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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國外留學始終是今後生涯的重要跳板。對於全世界各個國家的

學生來說都是如此。5年前，德國通過了一個專案，以電子通訊方式

使曾經留學德國的人士更容易爲德國公司所用。 

目前，獲得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的獎學金在德國學習的學生就達7

千人。許多在德國獲得了學術文憑的人回國後都獲得了輝煌的成就。

前印度尼西亞總統哈比比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長期以來，留學生所獲得的知識是否得以應用，完全取決於

偶然的機會。爲了改變這種狀況，德國學術交流中心於5年前開設了

ALUMI專案。借助電子通訊方式建立一個網路,使曾經留學德國的人

能夠互相建立通信聯絡，建立地方代表機構，以便能夠在全世界的德

國公司中尋求到發展的機會。 

位於波昂的德國聯邦經濟合作部爲這一專案提供了資助。聯邦經

濟合作部部長措伊爾女士表示，這一專案將使所有參與者受益。  

措伊爾部長說：“首先,這是一個促進夥伴國的工作和投入的重要

橋梁。這也是增進理解的橋梁。這關係到人們在這裏培訓期間所積累

的經驗能夠有所運用，我們希望世貿組織成員國夥伴能夠更好的利用

機會,這就需要充分的學識爲先決條件。通過這個專案，可使在企業

界工作的原留德學生更容易地與德國公司建立聯繫，促進投資。這不

僅對夥伴國來說非常重要,而且也使德國企業界受益。從而成爲雙嬴

的局面。” 

所謂雙嬴，即德國公司可以在當地使用曾經留學德國、瞭解雙方

文化的專業人才。在企業文化方面，原留德學生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的ALUMI專案還爲促進兩種文化交流提供資助。使

德國培養的專業人才能夠團結起來，將他們的知識直接傳授給本國同

胞。德國在開羅建立大學就是一個例子。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發展合作部負責人希爾韋斯特說：“現在，夥

伴國家當然希望爲他們培訓人才。德國多特蒙德大學地區規劃培訓專

案就爲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提供了培訓專案。被培訓者不必再來德



國。德國的這種培訓辦法在全世界得到承認。並爲越來越多的人所

用。” 

現在，幾乎所有德國大學都通過加入網路以及具體的專案或者資

訊管道同外國留德畢業生保持著聯繫。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的目標是，

讓所有在德國完成學業的留學生成爲國際文化交流的傳播者、政府的

顧問及文化的使者，這也符合德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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