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國際學生交流計畫受阻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德國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伊拉斯莫斯」（Erasmus）國際學生交流

計畫受阻。參加 「德國學術交流總署」交流計畫的學生雖然變少了，

但在德國的外國留學生總人數仍能維持不墜。 

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學術界發展受阻，尤其在國際交

流方面。「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發表的統計數字也證實了此

一趨勢。 「德國學術交流總署」2021 年 5 月 31 日發布的年度報告顯

示，與 2019 年相比，2020 年受資助的在學生、畢業生和研究員交流

人數共下降了約四分之一。由於「德國學術交流總署」必須等各成員

大學提供統計數字，所以年度報告引用的數字會延遲一年。 

所幸仍有好消息 

好的消息：上個冬季學期中，德國大學的外國學生比例維持不變。

「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主席穆克吉 （Joybrato Mukherjee）

先生告訴「每日鏡報」（Tagesspiegel）記者：上個冬季學期中約有 32

萬 5,000 名外國學生在德國大學學習，與前一年相比，並沒有下降。

年度報告中並未對此解讀，但穆克吉主席認爲，應是因爲德國大學和

公衛系統在國外學子中仍然擁有非常好的形象。「與其他國家相比，

德國在第一波疫情中表現得還好，可能因此使得許多外國學生仍在去

年夏季來德國當「德國學術交流總署」新受獎生，或繼續留在德國攻

讀學位。」 

一向熱門的「伊拉斯謨計畫」冷卻了 

然而一向熱門的「德國學術交流總署」「伊拉斯謨計畫」卻冷卻

了，在夏季學期中參加人數明顯下降：與 2019 年夏季學期相比，參

加人數減少了約 25%，2019 年當時尚未受到疫情影響。 儘管如此，

「德國學術交流總署」在其報告總結中仍認為，總體成績令人滿意。

秘書長 Kai Sicks 先生認爲，雖然德國學術交流面臨如此巨大的疫情

考驗，但是仍證明其是經得起挑戰的。 

各國民族主義政策掀起挑戰 

該年度報告不僅將病毒視為學術交流的考驗，更將許多國家的民



 

 

 

族主義政策和對學術自由的限制視為挑戰。在英國（首相：鮑里斯·

約翰遜）宣佈退出「伊拉斯謨計畫」之後，就浮現了未來如何維持英

德兩國交流的問題。穆克吉主席認爲必須解決多個層面問題。除了兩

國各別大學合作並同意互免學費模式外，「德國學術交流總署」還鼓

勵德國各邦與英國各區（例如蘇格蘭和威爾斯等）建立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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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agesspiegel.de/wissen/erasmus-in-der-pandemie-der-austa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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