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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教育部发布 2019 年第 1 号留学预警
预警发布后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记者王思北、胡浩)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 3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
示，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遇到
一些障碍，对此教育部决定发布 2019 年第 1 号留
学预警，提醒广大学生学者出国留学前加强风险
评估，增强防范意识。

续梅说，今年是中美建交 40周年，40 年来中
美的教育合作交流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宽，
已经成为两国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段时间以
来，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受到限制，出现
签证审查周期延长、有效期缩短以及拒签率上升
的情况，对中方留学人员正常赴美学习或在美顺
利完成学业造成影响。教育部提醒广大学生学者
出国留学前加强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识，做好相
应准备。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记者胡浩、王思北)
教育部 3 日发布 2019 年第 1 号留学预警。留学预
警发布之后，中国政府未来对美教育交流合作的
态度和预期是什么？教育交流合作领域是否受到
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美国大学是否正在向中国大
陆学生关闭大门？3 日下午，教育部在国新办举行
专题新闻发布会，回答了记者提问。

美方行为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合

作遭遇寒流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徐永吉表
示，在当前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两国教育交流合
作形式日趋复杂。美国会和联邦政府部门将部分
正常中美教育交流合作活动政治化，冠以“中国威
胁”“中国渗透”之名进行打压，诬蔑孔子学院为中
国在美扩张政治影响、进行价值传播的工具，诬陷
中国学生学者在美开展“非传统间谍”活动并进行
无端滋扰。

他说，在留学生交往方面，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联邦政府对中国部分专业赴美学生进行签证限
制，延长签证审查周期、缩短有效期，拒签率上升。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统计，2018 年我计划公派赴
美留学 10313 人，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按原计划赴
美 331 人，占计划派出人数 3 . 2%；2019 年 1 月至
3 月，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 1353 人，因签证问题
未能成行 182 人，占计划派出人数 13 .5%。2018 年
以来，美以反间谍为由吊销或重新审查中方赴美
人员签证，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扩散，近期美方
还取消了一批中方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学者赴美十
年签证。

徐永吉表示，上述种种行为已经对中国在美

留学生的尊严造成伤害，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
的感情。可以说，美方的行为正在使中美教育交流
合作遭遇寒流。希望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以更
加积极的姿态，多做有益于促进两国教育交流合
作的事情，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作
出努力。

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同包括美在

内的世界各国开展留学生交流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2018 年公布的《门户开放
报告》显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
2017至 2018 学年在美国高校注册学生的中国留
学生为 3 6 . 3 3 万人，占全部国际学生数量的
33 . 2%，同比增长 3 . 6%。2017 学年，中国留学生
为美国带来了近 139 亿美元的经济收入。

徐永吉表示，中国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
界各国加强教育交流合作，但是合作不是单向的，
而是基于双方共同的意愿和互相尊重。自信开放
的中国学生以世界为怀，愿与所有友好国家的青
年一起交流、学习、创造，为推动人类的文明和科
技发展共同作出贡献。

他说，中方始终认为，不管政治经济关系
如何变化，教育交流合作要始终保持自信和定
力。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
各国开展留学生交流。从 1978 年到 2018 年
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 585 . 71 万
人。2018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66 . 21
万人，较去年增长 8 . 83% 。未来，中国政府将
继续秉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
挥作用”的方针，继续同各国相互借鉴教育理
念和管理经验，不断加强人员往来，共同推动
教育发展。

美高校纷纷发声，欢迎包括中国

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和学者

最近有媒体报道，麻省理工学院 2019 年本科
生未招收一名中国大陆学生，也有传闻称美国大
学正在向中国大陆学生关闭大门。

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部已
请驻外使领馆核实相关情况，也向一些美国高校
了解情况，还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了初步核
实。目前掌握到的情况，已经有大陆学生接到了麻
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另外，像耶鲁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这些学校都表示他们向我们的大陆
学生发出了超过 10 份的本科录取通知书，这个数

量和往年相比大体相当。
“总体上来看，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一直在

持续，但是中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的总体形
势保持了平稳态势。”她说，最近一段时间以
来，一些美国著名高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
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莱
斯大学等学校校长，他们都纷纷发声，表示
欢迎和支持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
和学者。

“像哈佛大学的校长表示中美高校之间
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和交流，这对于中美关
系来说特别重要。”续梅说，莱斯大学校长给
全校所有人员发了一封信，信里写：我们的国
际学生、教职员工和来访的学者，不论你们是
从哪里来的，在莱斯大学都会受到尊重和欢
迎。“所以这些大家也可以看出来，美国高校
对华交往合作的态度是开放的，对于留学生
的态度也是欢迎的。”

（上接 1 版）“在一些国家质疑全球化、多边
主义，甚至开始采取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
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促进开放合作、推进自由贸易的好平台。”智利
总统皮涅拉说。

有学者总结，当今世界经济正在形成一个
以中国为桥梁的“双环流”体系，联结起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打通贸易、投资、产业链，创造
全新需求与供给。中国作为“超级链接”和“共享
中枢”，把互利共赢、和合共生作为打开未来的
正确方式。

勇担大国责任增益世界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的国际形势，中国坚守道义，担当使
命，为世界和平发展持续贡献正能量。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等全球行动，努力维
护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权威……中国在捍卫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上的努力，国际社会有
目共睹。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说，中国支持多
边主义，在国际上重信守诺，这体现了古老中华
文明的智慧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
担当。

中国矢志不渝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
际秩序。不论是在中东还是拉美，面对国家间分
歧摩擦和地区性冲突对立，中国一贯从事情的
是非曲直出发，不拉偏架，不徇私利，说公道话，
做公道事，为消弭冲突、化解分歧提供公平公正
的建设性方案。

在当今世界诸多冲突动荡地区，中国越来
越成为守护和平的信心和力量之源。从积极参
与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到推动伊核、
叙利亚、阿富汗、也门等热点问题磋商，中国一
贯主张以和平对话替代冲突对抗，并提出照顾
各方关切的中国方案，赢得国际“朋友圈”越来
越多“点赞”。

从应对气候变化到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从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发展到促进国际反
恐合作……在诸多需要担当责任的国际领域，
中国怀着“天下一家”的情怀，尽己之力，贡献世
界。

而与此相反，一段时间以来，作为世界最大
发达国家的美国，其种种行动却在跟世界发展
大潮逆流而行，跟国际社会人心背道而驰。“从
6 月 10 日起对墨西哥所有输美商品征收 5%
关税，直到非法移民停止经由墨西哥进入我们
国家”——— 美国挥舞“关税大棒”，砸向近邻墨西
哥。

从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退群”，对别家挥
舞贸易霸凌大棒，美国政府的霸蛮行径，危害国
际合作，损害各方利益，遭到包括美国盟友在内
的世界各国普遍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忧心
忡忡地说，当今世界发生深刻变化，多边体系正
面临崩塌。

面对有人开历史倒车搞“丛林法则”霸凌世
界，中国始终坚持国际道义，努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谁在与世界共生，谁在与世界为敌？不
言自明。

力推文明交流美美与共

初夏的北京，一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如约登场。除了亚洲 47 个国家代
表与会，大会还邀请拉美、欧洲等其他地区代
表，就文明交流展开广泛探讨。这场“文明之
约”，发出支持文明交流互鉴的有力声音，释放
出坚持相互尊重、力促文明交融的正能量，在全
球引发积极回响和持久“共振”。

一段时间以来，“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
论”等错误论调甚嚣尘上，与民粹主义、种族主
义相互呼应，引发广泛担忧。

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姹紫嫣红之
别。站在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视角，中国旗帜鲜
明反对所谓“文明冲突”论调，致力于推动文明
对话，为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实现持久和平贡献
智慧和力量。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里莫夫认为，这
场文明对话有助加强合作，实现亚洲和平与共
同繁荣，也有助于解决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
义、贩毒、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难题。

一直以来，推动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都是
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支点和一道靓丽风景。中
国致力于把“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之路”，实
现沿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大交流、文明大融合。
在中国倡议下，共筑“文明之路”日益成为“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的思想共识和共同行动。

在金砖合作机制中，人文交流与经济、政治
安全一起，形成该机制的“三轮驱动”；在上合组
织中，人文合作与安全、经济齐头并进，为促进
上合组织持续有力发展贡献不竭活力。作为金
砖合作和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中国对人文交
流和文明融合的重视，为机制和组织“人文气
质”的塑造和培育打下深深烙印。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中国文明观，同
样蕴含在多边与双边交往的诸多细节中。从雁
栖湖畔到西子湖畔，再到长城脚下的世园会，
重大多边、主场外交场合，丰富多彩、独具匠心
的文化活动融汇东西元素，激发精神共鸣；从
非洲到拉美，中国推动的诸多人文交流举措引
发广泛好评；在高层引领下，中外高级别人文
交流机制日益丰富，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正在形成。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是中
国的宣言，也是中国的行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历史系教授查尔斯·阿姆斯特朗认为，中国凭借
倡导多元文化以及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间的和平共存，已成为整个欧亚及更广地区内
互联互通和交流往来的催化剂。

文明的力量，把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湖海，让
命运与共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认同。

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谋大同。今日之中
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以精彩纷呈
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携手各国迈向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立己达人谋大同

专 家 ：希 望 美 方 多 做 有 益 于

促进两国教育交流合作的事情

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遇到一些障碍，为此，教育部 3 日发布 2019 年
第 1 号留学预警，提醒广大学生学者出国留学
前加强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识。专家表示，希
望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多做有益于促进两
国教育交流合作的事情，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
解和友谊作出努力。

国家留学基金委秘书长生建学表示，在高
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之下，美国以“国家安全”为
名，收紧中国留学生签证政策，千方百计阻挠中
美之间正常的教育交流及人员往来，不利于中
美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往来。

“对国际学者和学生的限制，损害了中美关
系的社会基础。”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任程家
财表示。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古往今
来，任何一种文明都需要从其他文明中汲取智
慧和营养。

“中美人文交流，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
其中有无数生动的故事。”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
长袁明说，在燕京学堂，有许多来自美国的优秀
青年学生。他们在北大的课堂里，听到各个学科
老师关于中国和世界的讲述，广阔的中国大地
更为他们准备了走进实际、走进生活的社会大
课堂。许多美国学生说，这是他们人生“最难忘
的经历”。实际上，中美两国的年轻人，正在书写

和创造“共同的历史”。

国际合作是持续推动知识进步与创新的关
键，国际正常的学术交流不可或缺，合作贡献才
能创造出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有美国学者发表
评论文章指出，美国对外国学者的排挤，以及不
再支持年轻学者对新想法的探索，是对美国科
技继续繁荣发展的严重威胁。

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往往不
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
上的隔膜。正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唯有
相互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才能共同点燃我们
的智慧之灯。

近一段时间，美国多所著名大学校长分别
发声，表达对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和
学者的支持。莱斯大学校长致全校所有人员的
信中说：我们的国际学生、教职员工和来访的学
者，不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在莱斯大学都会受
到尊重和欢迎。

教育交流是国家之间人文交流的重要内
容，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程家财表示，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将始终坚定贯彻落实国家“支持
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
鼓励中国学生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
交流，同时，也努力为各国学生来中国学习作出
更大贡献。(记者胡浩、施雨岑、王思北、史竞男)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 . 22 万名留学生去年来华留学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记者史竞男、胡浩)

记者 3 日从教育部获悉，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
目的国，来华留学生规模趋于稳定，层次显著提
升，学科分布趋于合理。2018 年，共有来自 196 个
国家和地区的 49 . 22 万名留学生来华留学，其
中，“一带一路”沿线 64 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共计
26 . 06 万人，占总人数的 52 . 95%。

据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攻

读学历课程，学历生和研究生占比实现双增
长。2018 年，来华留学的学历生总数 25 . 81 万
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52 . 44%，同比增长
6 . 86%；研究生人数达 8 . 5 万人，比 2017 年增
长 12 . 28%。同时，留学生的专业结构不断优
化，学习工科、管理、理科、艺术、农学的学生数
量增长明显，同比增幅超过 20%，显示出我国
自然学科专业教育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来华留学教育
事业对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教育改革发
展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积极落实领导
人重要外交承诺，设立中非、中蒙、中坦、中
埃和中印尼等专项奖学金；配合高级别人文
交流机制，设立中美、中欧、中俄人文交流奖
学金。另一方面，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中，通过部委合作、省部合作、高校合作，

在能源、交通、通讯、金融、海洋等重大领域培
养储备沿线国家人才，为中国行业企业“走出
去”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

此外，中国政府奖学金杠杆作用持续显现。
2018 年，共有来自 182 个国家的 6 . 3 万名中国政
府奖学金生在华学习。中国政府奖学金对高层次
人才的吸引力不断提升，引领来华留学向高层
次、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南宁 6 月 3 日电（记者夏军、林凡诗）
“让瑶寨儿女走向世界”，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
高级中学校园里，一块石头上镌刻着九个大字，来
往的学生们知道，这是“校长爸爸”莫振高对他们
的嘱托。

莫振高曾是都安高中校长。在生前 30 多年
里，他四处筹款帮助贫困大山里的孩子们上学，一
批又一批瑶山学子圆梦大学，走出大山。2015 年，
莫振高离别人世，但他的嘱托一直鼓舞这片贫困
山区里的孩子们奋斗向前，谱写新的篇章。

瑶山学子奋力争先

都安高中高三学生蒙苏秘很快就要步入高考
考场。每每想到那一刻，她就不自觉地紧张。因为
家贫，蒙苏秘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也特别刻苦，
每天早晨 6时就起床到了教室，“能多学就多学。”

父亲早逝，奶奶年迈，弟弟妹妹尚幼，全家单
靠母亲一人支撑。18 岁的蒙苏秘分外懂事，母亲
每月给她 400 元生活费，加上社会资助 200 多元，
蒙苏秘节衣缩食，还能从微薄的生活费中节省出
钱来买学习资料。

蒙苏秘想考南开大学，为了这个目标，高中三
年她一刻都不曾懈怠。

都安是广西最贫困的县之一，但整个都安高
中的学习氛围特别浓厚。为给孩子们鼓劲，学校老
师经常拿莫振高的事迹激励大家：“莫振高校长生
前最大的希望就是你们能走出大山。”“莫校长一
辈子都在奋斗，我们也不能落后。”

孩子们没有见过莫振高，但都知道莫振高的
故事，许多孩子甚至因为莫振高慕名来此读书。高
三的孩子们感觉心理压力很大时，经常会往校门
口看看“让瑶寨儿女走向世界”的石刻。“就感觉莫
校长一直在陪着我们，鼓励我们。”蒙苏秘说。

“校长爸爸”嘱托常暖人心

莫振高在都安高中工作了 37 年。
许多年前，山里娃读高中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一些孩子因此辍学，这让莫振高痛心不已。“每次

有学生辍学回家，校长都亲自或让班主任去学
生家中，把他们接回。”都安高中教师韦喜凤说，
常挂在校长嘴边的一句话是，“不管怎样，先回
来上学，我来想办法。”

为让孩子们回到校园，莫振高向慈善机构、
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求助。他去找县城南门商
城的老板，找广西南宁一投资公司的经理，他甚
至前往广东中山寻求企业老板的帮助。在各种
场合，莫振高总是说：“我的学生考上了大学，没

有路费，帮一把吧。”孩子们亲切地叫他“校长爸
爸”。

“许多贫困生都知道，只要有莫校长在，我
们就不会失学。”2013 级学生罗志平回忆，他在
都安高中上学期间，平均每学期都能得到近两
千元的生活补助，靠着这些补助，他顺利完成高
中学业并考上大学。

都安高中资助办统计，多年来，莫振高先后
筹集 3000 多万元善款，资助 1 . 8 万多名贫困

生圆了大学梦。
莫振高生前每天早晨 5时多到学校，起床铃

响后到男生宿舍挨个催着学生起床；课间则站在
教学楼前，促着学生珍惜光阴。逢着刮风下雨，他
用广播通知大家添衣，免得感冒。冬日太阳升起，
他一遍遍催着大家晒宿舍棉被；学生们做操时被
雨淋了，广播里会传出莫振高的声音：“食堂为大
家准备了姜糖水，请淋了雨的同学去喝。”

就在去世前 5 天，躺在病床上的他，还打电
话回学校，要求食堂为正在参加会考的高三学生
免费煮汤圆。2015 年莫振高去世时，大家都说，莫
振高一辈子都献给了瑶山。

让梦想照进现实

近年来，广西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就
读普通高中全部免除学杂费，约 10 万贫困家庭
学生享受这一政策。“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还
能获得 3500 元助学金。”都安高中资助办主任韦
宏政说，许多社会爱心人士都主动帮助贫困孩子
们，过去两年，都安全县超过 15 万名学生得到来
自社会各界不同形式的资助。

如今都安高中 5800 多人中，约 24% 的学生
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但如今再没有孩子因
为贫困辍学，孩子们全力向理想中的大学冲刺，
去年考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生多达 11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就有 4 人，越来越多贫
困家庭“梦想照进现实”。

“莫校长不在了，但精神一直在影响大伙。”韦
喜凤说。

都安高中至今还延续着莫振高留下来的惯
例，每年元宵节都为学生提供免费汤圆，端午节
则提供粽子。

蒙苏秘向往南开大学，是想成为像周恩来总
理那样的外交官，“我不仅想走出大山，更希望能
走上国际舞台。”

罗志平考上大学以后，回到家乡都安县加贵
乡中学当一名语文老师。“我想像莫校长一样，把
自己当成一根蜡烛，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哪怕只
能照亮一个角落。”

为了“校长爸爸的嘱托”:瑶山孩子求学圆梦路

▲ 2016 年 6 月 15 日，《校长爸爸——— 百名学子眼中的莫振高校长》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首
发，都安高中学生在现场阅读。该书精选海内外都安高中学子追忆莫振高校长的文章，表达学生对
老师的感恩与怀念之情。

莫振高生前是都安高中校长，在 30 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他帮助上万名山区贫困学生，四处寻求
资助以继续他们的学业，被贫困孩子们唤作“校长爸爸”。2015 年 3 月，莫振高因病去世，同年 5 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追授莫振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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