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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称“语合中心”）正式发布设

立公告，受到海内外各界关注。那么，语合中心和不久前由 27 所高校和企业共同

发起成立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二者有何关联并将分别履行哪些职能？新机构的成立会给孔子学院的发展带了哪些

改变？记者就大家普遍关心的上述问题采访了相关负责人及中外方专家。 

 

新挑战带来新机遇 

 

  “世界各国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热情持续高涨，个性化、差异化、多样

化的中文学习需求与日俱增，这无疑对孔子学院等各级各类中文教育机构提出了新

挑战，但同时也为统筹办学资源、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水平创造了新机遇。”

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客观阐释了当前国际中

文教育的现状。 

  自 2004 年创办第一家孔子学院至今的 16 年里，孔子学院从语言入手、用文

化交融，建设和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中文教育机构。截至目前，我国已与全球 162

个国家和地区合作设立了 540 所孔子学院、1154 个孔子课堂，中文的“朋友圈”

越来越大。 

  伴随中文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

大学设立中文院系专业，也希望中国派遣更多中文教师、提供更多中文教材，帮助

各级各类学校成体系开设中文课程。 

 

  “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的资金来源和资源供给，越来越无法满足各国旺盛的中

文教学需求。”在 2019 年 12 月召开的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上，许多孔子学院的中

外方院长、中文教育专家学者、教育机构和企业等，呼吁参照法语联盟基金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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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文化基金会、俄罗斯世界基金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等做法，成立基金会运作

孔子学院，并达成基本共识。 

  “无论是提升教育质量、完善办学机制，还是考虑国际惯例，成立基金会都是

一个最适合的方式。而且，这也是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的需要。孔子学院这

一全球公益教育品牌已初步具备了民间化、市场化运作的良好基础，适时交付基金

会运作，符合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副理事

长、秘书长赵灵山告诉记者。 

  获悉孔子学院的改革举措后，首尔孔子学院理事长李充阳表示，将孔子学院转

制到国际化、民间化、专业化基金会运行是顺应新时代需求的变革，将为孔子学院

提供新的组织结构和模式，保障孔子学院继续拥有充足的资源，更有利于国际中文

教育未来在全球的发展。 

 

新机构承担新使命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二者之间有何职能

的分工和不同？孔子学院为什么由基金会来提供支持和服务？ 

  “基金会发起单位特别是中方高校，一直都是承办和运行孔子学院的主体，办

学经验丰富，专业优势明显，人力资源充足，同时具有支持和服务孔子学院发展的

良好意愿。”赵灵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金会愿意承担支持和服务全球孔

子学院的职能。” 

  “北京语言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教授外国学生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职能的大

学，也是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中国大学之一，在国际中文教育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刘利表示，“学校将发挥业务关联密切、办学经验丰富、专业特色明

显等优势，尽最大努力回报孔子学院和社会各界，支持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更好更快

发展。” 

  记者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设立公告》中看到，语合中心“是发展国际中

文教育事业的专业公益教育机构，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提供

优质的服务，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世界多元文化互学互鉴搭建友好协作的平

台”。 



新方式创造新起点 

 

  基金会成立后对孔子学院的支持方式会有什么变化，是各国孔子学院普遍关注

的问题。例如，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和美国、加拿大多所孔子学院

院长都表示支持转制，并希望与中方密切协调沟通后续工作。 

  记者从基金会了解到，孔子学院品牌由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后，除支持和服务

的机构改变外，还有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性质的变化，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属民

间公益教育机构；二是模式的变化，基金会将从社会上筹集资金，也将依靠孔子学

院的中外方教育机构发挥办学主体作用。 

  “总体而言，基金会一定可以帮助海外孔院搭建更广泛的平台、汇聚更丰富的

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各海外孔院获得的发展空间只会更大，获得的资源只

会增加不会减少，支持和服务还会更有力、更多元、更优化。”赵灵山明确表示，

“基金会不会具体参与海外孔院的运行和管理，中外方合作机构需要发挥更多主体

责任，基金会对孔院的支持更多体现在品牌塑造、标准指引、资源服务和生态营造

上。”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深入发展的当下，

语言教育在促进人文交流和深化国际理解方面的基础性、独特性作用愈发凸显。国

际中文教育有足够的底气和强大的定力，迈向更加多元、更有内涵的新时代。 

 

 

 

欧汉会秘书处转载。2020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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