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林宣言承諾支持受威脅的學者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 

七大工業組織國家(G7)的學術交流機構與來自另外8個國家的合

作夥伴、屬於歐洲各種國際化聯合組織中的學術合作協會( Academic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ACA) 發表了關於危機時期國際學術合作的

聯合聲明。 

「危機世界中的國際學術合作柏林宣言」是 2022 年 5 月初在柏

林由 G7 國家及來自 7 國、ACA 及西班牙、波蘭、挪威、荷蘭、芬蘭、

捷克與奧地利的國際教育機構等合作夥伴(G7+Partenr)舉行的高等教

育論壇成果。 

2022 年會議的主題是「危機世界中的國際學術合作：機會與挑

戰」。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 在德國擔任 G7 主席期間以及即將在德國舉行的 G7 高峰

會前夕邀請與會者前往柏林。 

民主價值 

在烏克蘭戰爭的背景下，此宣言的簽署者相信珍視和分享自由，

包括學術自由和法治等基本價值觀的民主國家應該團結起來，且這些

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需要繼續密切合作。 

他們認為國際學術合作的任務是尋求和發展「因應氣候變遷、性

別平等、醫療保健和和平解決衝突等全球性挑戰的解決方案」。 

已經保持密切合作並尋求強化關係的「G7 + 合作夥伴」認為，

他們的國家和高等教育機構應該成為「因武裝衝突而面臨迫害或被迫

逃離家園的學生和學者的避風港，且不分國籍」。 

因此，他們承諾與國家、地區當局以及其他夥伴合作，支持遭受

威脅或迫害的學者。此外，他們尋求支持衝突後的機構重建以及能力

與領導力發展。 

高等教育是必要條件 

根據「G7 + 合作夥伴」，人道主義救援工作都應解決高等教育問

題，他們強調，高等教育是衝突時期的必要條件。 

「鑑於烏克蘭戰爭和全世界的眾多危機，學術交流面臨新的地緣



 

 

政治條件」，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秘書長 Kai Sicks 在會議結束時說。 

他強調，聯合聲明旨在引起人們對為受威脅的學生與研究人員建

立更多安全避風港的關注。 

他表示，他們目前見證正在進行的計畫需求量很大，自良好的科

學外交角度來看，在持久的基礎上擴大這些計畫是絕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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