在广东

工业大学访问并发表题为“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for 

Improved Quality of Human Life”的演讲

2012 年 4 月 10 日，华北电力大学“高端外国专家项目”

专家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Erik Dahlquist教授来校，先后就“生

物质能源利用”、“生物质燃烧、气化与热解”、“有机

废液焚烧处理”等问题进行讲座和报告

2008年9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教授应邀访问吉林大学，

发表题为《中国经济与美元汇率问题》的演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访

问中国人民大学并发表题为“经济危机与全球经济：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启示”

的演讲

2011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Hartmut Michel 教授访问四川大学

2010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根岸英一教授受聘为大连理工大学名誉教

授并做精彩报告

2007 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得主 David·Baltimore 教授访问第二军医大学

并举办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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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Ferid Murad 教

授来江南大学讲学

2012 年 5 月 19 日，南京大学

“诺贝尔奖之约”：科学人

文与青春梦想的对话

湖南大学重视海外高端团队的引进工作，近两年先后引进了以美国科学院院士查德·莫肯为首的“纳

米医学与化学生物学”团队，加快了学校的教育国际化进程，提高了教学和研究水平

在国家外专局“与大师对话——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校园行”计划的支持下，西北工业

大学邀请到 199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授哈罗德·克罗托（Harold 

Kroto）博士来校进行学术访问并举办讲座

1991 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Erwin Neher 教授访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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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首位入选者、1998 年诺贝尔物理奖

得主崔琦教授 2012 年访问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并建立崔琦实验室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Mario Vargas Llosa受聘上海外国语大学顾问教授。图为他为师生做题为《一

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

2006 年 4 月 20 日，1992 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费舍尔

教授在吉林大学举办学术演讲会

北京化工大学英籍化学家 David Evans 教授于 1996 年来校工作，现为北京化工大学

“插层结构分子材料的组装化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海外特聘专家，英国皇家化

学学会高级会员，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中国分会主席。鉴于 Evans 教授 17 年来为我

国化学领域以及中英科技合作所做的不懈努力和突出贡献，我国政府先后于 2001

年和 2005 年授予其“友谊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罗杰·纳兰（R. Naslain），2011 年国家“友谊奖”和 2010 年“三秦

友谊奖”获得者，原法国波尔多大学热结构复合材料实验室主任。纳

兰教授自 1995 年与西北工业大学张立同院士团队在超高温陶瓷基复

合材料领域开展合作，对西北工业大学超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学科建

设和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友谊奖

国家“友谊奖”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

最高奖项，自 1991 年以来，共有来自 6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99 位外国专家获奖。作为中国政府对贡献突出的外

国专家给予的最崇高荣誉，友谊奖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外国专家的重视和关怀，和祝愿中外友谊之花长盛不衰

的美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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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核研院讲席教授组成员、德国核学会主席、斯图加特大学核工程和

能源系统研究所所长、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主要发明者罗奈特（Lohnert Hans 

Günter）教授（德国籍）荣获 2009 年中国政府“国家友谊奖”

2002 年，武汉大学与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共同创建武汉大学

HOPE 护理学院，经全球公开招聘，玛莎（Marcia Petrini）博士于

2003 年 7 月出任该院院长，她为学院带来全新的国际化教育理

念和课程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国家培养了

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护理高端人才。2008 年，玛莎教授被授

予国家“友谊奖”奖章

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右）向海南大学外国文教专家王伟

光教授（左）颁发国家“友谊奖”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向兰州大学外国专家 Neil Turner 教授颁奖江南大学的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 Charles Shoemaker 教授获 2007 年度

国家友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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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桃李虽不言，树下自成蹊

——育人篇

2013 年，湖北中医药大学与美国温斯顿 - 沙伦州立大学合作举办护理专业本

科教育项目。引进美方优质教育资源，融合中美两校教育理念，形成了既有湖

北中医药大学护理专业优势又有美方护理教育特点的中外合作办学新模式

吉林大学名誉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植物学会主席大卫·迪尔切荣获

2009 年度国家“友谊奖”

山东大学“泰山学者特聘教授”Rolf Müller2005 年全职加盟山大，承担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蝙蝠耳轮和鼻叶推导仿生自适应波束模型的研究”，

为山东大学乃至全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科方向——仿生声纳学，并组建了

山东大学仿生声物理专业创新实验室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是为一乐。外教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高校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三尺讲台是他们的心之所系，三千桃李是他们的爱之所在。

帕特里克·鲁道夫（Patrict A. Randolph）, 美国堪萨斯密苏里大学法学

院教授。积极从事美国和中国房地产法比较研究 , 与北大法学院楼建

波教授合著的《中国不动产法》成为中美房地产法比较研究的权威著

作，为促进中美法学界的合作和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2006 年获得北

京市“长城友谊奖”，2008 年获得国家“友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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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25 日至 6 月 5 日，南开大学客座教授，教育部海外名师 Peter Hertel

教授来华工作，为南开泰达学院和物理学院研究生授课

美国温斯洛普大学商学院院长、国际精英商学院联合会“首次认证评审委

员会”成员 Roger D. Weikle 为南通大学与温斯洛普大学合作举办的会计学

国际课程实验班的学生讲授会计学专业课程

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加州大学杰出教授、西南大学

国家教育部和国家外专局“作物资源利用创新引智基地”

聘请的学术大师 William J. Lucas 于 2013 年 4 月 23-24 日

在西南大学作“高水平学术论文写作”系列讲座

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高级讲师 David Sinclair 为东北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国际班学

生授课

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 Katharina Kohse-H_inghaus 院士与同学们开展讨论

兰州大学外籍专家 Paul W Pare 教授与本科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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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德国萨尔布吕肯大学莱布尼茨计算机研

究中心主任 Reinhard Wilhelm 教授访问北京航天航空大

学，开设专题讲座讲授程序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前沿方

法，并与北航教师就编译器设计、代码优化、静态程

序分析等领域开展了多项联合科研项目

2002 年，第二军医大学与英国兰开夏大学开展护理专业联合培养项目

广西大学外籍教师 Margo Joseph 在多媒体语言实验室进行教学

Donald Stone教授、北京市教育“国际合作贡献奖”得主、

资深英国文学专家、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咨询顾问，

2002 年起 , 受聘北大开设重要的专业选修课和读书

会，以生动的方式带领同学更好地接触西方文化。从

2006年直今, 已经连续七年向北大捐赠个人收藏的、

珍贵的西方版画和素描作品，使得北大学生不出校园

就可以接触到西方绘画的伟大传统

美国工程院院士、Journal of Food Engineering 主编、戴维斯加州

大学 Paul Singh 教授和英国雷丁大学 Keshavan Niranjan 教授共同来

江南大学为学生讲述如何提高论文质量

2008 年，西安交通大学迈克·斯瓦特克教授荣获陕西省政府为表彰在陕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做出特殊贡献的“陕西三秦友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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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普利策奖得主 Roger Kendall 教授是上海

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担任《英语新闻写作》

和《新闻编辑与采访》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2008 年，暨南大学外籍专家 R.Gulati 与该校学生赴肇庆采样

乐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生活篇

2012年11月，为了让学生对西方万圣节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华南农业大学外教鼓励学生策划和布置万圣节晚会，并邀请外

教和国外朋友出席晚会

四川大学组织外国专家参观自贡的盐业博物馆，增强外国专家对中国文化、风土人

情和现状的了解

2012 年 8 月，荷兰籍专家 Bart Romeny 教授为东北大学撰写《生命科

学发展建议书》，协助调整生命学科的战略布局。同时，他还以东北

大学为中心，开展与何氏眼科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合作，共同研究

糖尿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方法，准备筹建“糖尿病联合研究实验室”

为了给在中国的外籍专家们营造舒适、温馨的工作及生活环境，同时让他们走进中国历史和文化，高校

通过组织外出参观访问、节日联欢活动、民俗风情体验等各式各样的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外教的积极性，增

进了外教和国内师生间的友谊，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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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部分长期外国专家国庆 60 周年在北京奥运会场馆——鸟巢前合影

广西大学外教 Alex Joseph 教授曲棍球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与外教环校游

中国科学院大学外教在“北国雪城”哈尔滨

2006 年，由第二军医大学举办

中医针灸国际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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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与 2005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

者 Barry Marshall 教授交流

2010 年 12 月，北京大学外籍教师俱

乐部成立，每两周围绕特定主题举

行活动，例如中国传统文化浅析、

国粹京剧的起源和发展、外教们反

响强烈。图为外教们在俱乐部的活

动中学习太极拳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的外国专家泽田依子（前排左三）

和石津港（后排左二）指导学生参

加第七届全国日语演讲比赛，帮助

同学获得全国总冠军

湖南大学外国文教专家藤

田昌弘在课余时间组织学

生早餐学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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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教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分会

大事记 (2000-2013)

2000

1 月 6 日 -10 日：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同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在南京召开全国部分高等院校引进国外智力（以

下简称“引智”）工作交流暨研讨会。北京高校引智工作研究会过祖贤常务副秘书长应邀作大会发言时，提出了成立全国高校引智

工作研究会的倡议，得到与会代表的支持，经外专局和教育部研究，同意由北京高校引智研究会和江苏省文教专家工作研究会着手

筹建工作。

3 月 3 日：北京高校引智研究会召开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听取过祖贤关于南京会议筹建全国高校引智研究会决定的

汇报。经讨论，一致同意南京会议的决定，并决定成立由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国际合作部郝平部长为组长的筹备工作小组，负责具

体的筹建工作。

3 月 27日：北京和江苏两个研究会联合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提交了“关于筹建全国高校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研究会的请示报告”，

并附上了研究会章程（草案）和理事单位名单（草案）。

12 月 18 日 -19 日：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18 个省市 34 所重点大学的代表 51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北京高校引智

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大学迟惠生常务副校长主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张晋峰秘书长、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张秀琴副司长、国家

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张新民副司长出席并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筹备工作小组的工作汇报，并对研究会的章程、

组织结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001

4 月 3 日：第二次筹备会议在成都召开。22 所院校的外事部门负责人与会，重点讨论了研究会的组织机构问题，并正式成立了

由 31 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北京大学郝平副校长为主任。会议责成该委员会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

8 月 26 日 -28 日：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青岛召开。会议邀请了 22 个省、区、市的 64 所大学代表参加。中国高教学会周远清会长

到会作重要讲话。教育部张秀琴副司长代表李东翔司长作主题报告。会议听取了筹委会的工作汇报，审议了筹委会提交的章程（草案）

等文件，还就当前教育外事工作出现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代表们一致认为，召开成立大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2003

9 月 25 日：民政部正式下达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的名称准予登记的通知。

11 月 6 日：第四次筹备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代表与会，教育部国际司、外专局文教司相关负责人也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就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规模、分会章程、常务理事候选单位、名誉会长、顾问、特邀常务理事、特邀理事、会长、副会长、

秘书长、副秘书长的人选进行了反复磋商。并组成了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

12 月 25 日至 26 日：中国高教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以下简称“分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北京友谊宾

馆举行。来自 27 个省、市、自治区高校代表、部分大学的主管校长以及相关部委、地方教委和兄弟学会的代表近 300 人参加了这次

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万学远、中国高教学会会长周远清、教育部副部长章新

胜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李兵等领导亲临大会祝贺并发表讲话。到会致贺词的还有北京市教委专职委员马胜杰，高校代表、北京

外国语大学校长陈乃芳。大会还邀请了教育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岑建君、国际问题专家、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以及国务院台办综合

局副局长马晓光到会作了专题报告。大会收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和上海交通大学等 13 所大学校长的题词，

收到山西省等 7 个省市教委和 6 各兄弟学会发来的贺信。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等 62 个单位给大会送来了花篮。代表大会通过了

分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 250 个单位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和由 72 个单位组成的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外国专

家局副局长李兵为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副校长郝平为会长，冯俊等 19 人为副会长，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部长李岩松为秘书长，白忠

孝等 16 人为副秘书长，并就聘请顾问、特邀常务理事和特邀理事等事项作出了决定。

2004

4 月 1 日至 3 日：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浙江大学召开。59 个常务理事单位的代表和 3 名特邀常务理事参加了会议，

中国高教学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分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对外交流合作部部长邱济真主持，浙江大学倪明江副校长到会祝贺。

分会会长郝平在会上作主题讲话，对分会工作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 4 点意见。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岩松代表秘书处在会上作了工

作汇报。大会在听取了副会长、清华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贺克斌所做的说明后，一致通过了分会章程的修改稿，并通过了增

补部分顾问、特邀理事和副秘书长的决定。特邀常务理事刘建丰和高鹏飞分别在会上介绍了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本年度的工作

思路。中国高教学会沙玉梅主任代表张晋峰秘书长在会上讲话。

6 月 1 日：《中国高教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成立大会特刊》出版发行，共 10 万字。

10 月 9 日至 13 日：2004 年会暨大学国际化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来自 83 所理事院校的代表和教育部、

国家外国专家局、中国高教学会的相关负责人 112 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尼西亚、新

加坡和香港地区的 19 位学者和高校代表。国家外国专家局法规司司长赵立宪，中国高教学会副秘书长张笛梅以及美国驻成都新闻

文化领事 John Louton 应邀出席了开幕式。郝平会长、张笛梅副秘书长、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亚太大学联盟主席 Prof. Wibisono 

Hardiopranoto 以及重庆大学吴言荪等 12 位中外学者作了大会发言。中外代表围绕“大学国际化趋势”这一主题进行了认真热烈的研讨。

12 月 1 日：《中国高校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研究会 2004 年会暨大学国际化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出版发行，共 25 万字。

2005

1 月 14 日 -17 日：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来自 21 个省、区、市的 37 所常务理事院校以及教育

部、国家外国专家局、中国高教学会相关负责同志 59 人参加了会议。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武云茹司长、中国高教学会张

笛梅副秘书长到会祝贺，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江波作主题报告，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

的代表作大会发言，介绍各校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经验和新的工作思路。会议分组对分会 2005 年度的工作，特别是年会主题、形式

和地点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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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 -21 日：各省市引智研究会工作交流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到会代表共 31 人，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司

长武云茹，分会会长郝平到会讲话。广东、江苏、湖北、北京、辽宁和上海研究会代表在会上介绍各自工作情况。天津、浙江、黑

龙江、四川、山西、安徽和吉林省高校和教育厅（教委）的代表介绍了筹建各省市研究会的进展情况。

6 月 30 日 -7 月 3 日 : 2005 年会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本次年会主题为“人才强国与大学国际交流”，来自 25 个省区市的

136 所高校以及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部分省市教育厅（教委）代表共 200 人参加了会议。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名

誉会长、国家外国专家局李兵副局长、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曹国兴司长、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李军锋副厅

长以及郝平会长先后讲话。西安交通大学徐宗本副校长，北京大学马万华教授做主题发言。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科技大学、复

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代表。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和交流材料 46 篇。会议一致同意接纳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为团体会员，并

选举宗瓦为分会副会长。

9 月 1 日：分会会刊《大学国际》（季刊）正式出版。

11 月 18 日 -28 日：分会首次组团出国访问，重点考察了意大利和英国在吸引外国优秀人才方面的经验。考察团一行 8 人，先

后访问了米兰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华威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11 月 21 日：分会向中国高教学会提交了“关于香港和澳门地区高校要求入会的请示”。12 月 6 日，高教学会转发了教育部国

际合作与交流司和港澳台办同意的批文。至今已有 4 所香港地区高校入会。

2006

1 月 11 日：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召开，50 所常务理事院校 58 人出席了会议，李岩松副会长

兼秘书长代表秘书处作工作汇报，并就 2006 年分会的工作展开了讨论。分会郝平会长出席了会议，并作总结发言。会议一致通过决议，

增选新成立的西南大学为副理事长单位。

1 月 12 日 -14 日：分会与香港城市大学在香港联合举办内地与香港地区高校“大学国际化与国际合作交流论坛”。部分常务

理事院校和香港地区高校 65 名代表参加了论坛。论坛主席香港城市大学张信刚校长、分会会长郝平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出席论

坛的还有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高教学会、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和香港地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等部门的领导出席并

讲话，内地和港澳代表就“大学国际化与国际合作交流”进行了交流与研讨。

3 月 9 日 -10 日：分会与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高等教育论坛。此次论坛主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

新视野：全球战略与创新研究”。分会部分在京理事院校代表 33 人和 APRU 成员高校的代表 50 人参加了会议，教育部副部长吴启

迪教授出席会议并作题为“中国研究型大学”的主题报告。中方与外方高校代表分别发言。

4 月 1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分会郝平会长和李岩松副会长分

别当选常务理事和理事。

8 月 2日 -4日：在新疆石河子大学举行 2006 年会。此次年会主题是“创新型国家建设与大学国际合作交流”。来自 26 个省、

市、自治区 100 所高校的 160 位代表参加了年会。会议由分会副会长李岩松主持，郝平会长讲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王崇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党组书记赵忠德和石河子大学向本善校长到会致辞。中国高教学会、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等部门领导

应邀出席并做主题发言。此次年会同出国留学教育管理分会联合举办了开幕式、主题报告会及闭幕式。

10 月 21 日：《大学国际化理论与实践》编委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审稿会。编委会郝平主任主持了会议，12 名委员出席。复

旦大学王洪生校长会见了全体编委。

12 月 7 日 -19 日：由教育部主办、分会承办的高校外事管理干部代表团一行 12 人赴墨西哥、巴西等国访问考察。期间，代表

团分别访问了墨西哥国立理工大学、巴西教育部和圣保罗大学。重点考察了墨西哥、巴西教育机构在引进智力、吸引外国人才方面

的发展思路和举措。

2007

1 月 14 日 -16 日：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常务理事单位、省市研究会正副理事长单

位代表，以及特邀嘉宾共 100 人参加了会议。承办单位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林虎院长和海南省教育厅史贻云副厅长和海口市吴伟雄副

市长先后致辞，国家外国专家局杨长聚司长和教育部等部门领导先后讲话，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刘吉教授作了“关于构建和谐社

会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学术报告。大会就新形势下如何做好高校外事工作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常务副部长夏红

卫等 8 人先后作大会发言。

6 月 23 日：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召开《大学国际化理论与实践》第二次审稿会。

8 月 3 日 -5 日：2007 年会在云南大学举行。此次会议主题为“新世纪大学国际化的视野和新思路”。各理事院校代表 180 人

出席了会议。教育部曹国兴司长在会上做主题报告。国家外国专家局陈化北副司长、云南大学校长吴松教授和分会会长郝平分别讲话。

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同济大学的代表作大会发言。会议分组就国际化人才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大学国际合作交流的新机遇

和新挑战，以及高校外事职能部门的地位和作用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和交流材料 30 篇。

11 月 10 日：分会编著的《大学国际化理论与实践》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本书收录了有关大学国际化这一课

题的研究论文 38 篇，共 30 万字。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为本书作序。

12 月 7 日 -11 日：大学国际合作工作交流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大学的 100 名代表和来自英国、法国、美国、荷兰、

丹麦、澳大利亚、加拿大、波兰、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北欧中心的 25 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就大学国际合作工作的理念、

管理和效益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并就中外大学双边和多边合作的现状和发展思路交换了意见。国家外国专家局李跃民副司长、

福建省教育厅杨辉副厅长、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等在会上讲话。中方 15 名代表和外方 16 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本次会议是分会成

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较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8

5 月 8 日 -11 日：在四川大学召开正副会长会议。郝平会长、李岩松等 19 位副会长和两位特邀常务理事出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主要议题是：通报分会前四年工作情况；讨论分会 08 年工作安排及年会筹备情况；讨论分会换届选举、课题研究等事宜。

5 月 31 日：分会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四川地区理事单位发出慰问电。

7 月 25 日 -27 日：35 名代表参加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湖南省张家界主办的 “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建

设研讨会”。上海教育评估研究院院长江彦桥教授和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巡视员徐永吉分别做主题报告。北京大学、四川大学、

天津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代表作大会发言。

11 月 12 日 -16 日：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08 年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100 多所会员单位的 130 名代表参加了

会议。武汉大学顾海良校长和湖北省教育厅陈安丽副厅长致辞，教育部张秀琴司长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赵立宪司长讲话。会议审议了

李岩松副会长所作的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由 253 所大学组成的第二届理事会和由 81 个单位组成的常务理事会。

在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郝平连任会长，李岩松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选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冯俊常务副院长等 19 人

为副会长；天津大学杨福玲处长等 15 人为副秘书长；聘请国家外国专家局李兵副局长为名誉会长，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张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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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司长等 5 人为顾问，国家外国专家局王嵩处长等 3 人为特邀常务理事。会议对新一届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并

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2009

5 月 12 日 -15 日：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山大学召开，各常务理事单位的 75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山大学黄达人

校长在会前会见了与会部分代表。国家外国专家局赵立宪司长、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沈阳副司长、中国高教学会叶之红副秘书

长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做题为《金融危机与大学的国际合作交流》的专题报告。会议同

意原会长郝平因升任教育部副部长辞去会长职务的请求，选举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建华教授为新会长。会议就新一届常务理事会

的工作思路和指导思想、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开展群众性学术研究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11 月 17 日 -19 日： 2009 年会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创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

工作新局面”。全国各理事院校 21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常务副会长李岩松主持。国家外国专家局赵立宪司长、外事服务中

心高鹏飞副主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沈阳副司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白志繁副厅长、广西师范大学梁宏校长等相关领导

出席会议。林建华会长、赵立宪司长和沈阳副司长先后作了主题讲话。会议交流了各校学习科学发展观、推动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

经验。

2010

4 月 27 日：天津市高教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成立大会。该会作为团体会员申请加入我会。

7 月 15 日 -17 日： 2010 年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来自理事院校的 15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主题为：“学习《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高大学国际化水平”。会议由李岩松常务副会长主持，内蒙古自治区教

育厅程哲副厅长、内蒙古大学王万义副校长出席大会并致辞。分会林建华会长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赵立宪司长先后做主题讲话。会议

分组学习了《纲要》第十六章《扩大教育开放》，交流了学习心得。

8 月 17 日：分会承担的课题《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管理质量标准和保障体系建设》课题组在青岛市召开研讨会，课题组

9 名成员参加。会议由李岩松常务副会长主持，听取了分会特邀常务理事过祖贤关于课题组工作情况和洪成文教授所做的课题内容

的介绍，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2011

1 月 13 日 -14 日：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来自常务理事单位的 69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分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罗立胜主持，黑龙江省教育厅辛宝忠副厅长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任南洪副校长出席大会

并致辞。分会常务副会长李岩松做工作报告。这次会议交流了学习和贯彻《纲要》，提高大学国际化水平的新思路。课题组组长洪

成文教授在会上作了课题的结题报告。会议还酝酿了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等事宜。一致推荐北京大学为下一届会长候选单位。

国家外国专家局赵立宪司长、王嵩处长、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沈阳副司长和聂瑞麟处长出席了会议。

3 月 3 日：分会发出关于编辑出版《大学国际化理论与实践（第二辑）》的征文通知。

5 月 7 日：分会向中国高教学会提交课题“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领域质量标准及保障体系研究”的结题报告。

9 月 22 日：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来自常务理事单位的代表 69 人参加了会议。分会副会长、复

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党委沈肖肖书记主持会议，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李岩松副校长致辞。本次会议酝酿了常务理事会和组织

机构组成成员的换届选举工作；交流各校贯彻《纲要》的新举措。

12 月 16 日 -17 日：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1 年会在重庆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会员单位的 160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上，分会常务副会长李岩松汇报了本次会议的主题和议程。特邀常务理事过祖贤介绍了换届

选举的筹备经过，并对秘书处提供的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部分组织机构组成人员推荐名单作了说明。会议一致同意提交会

员代表大会审议。17 日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委赵为粮书记，重庆大学林建华校长，国家外国专家局赵立

宪司长，教育部徐永吉副司长、中国高教学会范文曜秘书长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大会由李岩松常务副会长主持，听取了林建华会

长代表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 254 个单位组成的第三届理事会和由 83 个单位组成的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

会在第一次会议上，选举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为会长、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合作部严军副部长为

副秘书长，并决定聘请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李兵为名誉会长，聘请张秀琴等 4 人为顾问，聂瑞麟等 2 人为特

邀常务理事。其他人选建议由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与会代表还分五个组深入交流了贯彻《纲要》的进展情况。

2012

3 月 14 日：中国高教学会下达了由分会承担的“十一五”规划教育类 2007 年度国家课题《高等学校管理领域质量标准及评价

指标体系》的子课题《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质量标准及保障体系研究》的结题证书。

5 月 24 日：国家外国专家局下达“引进国家智力软课题”科学研究项目完成通知书，同意分会承担的《引智工作亲历者口述史》

课题结题。

6 月 30 日：会刊《大学国际》改版。

7 月 29 日 -30 日：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青海大学召开。常务理事单位的代表 70 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在 7 月 29 日召

开的正副会长单位会议上，对本届理事会今后四年的工作和组织框架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新增同济大学和厦门大学为副会长单位

和正副会长赴香港召开学术会议等建议。7 月 30 日引智分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召开。国家外国专家局赵立宪司长、

青海大学毛学荣副校长讲话。分会李岩松会长发言。当天下午，各参会代表围绕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进行分组讨论。会议补选了邹

难等 22 人为副会长、赵胜川等 13 人为副秘书长，完成了第三届组织机构人员的换届选举工作。

12 月 11 日：分会举办的“内地与港澳高校交流研讨会”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正、副会长单位代表和港澳高校的代表 37 人出

席了会议。会议由分会副会长西安交通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梁莉主持。香港理工大学行政副校长杨伟雄先生和分会李岩松会

长先后致辞。各单位代表围绕各自大学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经验和心得进行了交流。

2013

1 月 10 日：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与分会合编的《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亲历者纪实》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

共 21 万字。

1月20日-21日：2012 年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本次大会主题为：“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提高教育对外开放水平”，下设四个分论坛，

议题包括：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大学国际化的管理能力建设；中外大学国际化教育路径与政策比较；培养优质的创

新型人才。来自 100 所高校的代表 140 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在 1 月 20 日举行的正副会长会议上，会议围绕确定协调人与信息员制度、

推荐“特聘顾问”、一刊一网建设、开展培训工作、举办国际会议及纪念分会成立十周年活动等议题展开了讨论。21 日召开全体会议。

分会常务副会长夏红卫和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唐忠处长主持，云南大学肖宪副校长、云南外国专家局局长陈培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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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学会范文曜秘书长分别为大会致辞。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夏兵司长和分会李岩松会长讲话。外交部政策司战略规划

处李凡处长作了题为《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主旨报告。特邀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古贤林教授

作题为《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大学的能力建设》的报告。下午会议分四个分论坛对本次会议的四个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3月 29日：分会 2013 系列研讨会——华东区部分高校座谈会在同济大学综合楼 704 会议室召开。引智分会秘书处（北京大学）、

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华东片区部分高校如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大学、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外事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4 月 28 日：分会信息员培训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帕卡德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八所高校的八名信息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参加会

议的还有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分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副部长严军，以及秘书

处白燕、秦晓文等。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徐波应邀出席本次培训会议。

6 月 14 日：分会 2013 系列研讨会——西北区部分高校座谈会在西安交通大学逸夫科学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西安交通大学作

为西北片区的召集单位主办此次会议，卢天健副校长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来自鲁、晋、豫、陕、甘、青、新等七省及自治区的 19

所高校的外事工作负责人出席会议。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分别作为特邀嘉宾单位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6 月 15 日：中国高教学会在北京召开学会成立 30 年学术研讨会，分会承担的课题“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质量标准及保障

体系研究”荣获三等奖，分会过祖贤特邀常务理事作为学会优秀工作者受到表彰。

7 月 29 日：在大连理工大学召开了《大学国际化理论与实践（第二辑）》编委会全体会议，会议由编委会主任李岩松主持，

执行主编过祖贤对本书的形成经过、结构和内容作了说明。会议对书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14 名编委和 10 名编

委代表与会。

7 月 29 日 -31 日：分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大连理工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分会主办、大连理工大学承办。大连

理工大学副校长李志义，辽宁省教育厅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张秀丽，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副司长雷风云，特邀专家、北

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分会会长、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以及来自全国 53 所高校的 80 余名代表参加了

此次会议。

8 月 17 日： 分会 2013 系列研讨会——西南区部分高校座谈会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由四川大学主办，四川省教育厅国际处副

处长贺羽，四川省高教引智工作研究会秘书长、中国高教学会引智分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中国高教学会引智分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以及来自川、渝、湘、鄂等四省多所高校的外事工作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9 月 4 日：分会 2013 系列研讨会——华北区高校座谈会在清华大学主楼 327 会议室召开。引智分会秘书处（北京大学）、华

北片区部分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

京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外交学院、天津科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首都经贸大学、首都

师范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三十所华北地区高校的外事部门负责人及项目主管近 50 人参加了会议。

10 月 20 日：分会 2013 系列研讨会——华南区高校座谈会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召开。来自广东、福建、海南、云南等省 20 多所

华南片区高校的外事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夏红卫部长应邀出席。会议还特别邀

请了广东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冯兴雷处长参会。

10 月 23 日：分会 2013 系列研讨会——东北区高校座谈会在吉林大学召开，分会秘书处以及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

古的 14 所大学的 24 位代表参加了交流会。会议由吉林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张广翠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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