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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发展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是进一步提升留学中国魅力,优化来华留学生教育结构和抢占国际人

才红利的战略之需。与美国相比,当前我国的外来留学研究生教育规模仍存在较大差距;在留学生的学科领

域分布方面,美国以自然科学为主,我国则集中于人文学科,并存在结构失衡问题。总体上,中美两国对亚洲

生源的依赖性都比较显著,而我国对亚洲国家高层次留学生的吸引力相对不足;在留学生经费资助上,美国

则更为灵活多样。针对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所存在的相对不足,着眼未来,我们应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对外

开放水平,推进高校师资和课程的国际化;同时实施多样化的奖学金政策,赋予高校更多资助自主权,并建构

更具吸引力的实践学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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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

提出,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升水平、内涵发

展”等工作原则,以及“到2020年,来华留学生教育

质量显著提高,涉外办学效益明显提升”的具体目

标,其根本要求就是推进来华留学生教育从“规模扩

张”逐步向“提质增效”阶段迈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事业对外

开放的重要载体,其实现“提质增效”的关键之一在

于促进结构优化,推进研究生层次来华留学生教育

的更大发展。在“双一流”建设和“内涵发展”背景

下,推进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优化发展更具现实

意义。
当前,随着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来

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一些研究从提升质量视角对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加

以探讨[1-4];一些研究者则从差别化培养视角提出改

革方案[5];另有一些学者则从数据分析视角对来华

留学研究生教育现状加以分析和建议[6]。总体上,
推进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优化发展已经成为了学者

们的共识,但要更好地对现状加以改革,不仅需要充

分的理论论证,更需要具体的参照标杆,而从国际比

较视角对此加以研究的文献还比较缺乏。当下,美
国是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也是外来留学生教育大国,
其在发展外来留学研究生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

我们学习、借鉴。

一、加快发展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必要性

来华留学生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来华留学生教

育中的重要和主要组成部分。研究生教育占来华留

学生教育总体的比例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整体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而来华留学研究生的数量和结构也

是来华留学生教育总体水平的重要体现。当下,加
快发展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既有必要也有现实

意义。
(一)巩固已有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留学魅力

的现实诉求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16年来华留学生为

442773人,生源覆盖了全球的205国家和地区,其
中生源数超过500的国家和地区达98个①。2017
年,中国拥有外来留学生数量排名世界第三,占世界

留学生总数的10%左右,仅次于美国(24%)和英国

(11%)之后[7]14。来华留学魅力的逐步提升主要得

益于比较优势的初步彰显。当前中国国际地位、经
济水平、教育质量、学术声誉、留学费用、文化包容、
生活条件、社会治安、入学条件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

对优势都是激发世界各国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拉力

因素。而在所有的拉力因素中,最具吸引力的莫过

于我国总体表现不错的高等教育水平、良好的学术

声誉以及较多的入学机会。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

和水平的提升以及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日益扩张,必
然要求进一步发展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

(二)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实现结构优化

的必然要求

在经济学上,“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完全按

照其以自然条件形成的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

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而产生贸易结构缺陷和

导致国家在贸易中的不利地位。[8]在来华留学生教

育形式的教育服务贸易中,发展“初级产品”的相应

表现主要是以发展短期教育培训、非学历教育等形

式为主体的教育服务输出。目前,在与多个高等教

育强国的外来留学生教育数量比较中,我国虽然具

备一定的领先优势,但在学历生教育,特别是研究生

层次的学历生教育占比方面,尚存在较大差距。研

究生和高级进修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来华留学教

育中的较高层次,但相关统计数据表明,长期以来其

占来华留学生总体的比例始终偏低。[9]比如2016
年,在美国外来留学生中,研究生所占的比例达到

36.3%;[7]61 而同年,我国的相应比例数仅为14.
4%。2016年在来华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北京、上海,
其研究生所占的比例仅分别为19.7%和11.4%。
高层次留学生所占的比例不合理或比较低不仅会影

响一国留学生教育整体结构的优化,而且还会影响

其对外来留学生的持续吸引力。因此,在来华留学

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低端教

育服务输出上,而努力提升高层次(研究生)学历教

育来华留学生的比例则是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和实现优化发展根本要求。

(三)吸引更多外来优秀人才,抢占国际人才红

利的战略之需

经济发展水平是吸引国际优秀人才的一个重要

因素,到经济发达国家或城市工作和生活一直是世

人的普遍向往和追求;而优秀人才的到来,又可以为

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巨大活力。因此,当下世

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地吸引和留住外来优秀人才为

己所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更是冲在前面。他们在

收紧移民政策的同时,却为了能留住一些优秀的高

层次留学生为本国所用而对其实行宽松的就业与移

民政策,并为其后续发展提供各种支持和便捷途径。
在美国,外来留学生一直被视为重要的人才储备,目
前在美国市值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

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10]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立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其本质就是要

求树立起全球人才为我所用的人才观。因此抢占世

界人才红利也已经成为我国的一大发展战略。从现

实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

展,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这激发了越来越多外国学

生做出留学中国的选择。研究生层次教育属于高层

次教育范畴,发展外来留学研究生教育可以吸引到

更多的优秀国际生,通过进一步发掘和培养,可以使

其成为我国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来源和补充。

二、中美外来留学研究生教育的比较

美国是外来留学生教育强国,目前其拥有世界

上最多的外来留学生。作为独树一帜的外来留学生

教育标杆,美国在发展外来留学研究生教育方面的

成就和做法,可以成为我们的重要参考。下文以最

近三年(2014-201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主要依

据,对中美两国外来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进行

全面比较,冀望从中找到我国的相对差距、主要不足

以及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总体教育规模比较

近几年来,来华留学生教育正处于快速发展的

上升期,因此来华留学生研究生数量呈现逐年较大

幅度增长的趋势。以最近三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依

据,可以更好地反映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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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有统计数据表明,近几年来,美国的外来留学研

究生教育发展相对稳定,近三年的统计数据可以比

较客观、全面地呈现其当前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成就

和水平。
表1 中美外来留学研究生的总体数量(单位:人)

中国外来留学生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数量(人) 占比a 数量(人) 占比a 数量(人) 占比a

留学生总数 377054 397635 442773

留学研究生总数 47990 12.7% 53572 13.5% 63867 14.4%

硕士生 35876 74.7% 39205 73.2% 43807 68.5%

博士生 12114 25.3% 14367 26.8% 20060 31.4%

在校研究生总数② 1847689 2.6% 1911406 2.8% 1981051 3.2%

美国外来留学生③

2014年 2015年 2016

数量(人) 占比a 数量(人) 占比a 数量(人) 占比a

留学生总数 974926 1043839 1078822

留学研究生总数 362228 37.2% 383935 36.8% 391124 36.3%

硕士生 208355 57.5% 233463 60.8% 237679 60.8%

博士生 118104 32.6% 122655 32.0% 124705 31.9%

专业学位b 10218 2.8% 12742 3.3% 12138 3.1%

未定类别b 25551 7.1% 15075 3.9% 16602 4.2%

在校研究生总数④ 2915000 12.4% 2940000 13.1% 2972000 13.2%

  注:a“占比”数据从上到下依次分别指代留学研究生数占留学生总数的比;硕士生、博士生、专业学位、未定类别分别占留学研究生总数的

比;留学研究生总数占在校研究生总数的比。b由于统计分类的不同,除了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之外,美国还进一步将留学研究生划分为专业学

位(Professional)和未定类别(Graduate&Unspecified)两大类。

  从上表1中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美

国的统计分类与我国的分类有一定差异,但其总体

上(90%以上)还是以硕士生和博士生为主。近三年

来,我国外来留学研究生总体的均数为55143人,而
美国的均数为379096人,美国的绝对值是中国的

6.87倍。导致这样的差距,除了两国的外来留学生

总体规模存在巨大差距外,更大的原因还在于两者

教育发展结构上的差异。在留学生的总体规模上,
近三年来中国与美国的均数差距仅为1.54倍,而在

外来留学研究生数量上,中国与美国存在不相对应

的较大倍差;同时,从研究生占留学生总数的比例来

看,中国也较大幅度落后于美国,近三年来,其比例

均数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如若对外来留学研究生

的构成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在美国的外来留学研究

生中,博士生所占的比例相对更高。这从本质上反

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在吸引高层次外来留学生方面的

相对不足。此外,外来留学研究生占在校研究生

的比例,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一国高等教育的开放

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在这方面,近三年来,我国的

比例均数仅为2.87%,而美国则达到了12.9%,
两者相差3.5倍。由此可见,在外来留学研究生

教育的总体规模、发展水平方面,我国与美国仍存

在较大差距。
(二)学科领域分布比较

虽然中美两国对留学生教育的学科领域统计分

类有所不同,但对相关数据进行比较还是可以较好

地区分两国所存在的主要差异。近三年来,来华留

学研究生教育所覆盖的专业门类为14个;美国则将

外来留学研究生教育则划分为15个不同的专业类

别。见表2。下文对近三年来,中美外来留学研究

生教育在各学科领域的分布、占总体的比例等信息

加以统计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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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美外来留学研究生的专业分布(单位:人)

中国外来留学研究生

专业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总人数 研究生数 占比a 分布b 总人数 研究生数 占比a 分布b 总人数 研究生数 占比a 分布b

汉语言 194348 4039 2.1% 8.4% 181275 3995 2.2% 7.5% 169093 445 0.3% 0.7%
文学 12242 3406 27.8% 7.1% 31843 3935 12.4% 7.4% 36782 4367 11.9% 6.8%
中医 12857 1697 13.2% 3.5% 12277 1842 15.0% 3.4% 13335 2031 15.2% 3.2%
西医 39233 3149 8.0% 6.6% 45461 3611 7.9% 6.7% 49022 4115 8.4% 6.4%
经济 27799 5002 18.0% 10.4% 30757 5953 19.4% 11.1% 37315 6981 18.7% 10.9%
工科 34134 10072 29.5% 21.1% 31843 11426 35.9% 21.3% 48394 14547 30.1% 22.8%
管理 26951 9864 36.6% 20.6% 28142 10749 38.2% 20.1% 32976 13042 39.5% 20.4%
法学 9118 3874 42.5% 8.1% 9310 4198 45.1% 7.8% 11187 5030 45.0% 7.9%
艺术 5531 880 15.9% 1.8% 5218 920 17.6% 1.7% 5369 936 17.4% 1.5%
历史 1335 492 36.9% 1.0% 1181 492 41.7% 0.9% 1176 492 41.8% 0.8%
哲学 547 400 73.1% 0.8% 515 376 73.0% 0.7% 534 434 81.3% 0.7%
理科 3927 2464 62.7% 5.1% 4604 3098 67.3% 5.8% 6210 4075 65.6% 6.4%
农科 2368 1269 53.6% 2.6% 2723 1471 54.0% 2.8% 3471 1854 53.4% 2.9%
教育 6664 1382 20.7% 2.9% 4963 1506 30.3% 2.8% 27900 5518 19.8% 8.6%

美国外来留学研究生

专业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总人数 研究生数 占比a 分布b 总人数 研究生数 占比a 分布b 总人数 研究生数 占比a 分布b

工程 196750 95573 48.6% 26.4% 216932 103640 47.8% 27.0% 230711 105060 48.4% 26.9%
数学和计

算机科学
112950 59068 52.3% 16.3% 141651 70503 49.8% 18.3% 167180 76113 53.7% 19.5%

自然和

生命科学
73838 37696 51.1% 10.4% 75385 36834 48.9% 9.6% 76838 37056 49.2% 9.5%

健康专业 33399 16396 49.1% 4.5% 33947 17040 50.2% 4.4% 34395 16454 48.5% 4.2%
农业 12278 6394 52.1% 1.8% 12318 6361 51.6% 1.7% 12602 6281 51.0% 1.6%

商业和管理197258 56580 28.7% 15.6% 200312 56265 28.1% 14.6% 200754 57167 28.5% 14.6%
社会科学 75951 27822 36.6% 7.7% 81304 28386 34.9% 7.4% 83046 28188 34.7% 7.2%
美术及

应用艺术
56758 19464 34.3% 5.4% 59736 19651 32.9% 5.1% 61506 20196 33.8% 5.2%

英语 49233 19 0.0% 0.0% 40877 220 0.5% 0.1% 30309 161 0.4% 0.0%

传播和新闻 20161 5782 28.7% 1.6% 21160 5278 24.9% 1.4% 21913 5759 27.2% 1.5%

教育 17675 11890 67.3% 3.3% 19483 12565 64.5% 3.3% 17993 10867 55.8% 2.8%

人文 17504 9943 56.8% 2.7% 17664 9640 54.6% 2.5% 17561 9877 55.9% 2.5%

法律 13778 8475 61.5% 2.3% 15077 9132 60.6% 2.4% 15306 9053 60.0% 2.3%

其它学科 73176 6837 9.3% 1.9% 81318 7021 8.6% 1.8% 87577 7579 9.3% 1.9%

无明确学科 24217 289 1.2% 0.1% 26675 1399 5.2% 0.4% 21131 1313 4.9% 0.3%

  注:a“占比”指各专业留学研究生数占各专业留学生总数的比。b“分布”指各专业留学研究生数占总体留学研究生数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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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以上表2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简单地累加计

算,我们可以发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包括表2中的

农科、西医、工科、理科、中医五大门类),2014-2016
年,我 国 外 来 留 学 研 究 生 所 占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38.9%、40.0%和41.7%;相应的,美国STEM领域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领域,其覆盖了表2中

的工程、农业、自然和生命科学、健康专业、数学和计

算机科学五大门类)的外来留学研究生数占其总体

的比例分别达到了59.4%、61.1%和61.7%。总体

上,我国的外来留学研究生教育以人文学科类专

业为主,而美国则以自然科学领域专业为主。这

进一步彰显了我国高等教育在自然科学领域对高

层次外来留学生吸引力的相对不足,同时其也反

映了我国外来留学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的相对失

衡。比如,2015年,我国高校理学、工学、农学、医
学主要四大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生数占在校研究

生总数的比例为61.21%②;而来华留学研究生教

育的专业分布却未与之形成相对匹配。此外,从

外来留学研究生占各学科留学生总体的比例来

看,除了“英语”学科以外,美国各主要专业的研究

生占比分布相对均衡,其外来留学研究生占各专

业比例之差相对比较小;相应的,在我国外来留学

研究生占各专业的比例中,除“汉语言”专业以外,
各专业间的占比差距仍然比较大。因此,进一步

优化专业结构是促进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更大发

展的必然要求。
(三)来源地区分布比较

作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当前中国与美国

的外来留学生生源均覆盖了全球的各主要国家和地

区。从中美外来留学研究生的大洲分布(以下表3)
来看,当前两国的外来留学研究生生源主体均来自

亚洲国家。相比之下,美国的外来研究生教育对亚

洲国家生源的依赖性则更大,当下其80%左右的外

来留学研究生都来自于亚洲国家;而中国的外来留

学研究生,除了以亚洲国家生源为主体外,非洲和欧

洲国家生源也占据较大比例。
表3 中美外来留学研究生的大洲分布(单位:人)

中国外来留学研究生 美国外来留学研究生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洲别 研究生数占总体比研究生数占总体比研究生数占总体比研究生数占总体比研究生数占总体比研究生数占总体比

亚洲 28916 60.3% 32012 59.8% 37604 58.9% 287865 79.5% 308971 80.7% 316870 81.0%

非洲 8713 18.2% 10441 19.5% 13570 21.2% 12655 3.5% 13353 3.5% 13916 3.6%

欧洲 6893 14.4% 7335 13.7% 8416 13.2% 28646 7.9% 28230 7.4% 27524 7.0%

美洲 3001 6.2% 3274 6.1% 3747 5.9% 31417 8.7% 30791 8.0% 31187 8.0%

大洋洲 467 0.9% 510 0.9% 530 0.8% 1644 0.4% 1589 0.4% 1626 0.4%

  在具体的国家生源分布上,中美两国外来留学

研究生来源最多的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分布具有较大

差异。从下表(表4)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虽然研

究生层次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对一些亚洲国家的吸引

力正呈现较大幅度上涨趋势,比如巴基斯坦、蒙古、
泰国等,但是其生源绝对数相对比较小,没有与紧随

其后的国家生源数形成较大级差。
美国外来留学研究生数量最多的前10个国家

或地区相对稳定,其中亚洲的中国与印度对其外来

研究生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比如2016年,两者

生源占其外来研究生总数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32.8%和26.8%。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与印度的巨

大人口基数以及不断上升的教育发展水平和留学教

育需求等因素。诚然,从另一侧面分析,这其中的更

重要原因还在于美国高层次教育对亚洲各国的巨大

吸引力。相比之下,中国高等教育对印度等亚洲国

家的外来留学研究生的吸引力就相对弱小。当前来

华留学人数最多的韩国,其来华留学研究生的数量

并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比如,2016年韩国来华留学

生数达到了70540人(占据全球来华留学生数的

15.9%),但其研究生教育层次的来华留学生数占比

仅为5.4%。可见,要促进高层次来华留学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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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四)经费资助方式比较

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资助外来留学生是各国在

发展外来留学生教育中的普遍做法,这是吸引更多

优秀外来留学生的重要策略,也是各国政府或高校

对外来留学生教育发展加以调控和引导的一种途

径。从以下表5的相关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不

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受政府或高校资助的外来留学

生所占的比例总体都不太高。近三年受中国资助的

外来留学生占比均数为10.37%,美国的相应数则

为27.83%。随着留学生数量的日益激增,外方资

助或学生自费留学将是外来留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

途径。从受资助学生的比例来看,当前美国在这方

面的支出远远大于我国。
表4 中美外来留学研究生数最多的前10个国家/地区(单位:人)

中国外来留学研究生 美国外来留学研究生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国家/地区研究生数国家/地区研究生数国家/地区研究生数国家/地区研究生数国家/地区研究生数国家/地区研究生数

韩国 3873 巴基斯坦 5116 巴基斯坦 7078 中国 120331 中国 123250 中国 128320

巴基斯坦 3775 韩国 3789 韩国 3830 印度 85055 印度 101850 印度 104899

越南 3678 越南 3406 越南 3452 韩国 17605 韩国 16613 韩国 16471

泰国 2646 泰国 2806 蒙古 3114 阿拉伯 12584 阿拉伯 13210 阿拉伯 12268

蒙古 2369 蒙古 2544 泰国 3014 加拿大 10605 加拿大 10220 加拿大 10113

俄罗斯 2047 俄罗斯 2405 俄罗斯 2943 中国台湾 9607 伊朗 9534 伊朗 9578

美国 1373 哈萨克斯坦 1472 哈萨克斯坦 1776 伊朗 8953 中国台湾 9164 中国台湾 8948

哈萨克斯坦 1271 美国 1402 尼泊尔 1610 土耳其 5357 土耳其 5125 土耳其 4776

尼泊尔 1249 尼泊尔 1392 老挝 1556 巴西 4110 巴西 4308 孟加拉国 4319

法国 1235 印度 1181 美国 1556 墨西哥 3994 墨西哥 4169 尼日利亚 4239

表5 中美外来留学研究生留学经费资助方式(单位:人)

中国外来留学研究生

年份
中国政府奖生数

(占总体比)
研究生

奖生数

研究生占

总奖生比

研究生奖

生比例

2014 36943(9.8%) 23368 63.3% 48.7%

2015 40600(10.2%) 27613 68.0% 51.5%

2016 49022(11.1%) 33940 69.2% 53.1%

美国外来留学研究生

年份
美方资助留学生数

(占总体比)
研究生

获助数

研究生占

总获助生比

研究生获

助生比例

研究生获资助方式分布

雇佣式资助 美方大学资助美国政府资助美国私人资助

2014 261008(26.8%) 137284 52.6% 37.9% 1.6% 95.8% 1.9% 0.7%

2015 253653(24.3%) 137833 54.3% 35.9% 1.7% 96.3% 1.4% 0.6%

2016 349039(32.4%) 127115 36.4% 32.5% 1.2% 95.7% 2.5% 0.6%

  从外来留学研究生获得资助的比例来看,中美

两国的资助经费都较多地倾向于研究生。当前我国

接近70%的政府奖学金都投给了研究生教育层次

的留学生;而美国一半左右的美方资助经费(近三年

的均数为47.8%)则投给了外来留学研究生(其中

2016年的资助比例下降比较显著)。从研究生获奖

学金的比例来看,当前约一半左右的外来留学研究

生可以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而近三年来美国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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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研究生获美方资助的比例均数为35.4%。此

外,从资助方式来看,我国主要以政府奖学金的形式

对来华留学生进行资助;而美国的资助方式更为灵

活多样,其中政府对学生直接资助所占的份额非常

小,近三年来其比例均数仅为1.93%。当前,美国

对外来留学研究生的资助方式主要以“高校资助”为
主,即留学生通过在美方大学开展助教或助研的方

式来获取资助,其获取的资助一般由高校从联邦政

府拨付给学校的科研经费中支出。这种资助方式,
在本质上也主要是由政府财政支出,但却赋予了高

校较大的留学生招生和管理自主权,其可以有效提

升资助的灵活性和充分发挥资助所具有的调控作

用。将来,在外来留学研究生经费资助方面,我们可

以在多方借鉴的基础上,设置更为灵活多样的途径

和方式,并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

三、对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启发与建议

近十几年来,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虽然获得较

快发展,但与外来留学生教育强国相比,我们在诸多

方面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反观现实,同时着眼长

远,我们应进行更为谨慎地思虑和规划,进而采取积

极对策,推动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更大发展。针

对现状所存在的相对不足,同时在借鉴美国发展经

验的基础上,将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大方面加以努

力和改进。
(一)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提升高校的

世界知名度

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虽然与多方面因素密切

相关,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世界知名度和影响力,必
然是首当其冲的拉力因素。对研究生层次的来华留

学生而言,我国世界知名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

质量必然是其中的最大引力。近十年来,我国的一

流大学和学科建设虽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与世界

高等教育强国,特别是与美国相比,仍具有较大差

距。在自然科学领域,要吸引到高层次、高质量的来

华留学生,我国排名比较靠前的一批重点大学的科

研实力、总体水平和学科排名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至关重要。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世界影响力,除
了要加强自我建设和提升外,更重要的是积极参与

世界高等教育合作,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全球的曝

光率和认可度。为此,我国高校需要更多地按照国

际标准加以建设、管理和评估,并充分、主动融入到

国际教育竞争中。其中最有效的一个途径就是积极

参与和推动高等教育专业质量保障和评估的国际合

作。当前,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国际化工作方面,我
国一些高校已经迈出了稳健的一步。不少的“985、
211工程大学”,比如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浙江大学等主动邀请了国外高水平的评估机

构或相关专家来对自身的学科、专业、课程建设和质

量进行国际化评估。与此同时,教育部评估中心

(HEEC)近年来积极邀请国外高水平的专家来参与

对我国部分大学的评估,同时密切与美、俄、英、德、
法、澳等国的交流,并积极寻求与 OECD、欧盟、
INQAAHE、IEA等国际组织深度交流合作。[11]将
来,在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还需以

更加包容、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高等教育合作与竞

争中,促进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本土标准与世界标准

的融合。
(二)提升教师的外语应用能力,推进师资和课

程的国际化

美国在发展外来留学生教育方面的优势,除了

一流的高等教育水平、发达的国民经济和举足轻重

的世界影响力等主体因素外,使用英语教学也是其

中的一个重要竞争力和吸引点。目前,“全世界有

4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全球1/3的人讲英

语,75%的电视节目以英语为语言媒介,80%的互联

网信息用英语进行传播。[12]英语已经成为了世界上

使用作为广泛的语言,世界上的多数非英语国家都

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来学习和推广。语言障碍一直

是世界各国发展外来留学教育的一大瓶颈,掌握较

高水平的留学接收国官方语言是留学生完成高质

量、高水平留学教育的基本保障,同时也是留学接收

国对高层次留学生的基本要求。随着中国在世界影

响力的日益增大,汉语成为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外语

选修课程,但是其普及率远不及英语。对于多数外

国学生,特别是对于欧美国家学生而言,汉语能力的

缺乏往往成为了他们留学中国的重要绊脚石。目前

非英语国家在解决外来留学生教学语言问题上的常

见做法是,应用全球最为通用的外语(英语)来进行

课程教学与交流。因此,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

育对高层次外来留学生的吸引力,我们还须大力推

进师资和课程的国际化,包括普遍开设纯英语留学

项目或专业和提高教师使用英语授课和学术交流的

能力,从而使外来留学研究生选择留学中国之时不

用囿于汉语水平的不足,使中国在与众多欧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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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层次留学生生源竞争中可以较大程度地减少语

言因素的不利影响。在这一方面,目前我国的一些

“985、211工程高校”已经开始探索和尝试,比如,
2019-2020学年度,清华大学有20个硕士项目与8
个博士项目为全英文授课学位项目。[13]这是一个良

好的开端,但现实仍需要更大的努力和推动。此外,
提高师资的国际化,还应加大引进国际优质师资的

力度。当前,全球范围内的优质师资一直是国际顶

尖大学的必争资源。欧美发达国家大学常常以优厚

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

教师。国际知名大学外籍教师所占的比例一般能达

到20%左右,有的甚至更高,比如牛津大学外籍教

师比例高达40%;香港科技大学则达到了35%。[14]

近十几年来,我国高校也加大了引进外籍教师的力

度,但总体仍远远不足。
(三)实施灵活多样的奖学金政策,赋予高校更

多资助自主权

为优秀的来华留学生提供留学奖学金是吸引来

华留学生的一个有效途径和方式。目前,我国向外

来留学生发放的政府奖学金虽然六成以上的名额都

向留学研究生倾斜,但政府奖学金发放数额毕竟有

限,随着留学生数量的日益扩增,奖学金发放必然相

对不足。此外,当前我国的留学生奖学金资助政策

或形式相对单一,主要是以政府奖学金的方式向留

学生发放,缺乏灵活性。为了进一步提升奖学金的

调节和激励作用,应设置更为多样化的资助制度和

制定更为完善的资助政策。一是借鉴美国方式,增
设来华留学研究生企业奖学金制度,鼓励企业拿出

一部分发展资金用于接收优秀的外来留学研究生,
特别是博士层次的研究生。企业可以采取与高校联

合的形式,共同对研究生进行培养,留学生主要在高

校接受理论学习,由高校颁发学位,但在论文写作和

实习实训阶段,需要到企业开展一定的科研服务和

实践工作。学生通过参与企业的科研活动或技术研

发工作来完成科研训练与论文写作,并获取一定报

酬。这种方式对企业培育和发掘所需紧缺人才方面

可以发挥重要促进作用。同时,外来留学生的注入,
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优势互补,营造良好科研氛围,
并有利于提高企业科研工作的国际化水平。对于优

秀的留学毕业生,企业还可以优先申请聘为己用。
二是赋予高校更多的奖学金发放自主权。除了设置

一部分的政府奖学金项目外,政府可以通过人才培

养经费或科研经费的方式,将更多的留学研究生资

助经费下拨给高校,高校则根据自身的特性和发展

规划,设置与之相适应的留学生资助方式和资助重

点。当前,美国90%以上的外来留学生研究生资助

经费都是通过高校直接发放给学生,这种方式更具

灵活性和适切性,可以成为我们的重要参考。
(四)借鉴美国的OPT模式,建构更具吸引力的

实践学习制度

OPT的全称是OptionalPracticalTraining,即
“任选实习”,其一般是国际学生在美国完成规定学

业后的工作实习期身份许可,由 USCIS(美国公民

与移民局)审理并颁发工作许可证。根据不同专业,
美国允许国际毕业生在美的OPT时间为1~3年不

等。在此期间,毕业生可以以学生或非移民身份到

企业打工,也可以申请绿卡。对于大多数的外来留

学生而言,OPT制度是他们深入了解美国企业、体
验美国工作、体现自身能力和获取长期在美国发展

权益的一个重要机会和主要途径。对于向往美国生

活,且具备优秀才能的外国留学生而言,这是留学美

国的一大吸引点。同时,对于美国企业而言,通过

OPT,他们可以更加充分、全面地考察毕业生的质

量和水平,从中挑选到适合企业发展的优秀人才。
而对于大多数没有就业竞争力的国际毕业生,在
OPT结束后,他们必将因为没能找到长期的雇主而

不得不离开美国,进而实现“优胜劣汰”。抢占优秀

的国际毕业生为本国发展服务一直是世界各大经济

发达国家参与“世界人才红利”争夺的重要手段。在

美国,留学生一直被视为重要的人才储备,在硅谷创

业的高科技人才有四成以上来自于外国,而这其中

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曾经在美留学的留学生。[10]在这

方面,我们可以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设置更适

合我国特点的留学生实习或工作制度。对此,我们

首先需要做的是,对现行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

生管理规定》加以修订,并通过更为完善的政策构建

和更严格的筛选,有条件的允许硕士、博士层次来华

留学毕业生到企业实习和工作。这是我国完善高水

平人才补给,抢占世界人才“红利”亟需考虑的一个

发展战略,同时也是吸引更多优秀来华留学研究生

的重要举措。同时,允许留学生到企业实习或工作,
可以使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经济发展特

点和经济制度,增加对中国企业的情感,从而为中国

走出去发展的企业培养一大批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

视野的应用型人才。这是一个多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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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数据来源: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编写的2014—2016

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系列统计年鉴中的相关统计数

据以及对相关数据的计算结果。文中有关来华留学生教

育的相关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源于此。
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

年度教育数据,以及对相关数据的计算.http://data.
stats.gov.cn/index.htm,2019-05-20.

③ 数据来源:美国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编写

的OpenDoorsReport2015/2016/2017on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New York: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Education)系列报告中的数据及其对相关

数据的计算。文中有关美国外来留学生教育的相关数

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源于此。
④ 数据来源:Snyder,T.D.,deBrey,C.,&Dillow,S.
A.DigestofEducationStatistics2017/2016/2015[M].
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Instituteof
EducationSciences,U.S.DepartmentofEducation.
Washington,DC.

参考文献:
[1]陈强,霍佳震.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的质量观与效益观

[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5(7):21-25.
[2]刘水云.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J].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2017(8):26-31.
[3]程伟华,张海滨,董维春.“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来华留

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基于学生发展理论[J].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2019(1):64-71.

[4]程伟华,张海滨,董维春.从“规模扩张”到“提质增效”:
新时代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转型与制度重构[J].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2018(12):32-38.
[5]万佼,陈蕾,张旭.来华留学研究生差别化培养的思考

[J].江苏高教,2016(3):105-108.
[6]王军.现状分析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J].中国高教研

究,2006(6):21-23.
[7]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OpenDoors2017

ReportonInternationalEducationalExchange[R].
NewYork: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2017:
14,61.

[8]蒋德恩.中国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的条件与对策

[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3):16-20.
[9]方宝,武毅英.高等教育来华留学生的变化趋势研究:

基于近十五年统计数据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
2016(2):119-130.

[10]王辉耀,苗绿.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2014)[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1]方宝,武毅英.论东盟来华留学教育扩大发展的有效路

径[J].复旦教育论坛,2016(2):107-112.
[12]王守仁.以提高我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为出发点,推进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J].外语界,2006(5):2-7.
[13]清华大学.国际生培养:发展概况[EB/OL].https://

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thu/newthu_cnt/
education/edu-3-1.html,2019-05-20.

[14]李永强,罗石.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关键[J].中国农业教育,2009(3):27-29.

AComparativeStudyontheStatusQuoofPostgraduateEducation
forInternationalStudentsinChinaandtheUSA:

Basedonananalysisofrelevantstatisticdata

FANGBao,WEIJian
(Guangxi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Nanning,530200)

Abstract:Tospeedupthedevelopmentofthe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educationisastrategicrequirementforChinato
furtherenhanceitsattractiontointernationalstudents,optimizethemixofinternationalstudentsstudyinginChinaand
competeforthedividendofinternationaltalent.IncomparisonwiththeUSA,thescaleofthe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
educationinChinastilllagsbehindatpresent.Intermsofthestudentdistributioninthefieldofdisciplines,international
studentsconcentratemainlyonnaturalsciencesintheUSA,whileinChina,theyconcentrateonhumanities.Inaddition,the
mixisunbalanced.Ingeneral,bothChinaandtheUSAareobviouslydependentonAsianstudentsourceandChinaisrelatively
lessattractivetohigh-levelstudentsinAsiancountries.Intermsoffundingassistancetointernationalstudents,theUSAhas
morewaysandflexible.InviewoftherelativeshortagesofChinainits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studenteducation,this
papersuggestsafarsightedvisiontothefuture,proposingafurtherenhancementofthelevelofopeningupandpushingahead
internationalizationoffacultyandcurriculuminhighereducation.Atthesametime,thispaperalsoproposestoimplement
policiesondiversifiedscholarships,authorizemoreautonomypowertouniversitiesinfundinginternationalstudentsandcreate
amoreattractivepracticallearningsystem.
Keywords:educationforinternationalstudents;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s;contrastiveanalysisofChinaandthe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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