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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　 腾

摘要:中国和苏丹建交 63 年以来,由于两国政府大力推动、院校之间深入合作、民间“汉语热”的持续

升温,使得教育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苏两国人文交流架设起了友谊的桥梁。 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两国教育领域合作交流的潜力和空间仍然巨大。 关于实现中苏教育合作新格局

的三点建议:(一)拓展培养项目,深化合作层次;(二)加快学历学位互认,提高合作成效;(三)开展远程教

育交流,提高教育合作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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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明多样化的不断发展,教
育国际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国际交流与合作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逐渐成为实现教育国际

化的主要途径。 中国与苏丹(以下简称“中苏”)都

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教育

合作交流根基深厚。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

推进及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双方在互派留学

人员、共办学术论坛、互设研究机构、开办教师研修

班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但两国教育

领域合作交流的潜力和空间仍然巨大。 本文旨在

通过简要回顾中苏教育合作的历史和现状,探析未

来两国发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前景与路径。
一、中苏教育合作历史回顾

苏丹地处非洲大陆东北部,世界第一长河尼罗

河自南向北贯穿全境。 在 2011 年南苏丹独立之前,
苏丹曾经是整个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面积最大的

国家。 从地理位置上看,苏丹位于西亚与北非的过

渡地带,扼红海通往非洲中部、地中海通往印度洋

的交通要冲[1] 。 苏丹地理的这些特性,使得它成为

非洲—中东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成为历史上

一个沟通与联结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西亚、南亚、
地中海欧洲的纽带,因而有“非洲走廊”之誉[2] 。

1959 年 2 月 4 日,中国与苏丹正式宣布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 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中苏两国间

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 1960 年,中国政

府颁布了《中苏互派留学教育工作条例》,两国开始

互相向对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开启了中苏双方教育

交流与合作的序幕。 1970 年 8 月,两国政府签订了

《中苏科学、技术、文化合作协定》,该协定指出,在
培训文学、艺术、体育、科学、技术的从业人员方面,
双方进行互帮互助[3]91-92。 此后,双方又连续签署

了 10 个文化协定执行计划,进一步为教育合作提供

了制度保障。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两国互派留学生

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1979 年中苏两国领导

人进行了多次互访。 其中,苏丹大型政治、军事代

表团对中国访问期间召开了政治和文化小组会议,
双方约定自 1980 年开始,中方每年向苏丹提供 20
名奖学金名额;在体育、医学、音乐和职业教育等领

域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苏丹接受中国留学生在其

国际学院以及喀土穆大学的亚非学院学习阿拉伯

语;此外,双方还约定双方的文化协定应每两年更

新一次[3]139-140。
1986 年 1 月,在过渡军事委员会成员兼武装部

队总参谋长法里格·穆罕默德·陶菲克·哈利勒

率领的苏丹政治军事高级代表团访华期间,举行了

中苏文化与教育合作会谈,再次强调了加强中苏两

国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并落实了相关举措。
1987 年 1 月,中苏双方签署在恩图曼建设职业培训

友谊中心的协议[3]181-182。 1988 年 9 月,应中国共产

党之邀,苏丹乌玛党副总书记巴希尔·欧麦尔·法

迪尔博士率团访华,在此次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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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领导、青年代表团、妇女团体互访的协议,确定

两党应在教育、培训以及文化方面增进往来[3]187。
二、中苏教育合作开展现状

新世纪以来,中苏教育领域交流与合作不断发

展,两国互派留学生人数大幅上涨。 苏丹已成为中

国留学生前往非洲及阿拉伯国家留学的首选国家

之一;同时,苏丹也有大批学生选择赴华深造。 中

苏教育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取得了一系列

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两国政府大力推动交流

2006 年 6 月,中苏双方签署《中苏 2006—2008
年执行计划》,进一步明确了两国在基础教育、高等

教育与科学研究领域的合作执行计划,有力推动了

两国教育交流合作的历史进程。
2015 年,中国与苏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明确指出“继续支持教育合作。 中方愿为苏丹

学生提供更多来华学习深造机会,支持苏丹孔子学

院和汉语教学发展,苏方也将继续向中方提供奖学

金名额。 鼓励两国高校开展交流与联合务实研究

活动。” [4]中苏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是两国关系的

又一次巨大飞跃,为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注入了新

的活力。
自 2019 年以来,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大力推动中

苏教育交流合作。 例如,设立“中国大使奖学金”奖

励苏丹高校中文专业优秀学生,组织苏方优秀学生

赴华学习交流;在喀土穆大学、喀土穆国际阿拉伯

语学院和非洲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大使书屋”;积极

推动在喀土穆大学设立“中国大使讲座教授”;在三

所中 苏 友 谊 学 校 开 设 汉 语 课 程, 推 广 汉 语 教

学等[5] 。
2019 年 10 月,恰逢中苏建交 60 周年,中国驻

苏丹使馆与阿拉伯—中国友好协会联合会在喀土

穆共同举办“中苏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研

讨会,来自中苏两国政府、高校、智库和社会组织等

领域的 20 余名学者和代表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

探讨。 此次会议为中苏关系及两国间教育科研互

动搭建了宝贵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深化了中苏双方

间的理解,为两国下一步开展教研合作与交流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苏教育合作取得

长足进步。 截至 2019 年,苏在华留学生总数超过

3000 人,中国在苏留学生近 500 人,两国互派留学

生人数逐年上涨,增速迅猛。
(二)中苏院校深入开展合作

中苏高校在教育交流始终保持着长期合作关

系。 目前,喀土穆大学、苏丹科技大学、非洲国际大

学、双尼罗大学、喀土穆国际阿拉伯语学院、恩图曼

伊斯兰大学、杰济拉大学和苏丹红海大学等高校与

中国高校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和合作项目,积极开

展本科生和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两国间每年教育

领域人员交流逾 150 人次。
2010 年,中国扬州大学与苏丹喀土穆大学结对

入选中国教育部 “ 中非高校 20 + 20 合作计划”。
2012 年,扬州大学设立苏丹研究中心,正式明确以

苏丹为对象国开展教育科研合作和国别区域研究。
此外,中国农业科学院、山东农业科学院、湖北农业

科学院、甘肃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都积极参

与对接中苏农业项目[6] 。 中苏科研机构合作不仅

扩大中国农业科技的海外影响力,还进一步丰富了

中苏两国教育领域的合作内涵。
(三)苏丹“汉语热”持续升温

随着中苏两国政府在政治、经贸、文化、科研、
新闻广电等领域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入及互派留学

生工作的不断开展,苏丹国内掀起了学习汉语的

热潮。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喀土穆大学在与南京大

学的合作框架下,正式成立中文系。 此后,卡拉里

大学和巴哈利学院也相继开设中文专业,目前红海

大学也正在筹建中文系。
2008 年 10 月,国家汉办与喀土穆大学签署合

作建设孔子学院正式协议;同年,在非洲设立了第

一个汉语水平考试( HSK)考点。 2009 年 11 月,喀
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仪式举行。 喀土穆大学孔

子学院成立 10 年来,已累计教授汉语 3 万余人次;
2017 年以来孔子学院已连续三年获得汉语奖学金

人数位列全球第一;喀土穆大学中文系学生赵之行

在第十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荣获

总冠军,这也是非洲国家选手参加该赛事获得的第

一个总冠军。 除此之外,苏丹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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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习,目前孔子学院已在苏丹财政部、国防部、
司法部、 文化新闻部、 总统府、 内政部开设了汉

语班[7] 。
近年来,中苏两国培训和教育交流持续升温,

越来越多的苏丹人选择学习汉语,赴华深造,迄今

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各领域短期技术培训的苏丹

学员已超 8100 人次。 中国除了向苏丹来华留学生

提供政府奖学金外,还为苏丹培养了一定数量的自

费留学生,他们主要学习农业、动植物学、应用化

学、生物化学、计算机、电子、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和汉语等[8] 。
随着中苏两国各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苏丹对

于汉语人才的需求也明显上升。 苏丹的汉语教学

不仅为苏丹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

中苏两国的友好交往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近年来

中苏教育合作的典范。
三、中苏教育合作前景展望

苏丹是继埃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后,第
四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阿拉伯国家,也是中国在非

洲和阿拉伯地区的重要外交伙伴[6] 。
自 1995 年以来,以中石油为代表的中国石油企

业帮助苏丹建成了年产 260 万吨的三大油田和处理

500 万吨的炼油厂[9] ,形成了体系完整、技术先进、
规模配套的一体化石油工业体系,一度使苏丹实现

了石油自给自足并盈余出口。
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逐步落实及中苏双边

友好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在经贸领域已从中方单

纯的向苏方提供援助发展为以石油合作为龙头,电
力、水利、路桥、港口、电讯、农业、工业、服务业、贸易

等各行业广泛合作的良好局面[10] 。 2020 年,中苏

双边贸易额达 32. 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 2%。 中

国已连续多年保持苏丹第一大投资国、第一大贸易

伙伴、第一大承包工程伙伴国的地位,苏丹也成为

中国在西亚非洲地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11] 。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中国

和苏丹建交 63 年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平等相待,
在发展道路上携手并进,两国传统友谊不断深化。
人文交流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驱动力,在巩固多

边和双边合作民意基础、促进不同文明间互学互鉴

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一带一路”虽然以经济合

作为核心,但经济发展必然涉及技术合作和文化交

流,这中间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12] 。 教育作为

人文交流的重要领域,始终为中苏双方推进人文交

流和推动双边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中苏战

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及两国合作的迅猛发展,中苏对

通晓两国经济、文化、法律的人才需求不断扩大,这
为双方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当前,中国有 50 多所高校开设了阿拉伯语专

业,一些专科院校、经学院等也开设阿拉伯语教学

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13] 。 近年来,我国高等院

校及科研机构不断重视加强对中东、非洲等地区的

国别区域研究,多所综合性大学开设阿语专业以培

养复合型人才,这为中苏高校拓宽教育合作领域,
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并且,苏丹

教育部日前已明确将汉语纳入高中课程,这为推广

中文和中国文化以及加深两国教育合作与交流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四、关于实现中苏教育合作新格局的三点建议

教育合作是中苏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
强两国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中苏双方充分发挥

教育优势、提高各自教育水平、增强文化软实力、应
对教育国际化机遇与挑战的历史选择。 尽管中苏

教育合作与交流已有良好基础,但就于目前双方取

得的实际成果产出,中苏教育领域合作交流的潜力

和空间仍然巨大。 在新时代新背景新机遇下,双方

要继续推动教育合作与交流走深走实,早日形成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 以下是三点

建议:
第一,拓展培养项目,深化合作层次。 目前中

苏教育合作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中国在苏留学生

主要攻读语言、宗教等人文学科,而苏丹学生赴中

国主要学习医学、工程、化学等学科;两国在职业教

育、基础教育开展的合作尚有不足。 在中苏两国未

来教育合作努力的方向上,要充分挖掘中苏高校的

优势学科,利用对方优质的教育资源,积极拓展硕

士生、博士生在工、农、医、法、文、理、哲等学科的联

合培养项目,推动合作办学,深化合作层次。 另外,
加强不同教育领域,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合作,在矿

业、机械、建筑、环境、电气、材料等专业扩大办学规

模,丰富办学模式,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中苏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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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第二,加快学历学位互认,提高合作成效。 在

学历互认方面,迄今为止,在 22 个阿拉伯国家中,仅
有阿尔及利亚(1991 年)和埃及(1997 年)与中国签

署了“关于相互承认证书、学位的协议”。 与科威特

和卡塔尔在教育文化协定中也指出要尽可能达成

与中国的学历学位互认工作[14] 。 因此,中苏双方应

建立教育长效合作机制,加快落实相关规划,健全

和完善相关法规和配套政策,有规划地扩大教育领

域人文交流,加快学历学位互认,提高合作成效。
第三,开展远程教育交流,提高教育合作时效

性。 当下新冠肺炎全球蔓延,国外留学产业受到较

大冲击。 苏丹国内政局动荡、经济衰退,国内基础

设施建设落后,交通、水电、网络问题令人堪忧,亦
对中苏教育合作造成一定挑战。 在此背景下,中方

应加强对苏方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创新教育合作方

式,积极开展两国远程教育交流,开设相关线上课

程,充分发挥线上教育的优势。 譬如,可与当地的

中资企业积极沟通,依托企业平台,实施教育基础

设施和线上平台建设,提高双方教育合作时效性,
多举措融入数字化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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