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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信息简报   
 

我校联办“全球地域人文联欢会” 海内外学子"五四"共话青春与梦想 

 

“你是一位大学生，我们大部分

是海外的中学生和小学生，能给我们

介绍一下中国的大学生活吗？我们都

很好奇。” 

“大学生活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自由，你可以去做很多你自己想做的

事情。你也会遇到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接触到陌生的语言与习

俗，从中感受到文化交流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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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话发生在“五四”青年节前夕举办的线上“魅力校园•金色

五月—全球地域人文联欢会”上，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与中国上海的

两位华人小朋友联合采访了我校华文教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 

本次活动由长期致力中外文化交流的澳大利亚丹迪讲堂发起，华

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办公室等多家海内外单位参与联办，共吸引来自

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 8 个国家的近百名大中小学

生参与。 

 

菲律宾驻厦门总领事馆总领事欧莉娜一行来校访问

 

菲律宾驻厦门总领事馆总领

事欧莉娜一行 4 月 21 日上午到

访我校，副校长王建华在厦门校

区会见来访客人。 

王建华代表学校对欧莉娜一

行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华侨大

学与菲律宾交流合作的相关情况。他表示，华侨大学与菲律宾交往密

切、友谊深厚，在共建孔子学院、合作招生、师资培养、本科生升学

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合作，目前在校就读的菲律宾留学生、外国政府官

员中文学习班的菲律宾学员逾 200 人。他希望菲律宾驻厦门总领事馆

继续发挥牵线搭桥作用，助力华侨大学与菲律宾继续建立可持续性合

作，为推动中菲友好关系深入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欧莉娜对华侨大学为菲中友好关系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肯定，

感谢华侨大学对菲律宾留学生、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学员的培养

与帮助。她表示，总领馆将不断支持菲律宾与福建、与厦门、与华侨

大学的交流往来，希望学校与总领馆能继续保持良好关系，共同推进

菲中各领域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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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相关人员，我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华

文学院、预科教育学院、菲律宾代表处等单位负责人、部分菲律宾留

学生参加会见。 

 

2022 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 亚洲园（第六期）圆满闭园 

 

5 月 29 日下午，为

期 12 天的 2022 年线上

“中华文化大乐园”亚

洲园（第六期）举行闭

园仪式暨汇报演出。本

次中华文化大乐园由中

华海外联谊会主办，华

侨大学承办，菲律宾菲

华商联总会、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文莱中华中学、文莱中正中学、

马来奕中华中学等海外单位共同协办。 

华侨大学副校长林宏宇、中国驻文莱使馆政务参赞王海涛、菲律

宾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林育庆，菲律宾华文学院联合会常务理事、轮值

主席、圣公会中学校长吴紫薇，各协办单位负责人、华校校长、指导

老师，来自文莱和菲律宾的 316 位学员们和华侨大学华文教育处负责

人、任课教师、工作人员再聚云端，共同见证了中华文化大乐园（亚

洲园）学员的学习成果并圆满收官。 

王海涛参赞、吴紫薇主席、许月兰校长、张贵娟校长代表大使馆

和协办方分别对本次中华文化大乐园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教学水

平、教学成果、工作人员素质等方面表示了高度的认可和赞许。他们

都表示，感谢华侨大学专门为本次大乐园奉献了 18门中华传统文化与

才艺精品课程，让同学们体验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旺盛的生命力，

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乐趣与文化感受，为菲律宾和文莱的学员呈现出



 

5 

一场内容丰盛、形式多样、品质精良的中华文化盛宴。同时希望大家

能够记住这短暂的 12天，多向身边的朋友介绍和展示中华文化精粹，

带动他们一起体验其中的乐趣，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和强大，世世

代代地传承下去。随后，华侨大学为学员颁发证书。 

据悉，2022 年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亚洲园（第六期）我校全

程围绕“海外需求第一，华裔青少年兴趣为重”的原则，秉承“学唱

一首歌、学跳一支舞、学打一套拳、学绘一幅画、学做一件手工艺品”

的理念，创新引进开设了中国非遗之木偶技巧、学唱汉语歌、中华武

术、民族舞蹈、中华手工、贯口等 18 门中华文化课程，组织 22 位优

秀师资和 29 位工作人员，带领文莱和菲律宾的 37 所华校的 316 位学

员在云端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在海外华裔孩子们的心底种下一颗热

爱中华文化的种子。  

1 年第 1 期(总第 23 期)      

华大境内外学子龙舟竞渡 传承中华龙舟文化

 
  

鼓 声 隆 隆 ， 船 桨 齐

舞……5 月 29 日，端午节来临

之际，2022 年华侨大学“华大

杯”龙舟挑战赛在厦门校区如

诗如画的白鹭湖举行。来自 12

个学院的近 200 名境内外学子

携手共竞，感悟中华龙舟文化，

传播和弘扬龙舟精神。 

经过激烈角逐，土木学院、计算机学院、信息学院分别获得第一、

二、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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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赛还特别设置表演赛，由冠军队、境外生队、境内生队和

体育生队同台竞技，为师生带来了一场紧张刺激的观赛体验和精彩纷

呈的视觉享受。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学校的龙舟比赛。”来自安哥拉的胡文静是

土木工程学院龙舟队的一员，她说，自己喜欢运动、喜欢水，更喜欢

富有魅力的中华传统文化，所以加入学院的龙舟队。“之前在台湾没

有体验过划龙舟，到了大陆才有接触。虽然划龙舟很累，但是能和同

学们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特别开心。”来自中国台湾的新闻与传播学

院学生罗兆云说，希望可以把这

么富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活动

介绍给更多的台湾朋友，让更多

人参与进来。 

据了解，华侨大学拥有全国

唯一的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设立

的“文化中国•中华才艺（龙舟）培训基地”，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传承中华文化为目的，打造推广龙舟运动、传播龙舟文化、弘扬龙舟

精神和为校争光 湾 校 、 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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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晚，华侨大学与

厦门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

举办的第三期“睦友乐相知”

文化交流项目正式启动，吸引

来自印度尼西亚、英国、菲律

宾、日本、柬埔寨、马来西亚、

肯尼亚、新西兰、泰国 9 个国

家的政府官员、高校师生 342

人云端参与。 

本期项目将采用“互联网+

人文交流”模式，通过六次线

上直播，邀请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以及泉州市申遗办的专

家学者围绕中国跨境电商、海洋生态文明、世界遗产保护以及趣味汉

语、走进厦门等专题开展全英文互动交流，向厦门市友城人民、华侨

大学友好学校师生多角度、立体化地介绍中国，促进民心相通。 

本次活动得到中国驻

柬埔寨大使馆、驻马来西

亚大使馆、驻菲律宾大使

馆以及中国驻槟城总领馆、

驻泗水总领馆的大力支持

与推介，并派代表参与当

晚的启动仪式。 

至今，“睦友乐相知”文化交流项目已举办三期，共有来自 14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 600 人次参与其中。本期项目人数创历史新高，除了

厦门市国际友城的热情参与外，还吸引印尼建国大学、肯尼亚内罗毕

大学、日本长崎县立大学、菲律宾达沃雅典耀大学等共 23所兄弟姐妹

院校组团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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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堂：聚焦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4 月 25 日晚，校长吴剑平

做客“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堂，

为华侨大学第 16 期外国政府官

员中文学习班学员作《中外文

明交流互鉴》专题讲座。 

讲座中，吴剑平从“走近

中华文明”“中外文明交流”“中西文明比较”三个层面解读中外文

明交流互鉴，重点阐述中华文明的发源、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中华

文化的核心要义等内涵；系统梳理中外文明交流中相互交融的发展历

程和特点，溯源东西方文明根性异同；强调在尊重各国文化多样性的

基础上，推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最终实现不同文明间的“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讲座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和 CLASS IN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吸引了来

自泰国、印尼、缅甸、菲律宾、安哥拉、蒙古国、土库曼斯坦等 17个

国家和地区的 600余名师生代表和中外青年云端相聚。 

据悉，“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堂由华文学院和中华文化与世界文

明研究院联合主办，围绕文明交流互鉴、公共卫生等热点议题推出系

列高端讲座。 

 

助力华裔新生代留学华大 我校开展“一对一”升学辅导宣讲活动 

 

为服务海外华裔新生代来华留学，助力我校预科留学生升学就读

本科，预科教育学院、招生处创新服务模式，近日为来自日本、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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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尼日利亚等国自主招收的在读来华

留学预科生开展升学华大本科主题宣讲和“一对一”云辅导活动，助

力学生们实现来华留学梦。 

为此，预科教育学

院专门邀请招生处负责

人为学院教师开展专题

培训，讲解华侨大学面

向留学生的本科招生基

本政策，华侨大学的优

势专业和基础要求，以

及中国政府奖学金、陈

嘉庚奖学金、“一带一路”陈江和奖学金、华侨大学境外优秀新生奖

学金等项目的申请要求及流程。 

通过“一对一”咨询辅导，预科教育学院根据预科生学习基础、

个人志向、职业规划等指导学生选择合适专业，针对目标奖学金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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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窗  

  
     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走向（观点摘录）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菲利普•G•阿特巴赫等人  高校教育管理. 2022,16(01) 

 

新冠疫情给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加剧了高等

教育国际化的变革。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高等教育格局面临重

构，高等教育国际化流动模式与主体也将随之发生转变。 

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除了要从经济驱动转向文化理

解，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新模式外，还应提高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多样性。中国要在正确看待政治、经济、教育环境

变化的基础上认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仍然牢不可破，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文化霸权"短期内仍然难以撼动，高等教育国际

化发展的规模与质量矛盾仍然长期存在，进而强化研究、大力创新、

文化引领并重视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更

好地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的重新审视（观点摘录）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张应强  教育发展研究. 202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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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支配下，由具有明确目

的性的国际化行动而产生的一种世界性高等教育现象。迄今以来的高

等教育国际化理念是一种基于地理疆域思维和国家竞争的国家主义理

念，严重威胁国际化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必

须确立基于全球化时空思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世界主义理念。 

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国际化）的历史与大学的历史一样长。20

世纪是高等教育国际化高歌猛进的黄金时期，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矛

盾和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促进各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同时，形成了一个不公正不平衡的世界高等教育秩序和发展格局。

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正在逐步丧失发展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陷

入严重困境之中。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

国际化向何处去，成为学界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刻反思 20

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确立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新

理念，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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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情况简报   
 

关于公布海外旅行安全风险等级的通知

 
 

近期，外交部会同相关部门对全球各国旅行安全风险进行了年度

评估，详情请登录中国领事服务网、中国领事 APP“了解目的地”栏

目查看。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将密切关注海外安全形势变化，动态调

整有关风险评估，并实时在中国领事服务网等平台发布相关安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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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提醒计划出国及已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及时查

看前往或所在国家风险等级和安全提醒，做好相应安全防范，确保自

身安全。 

相关联系方式：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86-10-12308 

+86-10-59913991 

 

驻曼彻斯特总领馆提醒中国留学生防范电信诈骗

 
 

近期，不法分子利用留学生涉世不深、防范意识薄弱、心理脆弱、

法律常识欠缺等弱点，伺机行使诈骗，并结合反诈骗、疫情防控、购

买回国机票、虚拟货币等在骗术上花样翻新。   

中国驻英使领馆不会以电话方式通知当事人涉案需要处理，不会

转接电话到国内公检法机关，不会要求转账或汇款。  

如接到有人用驻英使领馆在官网上公布的领保电话号码打来电话，

即可判定为诈骗电话。如其使用其他号码，请大家务必仔细盘问、冷

静甄别，如接到疑似诈骗电话，建议直接挂掉，切记不要按来电人要

求转账、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  

谨慎交友、保护个人信息，不轻信陌生人，从容应对恐吓，在利

诱面前保持定力。  

如不幸上当受骗，请第一时间向英国当地警方报案、向国内户籍

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尽快联系本人开户行并要求采取止付、冻结等

相应措施。无法直接向国内公安机关报案的，可通过国内近亲属及时

报案并向报案地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请求帮助，也可拨打 110 后请其

协助转接反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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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联系方式：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86-10-12308 

+86-10-59913991 

 

驻旧金山总领馆提醒领区中国留学生注意安全  

 
 

  近期，一名来自美国东部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西部一城市与家人

失去联系。驻旧金山总领馆对此高度重视，已向警方表达关切，要求

其加大搜寻力度，全力寻找失联中国留学生。同时，总领馆已协调有

关方面协助寻找，并密切关注进展情况，提供一切必要协助。结合此

案及近期领区安全形势，特别提醒领区中国留学生注意以下安全事项：  

  与国内家人持续保持联系。前往常住地以外地区，要及时告知家

人行程安排、具体出行情况，包括入住酒店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

保持通讯畅通，力争做到每日向家人报平安。  

  保持身心健康，遇困难及时求助。以积极心态应对在生活、学业、

身体健康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与家人保持良好沟通，必要时主动向家

人、朋友或者学校寻求帮助支持。 

  切实提高警惕，注意出行人身安全。如遇治安方面危险或突发情

况，务必保持冷静，妥善应对，力避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确保自身

安全，并及时拨打 911报警求助。  

  如需领事协助，可联系：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  

  +86-10-12308   

  驻旧金山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1-415-929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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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至 5 月短期境外专家来访情况 

 

 

1月至 5月短期境外专家来访情况 

主请单位 专家姓名 
国籍/地

区 
工作单位 

学位/职

务/职称 
讲座或授课内容 

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 
田璐 中国 北科罗拉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心理咨询案例分享 

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 
田璐 中国 北科罗拉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心理咨询案例分享 

外国语学院 

Yim 

Andrew 

Hoogendyk 

美国 无 
硕士/ 

讲师 

英语国家概况、英语

写作（二）、英语口语

（三）、英语视听说

（三） 

外国语学院 

David 

Alex 

Black 

英国 无 
硕士/ 

讲师 

英美社会文化概要、

英语口语、英语视听

说、英语写作 

国际学院 Rim Day 英国 英国桑德兰大学 硕士 演讲与对话 

国际学院 
Badiea 

Shaukat 
巴基斯坦 无 博士 

金融学、计量经济

学、宏观经济学 

国际学院 梁詠貴 中国台湾 台湾大同大学 
博士/ 

教授 
国际企业管理 

国际学院 
Zaki 

Bahrami 
英国 英国桑德兰大学 硕士 

演讲与对话、英语阅

读与写作 

美术学院 Yu Rong 英国 无 
硕士/职

业画家 

《如何用绘本讲好中

国故事》 

国际学院 
wang 

xiaofang 
美国 美国密歇根大学 

博士/ 

教授 

《批判性思维与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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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院 刘志兴 中国台湾 
台湾高雄科技大

学 

博士/ 

教授 
《研究生论文讲座》 

国际学院 Mark M 美国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博士/ 

教授 
《创意和创新创业》 

数学学院 贝克宁 美国 杨博翰大学 
博士/ 

教授 

《Ergodicity, mixing,limit 

theorems for quasi-

periodically forced 2D 

srochastic Navier-Stokes 

Equations》 

国际学院 
Zaki 

Bahrami 
英国 英国桑德兰大学 硕士 

《商务写作》、《学习

研究及方法》 

国际学院 
Michael 

Collins 
美国 

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大学 

博士/ 

教授 
《创业学》 

国际学院 
Badiea 

Shaukat 
巴基斯坦 无 博士 

《金融风险管理》、 

《统计学》 

国际学院 Rim Day 英国 英国桑德兰大学 硕士 《商务写作》 

国际学院 梁詠貴 中国台湾 台湾大同大学 
博士/ 

教授 
《国际商务》 

国际学院 

Barry 

Glenn 

David 

美国 
美国米勒斯维尔

大学 

博士/ 

教授 
《创新与创业》 

国际学院 
Michael 

Collins 
美国 

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大学 

博士/ 

教授 

《国际商务沟通与谈

判》、《组织行为学》、

《企业家精神与小企

业管理》 

国际关系 

学院 

Rajneesh 

Verma 
印度 华侨大学 

博士/ 

副教授 
96 课时+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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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社学院 
TIMOTHY 

PERRINE 
美国 武汉大学 

博士/助

理教授 
1 场报告 

体育学院 
XIAOFEN D 

HAMILTON 
美国 德克萨斯大学 

博士/ 

教授 
10 场报告 

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 

BASILIA 

CARMEN 

SOFTAS 

美国 北科罗拉多大学 
博士/ 

教授 
6 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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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至 5 月出访（含线上授课和会议）情况 

 

因公赴港澳台情况 

单位 姓名 职务/职称 出访地区 出访内容 天数 邀请方 

校领导 徐西鹏 
党委书记/

教授 
中国澳门 访问交流 4 

华侨大学澳门教育 

基金会 

校长办公

室、党委办

公室 

孙辉轩 

常务副主任

/助理 

研究员 

中国澳门 访问交流 4 
华侨大学澳门教育 

基金会 

招生处 洪雪辉 
处长/ 

副研究员 
中国澳门 访问交流 4 

华侨大学澳门教育 

基金会 

董事会办公

室、校友工

作办公室 

陈世卿 
主任/ 

副教授 
中国澳门 访问交流 4 

华侨大学澳门教育 

基金会 

董事会办公

室、校友工

作办公室 

王延喜 

董事会秘书

/助理 

研究员 

中国澳门 访问交流 4 
华侨大学澳门教育 

基金会 

校领导 刘斌 

华侨大学党

委副书记/

教授 

中国澳门 境外招生 4 华侨大学澳门基金会 

招生处 洪雪辉 
处长/ 

副研究员 
中国澳门 境外招生 4 华侨大学澳门基金会 

工学院 曾焕强 院长/教授 中国澳门 学术交流 3 
华侨大学澳门教育 

基金会 

发光材料 

与信息显示 

研究院 

魏展画 
副院长/ 

教授 
中国澳门 学术交流 3 

华侨大学澳门教育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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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院 陈志宏 院长/教授 中国澳门 研究生答辩 4 澳门业余进修中心 

建筑学院 龙元 教授 中国澳门 研究生答辩 4 澳门业余进修中心 

建筑学院 费迎庆 副教授 中国澳门 研究生答辩 4 澳门业余进修中心 

建筑学院 王小玥 研究生秘书 中国澳门 研究生答辩 4 澳门业余进修中心 

数学科学 

学院 
闵超 讲师 中国澳门 

学术交流、

合作研究 
7 澳门大学 

美术学院 叶扬秋 讲师 中国澳门 讲学任教 5 澳门业余进修中心 

美术学院 赖津丽 
院长助理/

助教 
中国澳门 讲学任教 11 澳门业余进修中心 

土木工程 

学院 
叶勇 副教授 中国澳门 

讲学任教

（线上） 
8 澳门业余进修中心 

哲学与社会

发展学院 
王嘉顺 

副院长/ 

副教授 
中国澳门 

学术会议

（在线） 
1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 

美术学院 周冠林 助教 中国澳门 
讲学任教

（线上） 
11 澳门业余进修中心 

机电及自动

化学院 
宋武 教授 中国澳门 讲学任教 10 澳门城市大学 

招生处 郑雪芳 

招生处副处

长/助理 

研究员 

中国澳门 境外招生 4 
华侨大学澳门教育 

基金会 

招生处 曾珍 

内招科科长

/助理 

研究员 

中国澳门 境外招生 4 
华侨大学澳门教育 

基金会 

美术学院 金程斌 
副院长 

/副教授 
中国澳门 讲学任教 12 澳门业余进修中心 

国际学院 侯祥朝 
副院长 

/副教授 
中国澳门 

访问交流、

讲学任教

（转线上） 

10 澳门业余进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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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出国情况 

单位 姓名 职务/职称 出访地区 出访内容 天数 邀请方 

海上丝绸 

之路研究院 
许培源 院长/教授 斯里兰卡 

学术交流 

（线上） 
1 斯中社会文化合作协会 

国际关系 

学院 
王秋彬 

副院长 

/教授 
印度 

学术会议 

（线上） 
1 印度喀拉拉邦大学  

土木工程 

学院 
许斌 教授 美国 

学术交流、

学术会议 
70 

美国交通研究委员会，

普渡大学，斯坦福大学 

建筑学院 董靓 教授 加拿大 

学术交流、

合作研究、

访问交流 

181 多伦多大学 

机电及自动

化学院 
陈新开 教授 日本 

访问交流、

学术交流 
45 东京农工大学 

化工学院 郭洪伟 副教授 美国 
学术交流、

合作研究 
365 

得克萨斯州立大学 

奥斯汀分校 

国际关系 

学院 
陈磊 副教授 英国 进修培养 185 牛津大学历史系 

机电及 

自动化学院 
陈新开 教授 日本 

访问交流、

学术交流 
89 日本东京农工大学 

机电及自动

化学院 
李子清    学生  西班牙 

学术交流、

合作研究 
174 巴塞罗那大学 

 

出访报告选登 

华侨大学赴澳门访问的报告 

应华侨大学澳门教育基金会的邀请，以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徐西鹏任团长的

访问团于 2022 年 1 月 4 日至 7 日对澳门进行了为期 4 天的访问活动。访问期

间，先后拜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澳门中联

办主任傅自应、副主任郑新聪、华侨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崔世安等澳门特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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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有关机构、侨团和社会贤达，走访澳门校董校友，出席澳门董事、校友迎

新春座谈会、澳门教育界迎新春座谈会等活动，介绍学校工作，征集校董校友

对学校发展的善策良谋。 

一、主要收获 

（一） 此次访问澳门，先后得到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首贺一

诚，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副主任郑新聪，澳门特区前特首崔世安等澳门重

量级人物的接见、会见，得到了澳门日报、市民日报、莲花时报、广东广播电

视台等境内外多家校外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礼遇规格之高，社会影响之大，创

历年新高。 

（二）通过举办校董、校友迎新春座谈及系列拜访活动，进一步宣介了华

侨大学发展情况、在澳门的办学招生及澳门学生培养情况，进一步加深了澳门

校董、校友以及有关社会各界人士对我校的熟悉和了解，也巩固了学校与澳门

各界的关系。 

（三） 进一步涵养了澳门校董校友以及社会各界友好人士及资源。此次访

问是自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首次在澳举办较大规模的校董校友迎新

春座谈系列活动，体现了学校对澳门校董、校友的重视，得到了校董校友的热

情支持和参与，增进了澳门校董、校友与学校的互动和情感。 

（四） 进一步拓展了学校对外交流合作及校董校友工作，收获了诸多对学

校办学发展具有指导和参考意义的意见和建议，诸如加强学校与澳门特区政府

在战略储备人才培养方面以及公务员培训教育合作等，这些建议为下一步推动

学校更好地发挥办学特色、提升办学水平、更好地服务澳门社会发展和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提供了助力。 

（五）首次成功策划举办了“澳门教育界迎新春座谈会”，主动加强学校

同澳门中学教育界的面对面交流，邀请了澳门 26 所中学的 80 余位校长及教师

代表出席，增加了澳门中学教育界人士对华侨大学的认识和了解，对宣传我校

办学成果，推动在澳门中学的招生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所谈项目推进措施/启示或思考 

近年来，我校澳门学生招生人数呈现增长，应趁势继续加强我校在澳门的

宣传工作，加强与澳门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沟通联系与

往来，进一步增强在澳门招生办学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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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澳门校董人数较少，但综合实力强、社会影响大，我校澳门校友人数

众多、各行业精英众多，尤其在司法、警察、土建等行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应充分利用现有群众基础和资源优势，进一步涵养好校董校友资源，吸纳更多

年轻一代校友加入校友会，通过加强对澳门校友会的指导，继续做大做强澳门

校友工作，推动澳门校董校友在服务澳门社会发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服务学校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要加强对澳门各界别校友基础数据的摸底调研和挖掘工作，夯实资源涵养

的工作基础。要重视挖掘和涵养新生代校董、校友资源，继续做大澳门各界友

好力量基本盘，争取澳门社会各界对学校发展予以更多支持。 

要因应澳门社会发展战略人才储备需求，充分发挥我校理工学科等优势和

特点，为澳门培养更多的金融、科技、商贸、文体等方面的人才。要加强与澳

门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在优势学科互补、科研互助、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的交

流合作。 

积极加强学校与澳门特区政府在科技人才培养以及电子政务、数字化专题

培训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三、工作/政策建议 

（一）建议继续策划举办新春座谈交流和高端访问活动，保持与澳门门特

区政府及有关各界的联系和良好关系，继续扩大华侨大学在澳门地区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二）建议继续通过科技讲座、招生宣讲等形式，加大学校在澳门有关中

学的宣传和招生，紧密结合澳门社会发展和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在学科以及课

程设置等方面予以适应调整。 

（三）继续密切与澳门校董、校友的情感联系，以更好的服务争取更多支

持，特别要注重加强对校董、校友新生代的联系和涵养。 

（四）继续加强对澳门校友会工作的指导，协助学校开展澳门校友基

础数据摸底调研工作，充分发挥校友会在服务校友、服务学校发展、服务

澳门和粤港澳大湾区中的作用，继续打造精品品牌活动，推动澳门校友工

作持续健康发展。 

 

 



 

22 

2022 年 1 月至 5 月学生出国(境)交流动态 

 

1. 1 月 15 日，来自文学院、华文学院、经济与金融学院的 3 名免学费交

流生赴澳门大学交流 1 学期。来自外语学院、法学院、旅游学院、经金学院

的 4名交流生赴澳门科技大学交流 1学期。 

2. 2 月，来自文学院、化工学院、工商学院的 3 名免学费交流生赴波兰

什切青大学和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交流 1学期。 

3. 1-2 月，来自 34 个学院的 110 名学生于 2022 年寒假期间顺利完成

2021 年学生出境交流项目（第十批）的 11 个项目。项目涵盖英国剑桥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日本武藏野

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在线科研、课题研究、主题研学和语言提升等线

上交流。 

4. 2 月，来自 10 个学院的 10 名同学于 2022 年寒假期间顺利完成了美国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跨文化沟通训练营项目。 

5. 3-4 月，实施 2022 年学生出境交流项目（第一批）和（第二批），在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前提下，2022 年秋季学期我校拟选派 3

名免学费学生赴澳门大学、3 名自费学生赴澳门科技大学、1 名免学费学生赴

日本岐阜大学出境交流学习 1学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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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项目四方共管，携手抗疫，我校美方合作高校为深受签证、疫情影响

的同学在学习、生活、防疫等诸多方面给予帮助，我校项目学生交流人数虽

然遭遇滑坡，但项目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提出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应坚

定信念，信心和决心，以创新思维应对变化中的世界。 

8. 4 月，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1 名学生赴日本千叶大学实地交流 1 学期。

外国语学院 1名学生线上参加日本岐阜大学免学费交流 1学期。 

9. 4 月 9 日晚，项目科主办“多元交流▪多彩青春”澳门高校学生交流

分享会在云端举行。港澳台侨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韩佳辰、教务处学籍管理一

科科长张小华、港澳台侨事务办公室项目科老师出席分享会，现在澳门高校

交流的我校学生及澳门大学来校交换生分享交流体验，近 70 名师生共同聆听

在线分享。 

10. 5 月，华侨大学与厦门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三期“睦友

乐相知”文化交流项目正式启动，来自印度尼西亚、英国、菲律宾、日本、

柬埔寨、马来西亚、肯尼亚、新西兰、泰国等 9 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大学师

生 342 人相聚云端，开启文化之旅。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中国驻马来西亚

大使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以及中国驻槟城总领馆、中国驻泗水总领馆为

本期项目予以大力支持与推介。本期项目创历史新高，除了厦门市国际友城

的热情参与外，印尼建国大学、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日本长崎县立大学、菲

律宾达沃雅典耀大学等共 23 所兄弟姐妹院校一起组团报名。第三期“睦友乐

相知”文化交流项目采用“互联网+人文交流”新模式，通过六次线上直播，

围绕中国跨境电商、海洋生态文明、世界遗产保护以及趣味汉语、走进厦门

等专题开展全英文互动交流。5月 29日已顺利结课。 

11. 5 月 20 日，2022 年学生出境交流项目（第三批）启动，根据我校与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签署的友好交流协议书，继续推荐应届毕业生赴该校攻读

经济学硕士学位，名额 4人，已收到报名 6份。 

12. 5 月 23 日，2022 年学生出境交流项目（第四批）启动，2022 年暑假

线上交流项目涵盖英国剑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

学、日本京都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及国际组织实习实训等 15 个项目。截

止 6 月 1 日报名结束，第四批学生出境交流 15 个项目共有来自 20 个学院的

48名同学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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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出国及港澳台地区业务办理友情提示  

 

一、因公临时出国（境）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已上线，根据我处工

作安排，自 2020 年起，所有因公出访均需通过该系统审核报批，原则

上不再收取纸质报批材料。 

二、根据华侨大学外事〔2015〕11 号《关于严控各类因公出国境

团组办理时限的通知》，请各组团单位重视预留足够时间办理相关因公

出访手续。对不足办理时限的出访组团，今后国际交流合作处原则上将

不予受理。所造成的出访延误、行程推迟甚至取消等责任由组团单位自

行承担。具体时间如下： 

1.因公出国业务 

校级团组请提前至少 63 个工作日（约两个半月）办理，一般团组

请提前至少 58 个工作日办理（约两个月），仅赴免签国团组请提前 28

个工作日办理（约一个月）。因公出国在送签环节对于送签材料要求非

常严格，如若不符送签要求，福建省外办会拒绝受理团组出访材料，请

各组团单位保持与邀请方的联系，并在以上时间外再预留最少 10 个工

作日作为修改增补材料时间。 

2.因公赴港澳业务 

校级团组请提前至少 28 个工作日办理，一般团组请提前至少 23

个工作日办理。 

3.因公赴台湾业务 

校级团组请提前至少 63 个工作日（约两个半月）办理，一般团组

请提前至少 40个工作日（约一个半月）办理。 

 

 

 

联系人：王婷婷   电话：0592-6160092    邮箱：wangtt@hq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