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國家越來越重視培養來華留學生，
但並沒有很好地挖掘留學生教育的經濟和
政治的潛在價值。國家和高等院校沒有充
分認識到，需要把留學生教育作為培養對
華友好人士和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戰略意
義。這容易導致在具體工作中出現經濟利
益取向的短視，或者只是把留學生教育當
成點綴。

生源國別單一 碩博生較少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的2006年各國

接收外國學歷留學生的數目：美國有58萬
人，英國有33萬人。2008年，中國的學歷留
學生僅有8萬人，當中攻讀碩士、博士學位
者較少，只有1萬人。
另外，來華留學生的整體層次不高，距離

國際標準差距甚大。美國學歷層次留學生通
常佔70%以上，中國僅佔35.8%。美國留學
生的主體是研究生，而中國主體為本科生。
大部分留學生來華只為學漢語，這反映中國
教育整體水準不高、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現
實。

來華留學生80%來自亞洲，只能說是區域
留學教育，生源國別單一，遠低過國際的教
育標準。而且來華留學生主要集中在北京、
上海、天津的少數著名高校，西部地區的留
學生人數非常少。

寬外嚴內 評審不公
不少教師在培養來華留學生的教育理念上

存有一定的偏差。部分老師對留學生的要求
過鬆，出現對留學生與對本土生標準不一的
現象。例如，同樣的課程，對中國學生實行
閉卷考試，對留學生則實行開卷考試。這導
致部分留學生不認真學習，在享受「特權」
的同時，又看不起中國人自我貶低的行為。
在教育方法上，中國教育偏向灌輸性教育，
課堂缺乏質疑與互動，不利於培養學生的創
新精神。教學語言方面，中國高校課堂採用
中文授課，對中文程度不好的外國學生存在
一定的難度。

難適應社會 學校支援弱
留學生來自世界各

地，擁有與中國

不同的文化背景。來華留學生不少具宗教信
仰，在中國參加禮拜活動、適應飲食等方面
存在困難。另外，他們對於中國普遍存在的
交通擁擠、不排隊、說話大聲等現象也感到
不適應。
有關研究顯示，來華留學生在心理、社會

文化和學術這3方面的適應都存在一定的困
難，家人和朋友對緩解他們的心理適應問題
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學校的支持作用並

不顯著。

增外匯收入 創就業機會
在中國，本科留學生的學費基本是中國本科生學

費的約5倍，成本差別不大。北京教育新技術推廣中
心主任謝以明表示，每個在北京的留學生每年平
均消費5萬元人民幣。而據專家評估，每5萬元人
民幣的商機約可增加4個工作機會。培養外國留學
生有助於增加中國的外匯收入及創造就業機會。

提升國際化水平 建一流大學
中國提出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一般而言，國

際化大學至少須有10%以上的國際學生，如哈佛
大學的留學生比例佔20%、牛津大學為22.5%。目
前，中國的來華留學生僅佔高校總人數的0.5%左
右，與國際標準相差甚遠。

育國家領袖 銷文化實力
留學生群體匯集各國的社會精英，部分曾在中

國留學的人回國後成為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如哈薩
克斯坦總理馬西莫夫、泰國公主詩琳通、埃塞俄比
亞前任聯邦院議長穆拉圖等。加強對留學生的工
作，對於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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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郝平：《解放思想、開拓創新　推動來華留學工作科學發展》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50/

201005/87589.html

2.《來華留學生簡明統計2009》，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2010年7月

3. 蔣凱：《來華留學生教育的瓶頸問題及解決措施》，《大學教育科學》，2010年第2期

1. 根據上文，解釋中國留學生政策的重點。

2. 參考上文，解釋來華留學生工作與國家軟實力的關係。

3. 你在何等程度認同「中國高校的國際化程度不高，減低海外生來華留學的意慾」這個說法？

4. 假設你是來華留學生，你會在哪些方面遇到適應問題？試舉3項並加以說明。

5. 與美國比較，中國吸引和培養留學生的方式有何不足？試舉3項並加以說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意義
•增加外匯收入，創造就業機會。
•提升國際化水平，助建一流大學。
•培養世界精英，提升國家軟實力。

政策
•招生範圍擴大，權力下放學校。
•建立學歷電子系統，強化管理。
•政府機關及企業設立獎學金制度。
•加強對外宣傳，舉辦留學展覽。

特徵
•招收院校增加
•獎學金比例上升
•專業選擇多元化

問題
•生源國別單一，碩博生較少。
•老師對留學生的要求較寬鬆，造
成評審不公。

•文化背景不同，適應社會困難。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來華留學生

現代中國＋全球化

多
收
留
學
生

多
收
留
學
生

壯
大

春風化雨 意義重大
吸引海外留學生對中國而言共有3大意義：

■外國留學生正與居民進行漢語交談。

資料圖片

■修讀中醫學的海外留學生在中國學以致

用，為患者進行傳統的火罐療法。 資料圖片

中國留學生政策的推行重點如下：

招生範圍擴大 權力下放學校
中國從上世紀的1950年開始提供獎學金，招收的來華留學生因為意識

形態原因，開始主要集中在東歐國家。後來，進一步招收亞洲、非洲等
友好國家的留學生。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招收自費來華的留學生，並
且對西方已發展國家的留學生開放。從1987年9月起，中國試行新的措
施，把招收自費生的權力下放到學校。

建立電子系統 強化管理
中國還加強對留學生工作的管理。2000年，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

共同頒布《高等學校接受外國留學生管理規定》。2003年，教育部確立
「擴大規模、提高層次、保證品質、規範管理」的來華留學生工作原則。
2004年9月1日，全國啟用來華留學資訊管理系統。從2008年3月起，建立
外國留學生新生學籍和學歷證書電子註冊系統，從而規範對留學生的工
作管理。

政企設獎學金 吸優異生
2008年，教育部等部門聯合提出《關於在「十一五」期間擴大中國政府

獎學金規模的報告》，指出「進一步擴大外國留學生規模，實施留學中國
計劃」。政府決定大幅擴大中國政府獎學金來華留學的規模，在2009年、
2010年每年增加招收約3,000名留學生，鼓勵接受高層次的來華留學生。
政府積極推動來華獎學金來源管道呈現多元化。除政府獎學金外，一

些地方政府、高校、企業也設立一些來華留學生獎學金。如北京投入
4,500萬元人民幣，上海投入2,500萬元人民幣，遼寧和浙江各投入500萬
元人民幣。

辦留學展 施行雙語授課
此外，政府和高校加強留學生政策的宣傳，如印尼、英國和意大利等

先後舉辦留學中國教育展等活動，讓外界了解中國留學生政策。
中國針對留學生的需求，對留學生開設經濟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專業

課程，並實行英語和漢語的共同授課方式，允許來華留學生在校外居
住，增加他們接觸其他中國人的機會。

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

增長的火車頭。在世界與

中國共同享受經濟繁榮的同

時，海外對來華留學的需求不斷

增強。無論歐美等已發展國家或亞

非拉等發展中國家，都需要越多越多懂

中國、懂漢語的國際專才。美日一直把

吸引和培養外國留學生上升作為國家戰

略，培養「親美」、「親日」人士，輸送

自己的價值觀，影響各國精英階層。在

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期，培養來華留學

生不但具有創造大量外匯的經濟效應，

更具有提升國家軟實力和核心競爭力的

重要戰略意義，因此必須引起國人的重

視。 ■葉淑蘭 華東師範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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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葉淑蘭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
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政治與外交。出版英
文學術專著《崛起中國的東亞地區政策：建構主
義視角》和中文著作《北歐：這裡沒有窮人》。

根據中國教育部統計，從1990年到1997年，來華
留學生人數年均遞增超過30%。至2001年，有關人
數超過6萬人，首次與同期出國人數基本持平。
2010年，在華學習的外國留學人員突破26萬人，分
布在全國61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學機
構。
從洲際層面看，據2009年統計，來自亞洲的留學

生人數佔首位，有161,605名，佔全年來華留學生
總數的67.84%；歐洲為35,876人，佔15.06%；美洲
為25,557人，佔10.73%。
按國別層面看，來華留學生人數名列前三位的國

家是韓國、美國、日本。據2009年統計，韓國有
64,232人，美國有18,650人，日本有15,409人。
從學歷層次看，據2009年統計，本科生有74,472

人，碩士研究生有14,227人，博士研究生有4,751
人，可見高學歷的留學人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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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全國61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學機
構。
從洲際層面看，據2009年統計，來自亞洲的留學

生人數佔首位，有161,605名，佔全年來華留學生
總數的67.84%；歐洲為35,876人，佔15.06%；美洲
為25,557人，佔10.73%。
按國別層面看，來華留學生人數名列前三位的國

家是韓國、美國、日本。據2009年統計，韓國有
64,232人，美國有18,650人，日本有15,409人。
從學歷層次看，據2009年統計，本科生有74,472

人，碩士研究生有14,227人，博士研究生有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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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彈政策　四出挖才 偏
重
短
期
利
益
輕
視
長
遠
戰
略

｜結｜語｜
培養來華留學生，需要站在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戰略

高度。高校與有關工作人員需要克服經濟利益取向的短視

行為，而需要把吸引留學生當成是培養對華友好人士的長期過

程。要贏得留學生對中國的尊重和友誼，需要國人自立自強，

不斷提升國人自身的素質，增強中國高校的教育水準和國際競

爭力。

■社會輿論普遍認為多收留學生能

壯大國家軟實力。圖為天津醫科大

學留學生畢業禮。 資料圖片軟
實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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