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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外的底蕴



     历史的广外

第一阶段： 

办学溯源与初期发展（1965至1980）

第二阶段：

改革开放时期的开拓与进取（1980至1995）

第三阶段：

探索公民教育与国际化人才培养之路（1995至2010）

一、广外的底蕴



港澳各届同贺广州
外国语学院成立留
影：建院党委书记
兼院长饶彰风，著
名人士马万祺、何
贤等人。 

第一阶段: 办学溯源与初期发展（1965至1980）

一、广外的底蕴



1970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对广东高校实行“调、并、迁、改”，中山
大学外语系、暨南大学外语系、外贸系以及广州外语学校并入广州外国
语学院，1977年恢复“广州外国语学院”名称。校址迁至广州市北郊黄
婆洞原中南林学院旧址。 

第一阶段: 办学溯源与初期发展（1965至1980）

一、广外的底蕴



华南崛起的首所外国语院校

第一阶段: 办学溯源与初期发展（1965至1980）

一、广外的底蕴



第一阶段: 办学溯源与初期发展（1965至1980）

图1：广州外国语学院65级学生军训合影
图2：上世纪70年代，广州外国语学院外语团队翻译的美国断代史
         《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

一、广外的底蕴



《现代外语》创刊于1978年，
创始人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宗炎
教授和桂诗春教授。自2000年始，
由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
心承办，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
期刊，在全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语言学类的22种来源期刊中
名列第二（2007年），是目前美国
语言学会认定的，中国唯一可进入
美国语言学提要索引库的学术期刊。 

第一阶段: 办学溯源与初期发展（1965至1980）

一、广外的底蕴



第二阶段  改革开放时期的开拓与进取（1980至1995）

    应广东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急需，1980年12月，广州
对外贸易学院在广州市北郊大朗成立，实行国家外贸部和
广东省双重领导，以外贸部为主的领导体制。

一、广外的底蕴



桂诗春是国内提出“应用语言
学”的第一人。1981年，学校
获全国第一个鲜明地突出应用
语言学特色的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硕士点授予权，1986
年再获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博士点授予权。1988年成为
全国重点学科。

第二阶段  改革开放时期的开拓与进取（1980至1995）

一、广外的底蕴



第二阶段  改革开放时期的开拓与进取（1980至1995）

全国英语标准化考试诞生于广外

1985年，在广州举办的第二届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改

革科研讨论会后，广州外国语

学院教授桂诗春、李筱菊被任

命为标准化改革小组核心人员，

承担了高考英语改革的任务。

美国教育测试服务中心高级研究员曼宁与
广州外国语学院教授研讨英语标准化考试

一、广外的底蕴



1995年，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给

合并后的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题词

第二阶段  改革开放时期的开拓与进取（1980至1995）

一、广外的底蕴



第三阶段  探索公民教育与国际化人才培养之路

1995年6月，广州外国语学院和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合并组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外进入了新的跨越式的发展阶段

一、广外的底蕴



当年新大学挂牌场景

第三阶段  探索公民教育与国际化人才培养之路

一、广外的底蕴



第三阶段  探索公民教育与国际化人才培养之路

Ø 2003年2月，广东省教育厅正式同意广外作为优质教育资源首批
进入广州大学城。

Ø 2004年9月，首批4529名新生入驻大学城。

一、广外的底蕴



 2008年10月，广东财经职业学院正式划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管理

    

第三阶段  探索公民教育与国际化人才培养之路

一、广外的底蕴



李长春、张德江同志来校视察 

第三阶段  探索公民教育与国际化人才培养之路

一、广外的底蕴



 
 

吴仪同志到广外视察

第三阶段  探索公民教育与国际化人才培养之路

一、广外的底蕴



广外的校徽

（一）立足于校训“明德尚行，学贯中西”，主体部分采用地
球造型，上半球为简约地球仪造型，象征学校立足中国面向世
界的办学思路，下半球为“W”的变体造型字母，既是“外语
外贸”中“外”字的汉语拼音声母和英语单词“world”的首个
字母，寓意我校培养国际通用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同时，
“W”在象形上近似一本翻开的书和一只展翅飞翔的鸟，象征
学子孜孜汲取知识，鹏程万里。
（二）校徽外型为圆形，外圈为中英文校名，上半圈为“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毛体手书校名，下半圈为“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英文校名。
（三）校徽主体以中蓝色为基调，图案为白色，简洁明快，寓
意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独立精神。中英文校名为红色，醒目突出，
表现热情、智慧与活力。

一、广外的底蕴



中文：明德尚行　学贯中西
英文：Pursuit of Integrity, Practice and Cross-cultural learning
 

广外的校训

一、广外的底蕴



广外的校歌

一、广外的底蕴



一、广外的底蕴



    饶彰风(1913-1970) ，
广东大埔人，原名
饶高评，又名蒲特、
张枫，广州外国语
学院首任党委书记
兼院长

  广外名人

一、广外的底蕴



图1:1965年秋，饶彰风在广州外语学院为新生军训作动员讲话
图2:与周恩来等合影

广外名人

一、广外的底蕴



广外名人

梁宗岱，广东新会人，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和教育家。
梁宗岱先生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国新诗史上占有不
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为中国西方语言文学教育和跨文化人才
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2011年入选“世纪广东学人”。

一、广外的底蕴



广外大型原创话剧《梁宗岱》首演合影



      

广外名人

桂诗春，陕西西安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主要创始人
之一。曾任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
学学科评议组第三、
四届委员 。2011年被
评为“广东省首届优
秀科学家”

一、广外的底蕴





      

广外名人
李筱菊，广西苍梧人，外国语言学
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其在英国杂志发表的《为交际教学
道路辩护》，被学者视为20世纪80
年代国际英语教学改革的代表作之
一。主编的《交际英语教程》，获
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1985～
1989年，作为全国高考英语考试标
准化改革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积极参与“全国高校招生英语科考
试标准化试验”项目。该项目于
1989年通过国家鉴定，获全国教育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7年出版
专着《语言测试科学与艺术》，获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二等
奖。

一、广外的底蕴



一、广外的底蕴



广外这些年的发展，走过一段不平凡的改革发展历程

 围绕着“办什么样的广外，怎样办好广外”，广外于2001年
推行五项改革，2005年推行新五项改革。2008年提出建设
“国际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
2012年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提出“到2025年建校六十周年时，

将我校建设成为国际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

 围绕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广外确定教

育使命：培养国际化高层次人材。

一、广外的底蕴



  “国际化”是广外最鲜明的特色和最核心的优势

       近年来，学校围绕建设国际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
的奋斗目标不断向前迈进，取得了突出成就。当前，广东
正深入实施“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广外作为“冲一流”高校，将以外语学科和非外语学科
“双轮驱动”为引擎，聚焦内涵式发展，全力加快建设国
际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

二、广外的特色



“国际化”是广外发展史中一脉相承的基因

1965年招生简章：“为中南五省培养又红又专，身体健康的外语
师资和外事工作者”

二、广外的特色



文革的特殊年代：弦歌不辍

招收“小大学生”及工农兵学员，利用开门办学等契机开展各项教
学活动；同时利用外语师资，承担联合国文件翻译、外语词典编写
等重要任务，满足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广外的特色



改革开放后，探索“外语人才培养模式”
    时任外语学院院长黄建华：“一所大学，它不能无视社会的发展，当时
广外选择专业化倾向的路子，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
    广外由此开始实行“外语专业+辅修专业或专业方向”的教学模式，培
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二、广外的特色



“敢为人先，大朗精神”

1980年，广州对外贸易学院成立，以培养国际企业管理人才为目标

二、广外的特色



合并发展，新大学走上特色发展之路

    1995年，广州外国语学院与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合并，组建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学校开始实现跨越式发展。
    大学积极创新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具有浓
厚人文素养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二、广外的特色



·深化学生国际化
·深化人才国际化
·深化教学国际化
·深化科研国际化
·深化管理国际化

二、广外的特色

如今的广外



·弘扬“卓越、诚信、包容、自信”的广外价值
观，培养国际化高层次人才

“卓越，是广外人的追求”
“诚信，是广外人的信条”
“包容，是广外人的胸襟”
“自信，是广外人的心态”

二、广外的特色





·2014年新增波兰语、老挝
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数
字媒体艺术5个专业
·2015年新增马来语、乌尔
都语、网络与新媒体专业3
个专业
·2016年新增希腊语、公共
关系学专业2个专业
·2017年新增捷克语、塞尔
维亚语、孟加拉语、土耳其
语、波斯语、网络空间安全
6个专业

·深化学生国际化，对接全球治理新趋势，开设战略
性小语种专业

二、广外的特色



即达到“出国（境）学习的本科生、研究生人数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达
到10%，来华留学生人数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达到10%，在校工作的国
（境）外教师人数占在编教师总数的比例达到10%。”

推进实施学校“310”工程

我校留学生参演央视《五月的鲜花》学生在世界人权理事会进行口译

二、广外的特色





广外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除首批开设的国际商务创
新班、国际经济与贸易创新
班、会计学（ACCA国际会计
）创新班外，又陆续开设工
商管理（国际创新班）、国
际管理会计（CIMA）创新班
、亚洲校园计划班和翻译（
宗岱班）。

二、广外的特色

ACCA授予我校“ACCA 2017年度优秀高校”



  首创“国际治理创新硕士研究生”项目

    2017年3月，一个全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国际治理创新研究
生项目在广外正式启动。项目采用校内学习1年，海外学习1年，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实习半年或一年的“1+1+1”培养模式，按双方高校要求
申请学位获得通过，即可分别获得广外和国外两个学位证书。通过和
国际知名学府合作，共同培养熟悉国际政治、外交、法律、经济和管
理的综合型复合型高端专业人才。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首任驻世界
贸易组织大使孙振宇为创新班学生做讲座

二、广外的特色



·以外语学科和非外语学科为引擎“双轮驱动”

二、广外的特色



·深化管理国际化，对标世界“一流”，提升内部精
细化管理水平

管理人员“影子计划”：我到海外“洋挂职”

二、广外的特色



·越是塑造学校国际化特色，越是改革发展，就越要强化
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始终突出道路、方向和宗旨问题，不折
不扣地落实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和巩固风清气正、
和谐向上的校园环境。

二、广外的特色

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为师生作思政专题报告会



辽宁日报《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整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大致概括出“大学

课堂上的中国”三类问题。 
 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有的老师用戏谑的方式

讲思想理论课，揭秘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隐
私”；将毛泽东与古代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
构历史，肆意评价；对党的创新理论不屑一顾，
动辄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归结为理论的失败。 

 第二是缺乏政治认同。有的老师传递肤浅的
“留学感”，追捧西方“三权分立”，认为中国
应该走西方道路；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
甚至唱反调；片面夸大贪污腐败、社会公平、社
会管理等问题，把发展中的问题视为政治基因缺
陷。 

 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有的老师把自己生活中
的不如意变成课堂上的牢骚，让学生做无聊的
“仲裁”；把“我就是不入党”视为个性，显示
自己“有骨气”；把社会上的顺口溜和网络上的
灰色段子当做论据，吓唬学生“社会险恶”，劝
导学生“厚黑保身”。 













学校党委在2012年开展以青年
教师健康成长为核心的“四心行
动” 的书记项目，之后连续实施
“四推工程”、“四优建设”、
“四强”工程 ，连年的真情实招
受到了中青年教师的大力拥护。
《南方日报》、人民网、中国共
产党新闻网先后进行报道，《人
民论坛》杂志社进行专访，并受
邀参加了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
基层党建治理高峰论坛和发言，
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治理案例。 隋广军邀青年教工茶叙

二、广外的特色



二、广外的特色



“铸魂·系扣”工程获广东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特等奖，时任广东省委、宣
传部长慎海雄同志多次对广外多层次、多载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表
示肯定和赞赏，我代表学校在全省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介绍广外相关经验，广外
创新开展中外学生价值观对话会的经验在《广东教育信息》专题刊发并呈报教
育部，广东省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中心落户广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点灯计划”：为参与普法活动的居民答疑

二、广外的特色



黄建华，广东南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
亚洲辞书学首届会长、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
“法国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退休后罹癌坚持16年，
完成700余万字的国内最大规模《汉法大词典》。

师德楷模

二、广外的特色



今年3月31日，黄建华教授获广东省委宣传部授予“南粤楷模”荣誉称号。





我校举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外学生价值观对话会

二、广外的特色



 广外已经从单一的外语、外经贸学科发展为多学科的省属重点
大学。广外现在不仅是培养高层次外语专业人才的摇篮，同时，
利用广东区域优势，优化学科布局，现已建成文学、经济学、
管理学、法学、理学、工学、教育学和艺术学八大学科门
类协调发展的多学科格局。

三、广外的实力



三、广外的实力

学科建设



教育教学

        2016年，学校更新人才培养理念
，深化以学分制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机
制改革，创新协同育人机制，健全创
新创业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培养高
水平国际化人才。

       学校现有5门国家级精品课程，8个
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2个国家级教
学团队，18个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38个省级教学成果培育项目。

三、广外的实力



教育教学

三、广外的实力



项  目 单位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出版专著 部 54 54 41 60 61 60

发表论文 篇 1278 1259 1416 1257 1459 1705

其中：一类权威、SCI和SSCI 篇 58 76 95 89 106 124

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项 — 14 — 20 — 17

纵向项目立项 项 146 147 178 154 160 224

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立项 项 95 98 114 102 98 153

其中：国家级项目立项 项 23 21 29 25 32 39

横向项目立项 项 95 65 73 111 108 130

科研经费（来源校外） 万元 2395.2 1920.3 1889.5 3033.3 3393.6 4181.7

三、广外的实力

科学研究



三、广外的实力



1个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1个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加拿大研究中心
1个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区域创新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1个省政府智库机构——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2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外语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

三、广外的实力

智库建设



硕士以上学位教师

占专任教师比例
% 87.6 88.8 89.4 90.9 92.6 92.8

博士学位教师占比 % 31.1 33.9 36.4 40.4 45.2 48.0

硕士学位教师占比 % 56.5 55.0 53.0 50.5 47.4 44.8

教授人数 人 221 238 241 258 284 300

教授占教师总数比例 % 19.0 20.6 20.9 22.5 23.2 23.3

副教授人数 人 362 369 355 353 362 376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占教师总

数比例
% 50.1 52.4 51.7 53.2 52.8 52.5

项  目 单位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截至2017年底，学校具有国（境）外留学、进修或工作（3个月以上）背景的教师人数为
745人，占专任教师数量比重为57.8%。

师资队伍

三、广外的实力



项  目 单位 2017 项  目 单位 2017

教育部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
人 16

“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人 13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人 12
广东省“千百十工程”

省级培养对象
人 44

博士生导师 人 52 “珠江学者” 人 9

硕士生导师 人 405 “云山学者” 人 194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人 4
广东省“千百十工程”

国家级培养对象
人 1

“万人计划” 人 2 广东“特支计划” 人 4

文化名家暨“四个

一批”人才工程
人 2

广东省理论宣传青年

优秀人才
人 2

   
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

培养计划
人 23

师资队伍

三、广外的实力



国际交流与合作

项  目 单位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教师出国（境）进修情况 人次 58 47 80 79 77 78

出国（境）项目学生 人次 757 882 947 977 956 970

管理干部赴国（境）外研修、学习 人次 0 28 12 25 18 9

项  目 单位 2012 2017 项目 单位 2012 2017

有实际合作项目院校 所 238 374 长期外教 人 81 139

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 个 39 52
其中：硕士学位以上

外教人数
人 58 116

孔子学院 所 3 5 外教占专任教师比例 % 6.96 10.79

出国留学培训项目 个 18 25 短期访问学者 人 117 163

三、广外的实力



栗战书为我校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共建孔子课堂授牌

三、广外的实力



 校舍建筑总面积89万平方米

 学校拥有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1个省级
教学示范中心和总面积5.2万余平方米的实验室。

 图书馆馆藏纸质文献资源总量为296.74万册，中外文纸质期刊1823种，
2452份，中外文电子书1004.1万种（册）。订购中外文电子数据库165种；
另有开放获取网络数据库资源18种、富有我校专业学科特色的自建数据
库14种。中外文电子期刊12.4万种，非书资料约6.7万件，实现32个外语
语种馆藏文献采购、编目、流通和检索的网络化集成管理。

办学条件

三、广外的实力



学生就业

近五年学生毕业就业情况

三、广外的实力



中国薪酬网公布2018年《中国大学薪酬排行榜TOP200》，我校位列第24位

三、广外的实力





李绍山：广外培养的首位博士

李绍山，河南夏邑人，广
外1987级校友，是广外的
第一位博士生。2007年，
被任命为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院长，2008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先后兼任国家教
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
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军事
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三、广外的实力
知名校友



何茂春：读书与行走，铸就大学者姿态

何茂春，广外1982级
校友，现任清华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国际关
系学系教授、经济外
交研究中心主任，博
士生导师，《中国经
济外交》年刊主编，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
员会和民盟中央经济
及区域规划委员会副
主任。

三、广外的实力
知名校友



成功创业优秀校友：温城辉、陈安妮

三、广外的实力
知名校友



    广外53年办学业绩

 广外现开设有72个本科专业(2018年有65个专业招生)，共有26个外语
语种，是华南地区外语语种最多的学校。

  在教育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广外是广东有参评学科进入全国排
名前5%的4所高校之一，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获评A档位列广东第一，应
用经济学位列广东第三。

 2016年，广外研究阐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立项数全国排名第三、广东省第一、全国同类院校第一。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为广东省首批重点智库，在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中，位列地方性智库影响力排名
第3位。

 截至2017年底，已与包括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
高校在内的53个国家和地区的374所高校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三、广外的实力



Ø 华南地区第一：华南地区外语语种最多、外语人才最集中的高校，是向联
合国提供高端翻译人才的全球19所大学之一

Ø 全国唯一：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Ø 华南地区唯一：外交部政策研究重点合作单位

Ø 全省唯一：广东省国际化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Ø 全省唯一：教育部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

Ø 全国唯一：教育部国际化商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Ø 全国外语院校唯一：通过AMBA国际认证

Ø 全国外语院校唯一：入选“亚洲校园计划”

Ø 全国首批：教育部依法治校示范校

Ø 全省首家：获得省教育厅核准大学章程的省属高校

Ø 全省唯一：2012年，广外作为广东省唯一代表，被国务院评为“全国就业
先进工作单位”

广外53年办学业绩

三、广外的实力



 媒体关注：

  2017年，中央、省市纸质媒体及主流网络媒体对我校报道的
稿件总数达1400余条。第二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
国际智库论坛、华南国际知识产权研究院、广东省首届十大
涉外知识产权案例发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与城市融
合指数报告发布等媒体策划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而良好的影
响。

三、广外的实力



四、广外的担当
学校的使命：践行“明德尚行，学贯中西”的校训，以培养
全球化高素质公民为使命，着力推进专业教学与外语教学的
深度融合，培养 “双高”（思想素质高、专业水平高）、
“两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强、实践创新能力强），具有国
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有社
会责任感的国际化人才。 



担当的几个维度
1、能够担当
2、勇于担当
3、有效担当

   担当的几大表现
1、为中国与西方全面建立外交关系培养外事人才
2、为全国高考英语改革贡献独特力量

3、为广东举办重大国际活动、赛事承担语言翻译服务

4、为广东和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智慧

5、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贡献特殊智慧

6、为国家边疆建设、精准扶贫计划贡献力量



隋广军：
广外持续深化国际化特色，进
一步对接全球治理、传递中国
能量，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助力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
前列”新目标。

隋广军接受《南方日报》采访

四、广外的担当



p以创新驱动发展：培养创新人才 培育创新成果  

p以需求引领发展：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新型智库  

p以改革促进发展：深入推进自主办学综合改革试点  

p以保障支撑发展：筑牢思想基础 夯实组织根基  

四、广外的担当



p “双一流”战略
外国语言文学争创国际知名的全国一流学科
外语学科与经管法学科融合发展

p “人才强校”工程
面向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项目设“人才特区”
面向校内教职工设“云山特聘岗位”

p “人文幸福广外”
让师生享受“幸福感”
创造环境让师生提升“获得感”

四、广外的担当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对接国家和社会发展新需求，为广东担
负“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历史使命贡献“广外智慧”：

·教育部考试中心组建了以广外刘建达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英语能力测评研究团
队，依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研制完成《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
表》，该量表是我国第一个覆盖各教育阶段英语教学、学习和测评的能力标准，
填补了国内外语言能力量表的空白，为国际语言教育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为广东省首批重点智库，在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带
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中，位列地方性智库影响力排名第3位；在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编写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报告《全球
智库报告2017》中，入选分项表单亚洲大国智库排名第87位。

·大学新近设立了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桂诗春
语言高等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基地等机构。

四、广外的担当



2012年初，我校启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2012年6月，我校专题研讨教育部“2011计划”



2013年7月，我校牵头的广东“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和外语
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同时揭牌成立。 



2016年11月21日，原国务院委员戴秉国前来我校指导新型智
库建设

四、广外的担当



四、广外的担当

2015年以来，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
议、“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广东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及广东发展重大问题，向中央和广
东省政府部门上报决策咨询报告102份，近50份报告获得国家和
省部级领导重要批示，其中被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7份。



四、广外的担当



 广外将适应国家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动承担
历史使命，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布局，积极创新人才
培养机制，在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精品课程和教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等方面
实现新突破，为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提供人才保障。

四、广外的担当

对接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人才结构需求，提供高素
质国际化人才支持
   



王辉耀：情系外交梦，辉耀智囊团

他是加拿大最早一批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他是首
位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加拿大华裔外交官；他是心系祖国的新华商代表；
他是东西方商务交流的使者。“广外是我思想的故乡。”

担当重任的校友们
四、广外的担当



王超与老师亲切交谈王超会见比利时副首相

王超：外交部副部长的母校情

知名校友
四、广外的担当





宋俊文：不做公务员，要做“乡村创客”

冯卓怡：从广东姑娘到新疆古丽

四、广外的担当
知名校友



邵书琴2013年毕业于我校国际商务英语学院，
志愿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伴随着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
要的地方去”的激昂旋律，她只身前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托云牧场，从事基层社
会管理工作。在服务期间，邵书琴迅速适应
当地的环境，在祖国边疆扎根，利用自己的
专业优势，发挥自身能力，出色完成各项工
作，并策划多项活动，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
生活。服务期满后，她申请扎根边疆，留在
牧场工作，几年时间里，连年被牧场党委评
为“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爱岗敬
业女干部”“民族团结先进个人”。2018年
邵书琴获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

知名校友
四、广外的担当



建设海外孔子学院，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作出新贡献

    广外目前开办了5所
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
堂：日本札幌大学孔子
学院、俄罗斯乌拉尔大
学孔子学院、秘鲁圣玛
利亚天主教大学孔子学
院、佛得角大学孔子学
院及埃及艾因夏姆斯大
学孔子课堂。

四、广外的担当



    广外服务广东对外开放新格局，积极承接省市大型赛会服务项目。全年组
织1000多名学生参加2017广州《财富》全球论坛、2017年国际泳联世界跳水系
列赛（广州站）、团中央日本代表交流访问团、亚洲大学校长暑期项目、金砖
国家运动会、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中俄青少年运动会、
三城经济联盟2017广州年会等近30项大型国际赛会、友好访问团的志愿服务工
作，累计志愿时近3万个小时。志愿服务工作得到国际友人、政府部门和新闻

媒体的高度认可。

四、广外的担当

志愿服务2017广州《财富》论坛



欢迎关注党委宣传部和党委教师工
作部

我校官方微信自2016年正式运营以
来，影响力不断提升。2016年，我
校官微年度阅读量突破百万，入围
2016年度全国高校微信影响力百强
名单，位列第57位;2017年度累计阅
读量达142万，《广外版<告白气球>》
获广东省本科高校官微“十佳推文”
第二名，《我的广外，52岁生日快
乐》等微信阅读量破10万。截至目
前，官方微信累积粉丝量已达70000
人，成为我校对内对外宣传的重要
窗口。



2016年11月23日，我校新媒体联盟成立





祝各位新教师、新同事：
在广外工作顺利，

生活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