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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国教育国际论坛“转型经济下的教育”专题论坛议题三“全球视角看教育”演讲日程：  

时间：15：40—16：00  

主持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商学院会计系主任珊德丝博士  

演讲嘉宾：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校长维尔苏斯教授  

演讲题目：知识：连接经济的纽带  

    “全球视角看教育”是10月22日举行的“转型经济下的教育”专题论坛的最后一个议题。荷兰乌特勒支大

学校长维尔苏斯作为此议题的第一位演讲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剖析，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对教育

国际化的认识和理解，并结合乌特勒支大学的实际情况就经济全球化下如何实现教育的国际化这个问题提供了

值得参考的经验和做法。  

    维尔苏斯首先高度评价了论坛举行的意义。他说这个论坛议题的提出恰恰反映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对于

未来以及对于自身力量认识的展望，很难想象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以其丰富的科学传统和众多的人才，

会不是国际教育发展舞台上的一员，而这次的论坛对于此目的恰恰是一种很好的激励。  

    他认为世界一体化的过程是各自不同的经济体系与文化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局限于向单纯的经济

全球化方向发展，也有可能还伴随着全球范围内观念的差异性和自身文化丧失程度的增加。但是全球化应该而

且必须是不止于此的，它也是一个国家和文化朝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的进程。除了单纯物质上的解释外，全球

化还是一个很有力的理想化观点。全球化的产生的确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存在，也正是由于科学的存在才允许

我们更好的理解其他的文化，使一个持久稳定社会的出现变成了可能。  

    他强调，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同一环境下科学和大学的社会重要性之间的关

系，大学的起源就是这一关系的体现。荷兰的历史也证明了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强烈的相互影响。科学教育

和研究直接有助于社会的经济水平和生产力的提高，也是社会的稳定、文化的反映。比过去更突出的是，它成

了社会的中心。学生来自于社会人口的各个阶层，而大学则更多的关注国际发展。  

    就经济全球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这一问题，维尔苏斯提出在这种环境下，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

国际化是关键的概念。尤其是国际教育和研究活动的发展必然会阻止经济全球化仅仅朝着金融市场和短期思维

的占统治地位这一方向前进。科技和大学有帮助维护社会稳定和生活质量的社会任务，尤其是大学有义务跟上

全球化的进程和加深教育研究的国际化程度，最终促进和平和繁荣。  

    他认为，大学教育的国际化是和很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国际化，教员和职员的国际化，教育项

目的国际化和学生的国际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辩论日益深化之外，知识和见解的国际交流也得到了系统的

促进，包括与国际刊物和论坛取得联系，访问和接待其他的科学家。这样就能把其他新的知识传授给在你自己

的教育计划下培养的学生。  

    维尔苏斯最后介绍了荷兰乌特勒支大学为国际学生所提供的课程与福利，并向与会者发出热情的邀请。他

说，“交换学生是一个实现伟大理想的很实际的方法，欢迎大家早日来参观乌特勒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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