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利時政府官員新解「學術外交」鼓吹大學國際化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文化組 
 

比利時荷語區政府首席部長Kris Peeters近日接受荷語魯汶大學校園

記者專訪時表示，比國大學需要走向世界，以「學術外交」彰顯比國學術

成果，並與世界知識經濟社會接軌。 

P部長表示，荷語區政府有一項名為「佛萊德(荷語區)行動方案」

(Flanders in Action)，是全方位規劃人民的願景，不管對於政府或大學，

國際化是首要工作。何謂「學術外交」呢? P部長解釋說，外交不再局限僅

是外交官或外交圈的事務，舉凡政府與大學間透過加強連繫合作，致力達

成國際化目標的事務，都可以算是「學術外交」。當然，這並非意味這是

新創概念，或大家過去都沒有合作，而是指政府與大學間應該要規劃出更

加具體清析的目標方向，共同攜手合作。 

記者問到，倘若政府與大學出現目標不一致或衝突時該怎麼辦? 可能

協調使其一致嗎? 

P部長表示，數週前曾會晤所有大學校長曾說過，政府可以幫助很多國

際化工作，但落實計劃仍需憑藉各校努力，而大家體認到分工合作的重要

性，尊重彼此，才有成功機會。團結合作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一個能走向國

際的荷語區知識經濟區，創造更大資源和交涉籌碼，而非在國外單打獨鬥，

自生自滅。 

P部長對展望未來提出以下說明，政府將持續有系統地讓大學清楚瞭解

推動國際化的目標。譬如，他本人將率領經貿投資等國際事務人員訪問日

本、南韓和新加坡等國，歡迎大學派代表隨行參與各場說明會，介紹學校

背景及提出建議合作項目。不過，他強調，這次出訪不是觀光旅遊，所有

拜訪、說明會，乃至於簽署協議都要依據預設目標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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