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筑通向未来的中欧教育合作之路 

——在中国—欧盟国家教育部长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 

 

尊敬的欧盟瑙夫劳契奇委员、波兰戈文副总理，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很高兴与各位新老朋

友相聚在北京，出席首次召开的中国—欧盟国家教育部长会议。首先，我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中方主席，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和良好祝愿！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此次会议，李克强总理专门发来贺信。刚才，瑙夫劳契奇

委员也宣读了欧盟领导人的联名贺信。这充分体现了双方领导人对发展中欧关系

的高度重视，对推动中欧教育合作、深化人文交流的殷切期待，是对我们的巨大

鼓舞，也为今后的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 

去年，我们共同庆祝了中欧建交40周年。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意思是一个

人到了40岁，就拥有了许多经历和智慧，做事的顾虑和困惑就会大大减少。经过

40年的风雨历程，中欧关系总体稳定发展，也正步入一个成熟期。近年来，双方

高层互访不断，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全面提速的新阶段。2014年3月，习

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欧盟总部，双方领导人决定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

四大伙伴关系。2015年6月，李克强总理出席第十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今年，

欧洲理事会图斯克主席和欧盟委员会容克主席两度来华出席第十八次中欧领导

人会晤和G20杭州峰会。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欧要用大智慧增强战略互信，用大

视野拓展合作，用大胸怀化解难点问题，不断深化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欧构建四大伙伴关系的共识正在落地生根，务实合作成果丰

硕。欧盟连续12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保持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地

位。双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共同为加强全球治理、促进可

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 



中欧双方都高度重视人文交流，将其视为中欧关系的三大支柱之一。特别是

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立4年来，教育、文化、科技、媒体、青年和妇女6大

领域的交流，呈现机制化、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态势。去年，中国与欧盟国家

人员往来突破640万人次，双方还确定2017年为“中国-欧盟蓝色年”、2018年为

“中国-欧盟旅游年”。人文交流的蓬勃开展，为增进人民了解和友谊、深化中

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挥了独特优势。 

教育合作向来是中欧人文交流的重点和亮点。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教育政策

对话深入开展，已举办六届中国欧盟教育政策对话机制会议，建立了中国-中东

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机制。中国还与法、德、意等国建立了定期磋商机制，与欧

盟国家签署了80多个双边教育合作协议。学生双向交流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在欧

盟国家留学人员已达30多万，欧盟国家有4.5万人来华留学，中欧在华合作办学

机构和项目有574个。语言教学合作成果丰富，举办3届中欧语言合作研讨会，在

欧盟成员国合作设立131所孔子学院、251个孔子课堂，学员达62万，中国高校已

全部开齐欧盟24种官方语言课程。教育合作为双方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人文交流中的基础性、广泛性、持久性作用日益彰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今时代，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又走到了一个关键当口。上一

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同时，国际

和地区热点问题频发，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气候变化、恐怖主义、

传染性疾病、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超越国界，各国发展的共同性、

利益的共同性、挑战的共同性、治理的共同性日益凸显。 

面对共同的机遇挑战，中国和欧洲是“遥远的邻居”，更是同行的伙伴。一

个繁荣、稳定的欧洲符合各方利益。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欧盟，

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积极落实双方战略对接共识，为各自发展提供更多助

力，为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更多贡献。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这是中国“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目标。67年前，新中国成立时，经济总量只有189亿美元，人

均仅35美元。经过67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8年的努力，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



2015年经济总量10.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城镇化

率从38年前改革开放时不到18%提升到56%，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事

业的贡献率达到70%。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实现了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但同时也面临“成长的烦恼”和转型的阵痛。中国

经济发展正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把13.8亿人带入现代

化，还任重而道远。为此，我们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

主线，制定了2016至2020年的五年发展规划，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创新

作为第一动力，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让全体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国

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各国搭乘中国

发展的快车、便车，共享发展的机遇。 

无论是支撑国家发展、还是应对全球性挑战，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础。中

欧都有崇文重教的传统，欧洲把教育看作是人民的重要资产，中国则有“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的说法。如今，我们举办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有2.6亿在校

学生和1543万教师，有各级各类学校51.2万所。中国政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

展的位置，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职业教育每年输送1000万名技术技能人才，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连续4年超过4%，教育已成为公共财政第一大支出。立足新的

起点，我们将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人才培养、

立德树人、注重质量、促进公平、推进终身学习作为政策优先方向，聚焦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推动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我们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遵循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坚持以学习者为

中心，健全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倡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当教师。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加强教育教学内容与实践的联系，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法治

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我们将更加注重面向人人、共建共享，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普及从学前到高

中阶段的15年教育，以欠发达的中西部和贫困地区为重点，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如今，我们已建立了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体系，每年资助8500



多万人次，还实施了惠及3300多万农村学生的营养改善计划。下一步，我们将全

面推进教育精准扶贫，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少年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留守儿童平等接受教育创造更好的条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都享

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我们将更加注重激发活力、完善制度，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优化教育结构，推进科教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推动“互联网+教育”

新业态发展，通过空中课堂、远程教育，让边远贫困地区9.2万个教学点、402万

名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中国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6.27万所，我们将鼓励社

会力量和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不断满足群众对更高质量、更为多样教育的需

求。 

我们将更加注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不断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中国已与

4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在134个国家合作举办孔子学院，去

年出国留学达52万人，来华留学近40万人。我们今年出台了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

文件，将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加强与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各国学历

互认、师生互换、合作办学，让师生们有更多机会互学互鉴、增进友谊。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和欧洲是东西方文明的两大杰出代表，教育交流源远流长，树立了不同

文明互鉴共进、和谐共生的典范。早在2000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就把中欧人

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特别是近代以来，一大批中国有志青

年留学欧洲，探寻救国之道和科学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如周恩来、朱德、邓小

平等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薪火

相传，正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3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的合作倡议。3年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系列重点项目和经济走廊建设取得重要

进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正在同步推进，展现出共商共建共享的美好前景。

一个多月前，G20杭州峰会成功举办，带给全世界的重要启示就是，唯有树立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才能应对共同挑战，

开辟世界未来繁荣发展的崭新航程。共建“一带一路”，把中欧两大力量、两大



市场、两大文明连接起来，离不开教育合作提供的人才基础和智力支撑。这就迫

切需要深化中欧教育合作，汇聚起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共同发展的无限能量。在此，

我愿提出如下倡议： 

第一，深化中欧教育合作，应加强政策沟通。双方应着眼中欧关系大局，发

挥好中欧教育政策对话机制作用，在服务各自发展战略对接中找准合作定位，就

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以及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互通信息、

彼此借鉴，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中欧教育共同体。 

第二，深化中欧教育合作，应保持交流畅通。开展多渠道交流、全方位合作，

推进人才联合培养与合作办学，联合开发课程，创新培养模式，打造优质的合作

办学机构和项目。鼓励各类学校建立伙伴关系，共建联合实验室和国际技术转移

中心，举办教育论坛，推动智库交流，形成平等、包容、互惠、活跃的教育合作

态势。 

第三，深化中欧教育合作，应推动标准联通。以质量为核心引领教育水平提

升，培养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是中欧教育发展的共同追求。中国已

与19个欧盟成员国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我们愿同欧方在人才培养

标准方面加强交流对接，推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学分互认，逐步实现学位互授

联授。继续实施中欧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联合研究项目，共同开发更多领域的学

科专业标准。 

第四，深化中欧教育合作，应促进语言互通。语言是沟通理解的钥匙。中方

支持在欧盟国家的汉语教学，鼓励各国合作开办更多的孔子学院。我们鼓励有条

件的学校开设欧洲国家语言课程，继续举办中欧多语言合作研讨会，共同培养高

层次语言人才。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学习欧洲国家语言，欢迎更多的欧洲

学生来华学习汉语。 

第五，深化中欧教育合作，应增进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

于心相通。教育人员往来是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双方应共同推进签证便利化，

为更大规模的师生双向交流创造条件。中欧学生流动的潜力还很大，中方愿同欧

方一道，加强青少年的国际理解教育，实现留学往来的新跃升。我们要传承弘扬

丝绸之路精神，不断深化教育、文化、科技、媒体、青年、妇女等领域交流合作，

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发展夯实民意和社会基础。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面向未来，中欧加强教育合作，不仅开辟知识和人才的大通道，也将系牢双

方人民理解和友谊的大纽带。让我们携起手来，推动中欧教育合作、人文交流迈

上新台阶，共同开创中欧关系的美好明天！ 

最后，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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