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化遇上瓶頸了嗎？（下） 身處前線四十年的中國專家

感到擔憂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問：中國留學生來美人數暴增的現象引發一種憂慮，就是中國和

美國學生互動頻率低，國際學生受到孤立。請問根據您經營杜克崑山

大學的經驗，大學校方怎麼做能讓外國學生更加融入？ 

答：讓學生同處一個校園不代表他們馬上就能融洽相處，語言、

文化、交往種種因素都是文化交融的阻礙。杜克崑山大學舉辦特別的

旅遊，讓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遊歷中國各處，這有助雙方更加認識彼

此。 

美國大學如果想要善用國際學生的優勢，特別是中國學生，就應

付諸努力。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不是錦上添花的措施，而是一項要務。 

問：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要這樣做？何必在意高等教育的美中

關係是否融洽？ 

答：在社群媒體興盛的時代，人們面對各種誇大不實的資訊，尤

其在這種民族主義高漲、情緒化的時刻，我們必須確保各方對彼此有

實際的認識及瞭解。認識新朋友，進而調整自己的認知。但我不認為

這會自然而然發生，這需要校方的策畫及鼓勵。 

問：中國的政治及學術自由情勢已經放鬆，您認為杜克崑山大學

這類國際大學能否維持這樣的環境？ 

答：我深信中國政府希望維持商業及國際合作，因為這有助中國

高等教育體系的成長及進步。我認為中國教育部的官員也希望與美國

維持合作與交流，聯繫對雙方都有益處。當然挑戰仍然存在，不過我

認為規範更明確的教育合作新架構將能解決這樣的問題。 

問：杜克崑山大學吸引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學生前往中國就讀，不

過比起十年前，美國留學生人數最多的時候，目前的美國學生人數下

降約兩成。有鑑於中國在經濟、地緣政治與文化上的重要性，不是應

該有更多美國學生前往中國留學嗎？ 

答：由於美中經濟及政治關係惡化，多數人並不認為到中國留學

是划算的選擇。現在的學生會想把時間投資在別的地方，投資報酬率



 

 

比較高；與其學中文，不如學電腦語言，或是研究其他國家。 

不過我認為，新一代的年輕人會開始瞭解到，如果要對全球局勢

有更全面的瞭解，他們就必須進一步認識中國。假設他們在研究國際

環境或全球能源問題，他們會思考如何在廣泛、全面的世界觀中納入

中國因素？中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問題來源或是可能的解決

方法？如果能向更多學生介紹中國，也許其中會有一些人產生興趣，

進而學習其語言、深入研究。 

問：我們回到一開始的話題：疫情。身為高等教育領域的資深成

員，您認為這次疫情對國際教育有何影響？國際合作會有大幅的變化

嗎？或是這種局勢只是暫時的？ 

答：現在的現實情況是民族主義高漲，而我認為全球主義受到威

脅。許多參與全球教育的工作者都感受到，我們遇上瓶頸了。 

不過創新會因應需要而出現。目前部分國際學生無法回到校園，

等到情況穩定下來，我們得想辦法讓跨國交流恢復正常，不過同時也

應加入新思維，思考如何在不必坐飛機的情況下，強化彼此間的互動

參與。其實科技的價值比我們的認知更高，如果說 Covid-19 有什麼正

面貢獻，也許就是讓我們能稍微跳出原先的思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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