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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中心
，

北京 �������

�摘 要� 留学教育是国际教育贸易的最主要形式
，

也是最具产业化性质的一种教育形式
、

它不但可 以给教育出

口 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
，

也可聚集人才
，

为教育出 口 国积蓄实力 进人 ��� 年代以后
，

国际教育市场竟争激烈

教育发达国家都将接收留学生作为实现本国教育国际化和赚取外汇的重要途径
。

在全球经济一休化的推动 卜

留学经济 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新热点
。

我国的留学教育起步较晚
，

是 目前最大的教育逆差国之一
，

发展留学教

育
，

启动留学经济是我国教育走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

�关键词� 留学教育
� 经济收益 � 国际教育市场

� 教育贸易

【中图分类号� ���
�

���
一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一���一��������������一�����
一。�

� ��� ������� ��

������� ����

�������������������� ������

������� ������� ���������

��� ��
一

��

����
������� ��

����� ��
���化� ���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 ��������� �� � ���� 一���������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留学教 育可 以上溯�七百年
，

甚至上千年的历

史
。

但是将留学教育当作一项国际服务贸易来对

待
，

将接受留学生与赚取外汇相提并论却是从��

世纪 �� 年代末期才真正开始的
。

进人 �� 年代 以

后
，

欧美发达国家纷纷
“

抢滩
”

海外教育市场
，
一 止匕

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近几年也开始加人到这个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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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
。

吸引留学生
，

大力开展留学教育已成为许多

国家实现教育国际化
，

赚取外汇的重要途径之一
。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
，

世界范围内的留学热

潮正在孕育和发展成为
“

留学经济
” 。

外交关系的发展
。

因此
，

在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同

时
，

许多发达国家也在全世界大量网罗高级人才
。

留学教育是最具产业化性质的教育形式
，

也是

实现智力资源全球配置的重要形式
，

通过留学教育

吸引人才和聚集人才
，

不但可以创造直接的经济收

益
，

对增加国家以至地区的核心竞争力也具有明显

的作用
。

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的前身�秘书处 ���� 年

�月开列了
“

服务部门参考清单
” ，

将教育服务列为

�� 个国际服务贸易项 目之一
。

留学教育是国际教

育贸易的最主要形式
，

与一般的贸易相比
，

其主要

特征在于
�

它是通过在本国境内向其他国家的消费

者提供教育或培训等有偿服务来赚取外汇
�由于教

育活动的特点
，

从接受留学生到教育服务提供完

毕
，

周期较长�’��

从以赚取外汇为手段的国际教育贸易的作用

来看
，

吸引留学生可为提供教育服务的出 口国带来

可观的经济利益
�

��� 直接的学费收人
，

这是最直

观和直接的收益
。

这部分收人的直接受益者通常

不是教育出 口国政府
，

而是接收留学生的各教育机

构
。

但留学生的学费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本国

教育部门的经费状况
，

减轻了政府的教育财政负

担
，

因此
，

国家也被视为间接受益者
。

如 ����年
，

澳大利亚 ������大学从外国留学生处获得的收

入达 ���� 万澳元
，

占该校当年经费预算的 ��
�

��
。

���留学生的生活费用等间接收人
。

这部分收入

包括留学生在生活必需品
、

住房
、

旅游
、

娱乐等各方

面开销的费用
，

其实际数目也相 当可观
。

澳大利亚

����一����学年除收取 �
�

�� 亿澳元的留学生学费

以外
，

还通过向留学生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方式获取

了���亿澳元的收人
。

��� 接受教育后滞留不归的

高级人才为教育出 口 国经济所作的贡献
。

这部分

收益是无形的
，

难以用数字计量
，

但其贡献远远大

于前两项之和
。

美国是最典型的例子
。

目前国际

社会中每年获博士学位 的人有 ��� 留在美 国工

作
，

他们每年为美国社会所创造的巨大财富难以计

量
。

仅就这种大批留在美国的高级人才的早期培

养费而言
，

每年至少也可以给美国节约数亿美元
。

除此之外
，

接收留学生也是对本国未来国际经

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种潜在投资
。

许多留学生
，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留学的学生
，

大多是其所在国的

佼佼者
。

这部分人学成回国以后
，

往往成为他们所

在国公私立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
，

这将有利

于教育出 口国和接收国之间未来经济关系和政治
、

��年代末以来
，

以留学教育为主的国际教育

贸易发展迅猛
，

所吸收留学生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国际竞争力以及评价世界一流

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

从 目前国际教育贸易的实

际�来看
，

留学生依然呈
“

单向流动
”

特征
，

即从发展

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或在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流

动
。

美
、

英
、

法
、

德
、

俄
、

澳
、

日
、

加等 �个教育发达国

家占据了 ��� 的国际学生市场
，

其中美
、

英两国分

另��占 飞�
�

�� 和 ������
。

美国是吸引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
����年在美

国就读的外国留学生超过全世界国际学生的 ���
，

哈佛
、

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的留学生占在校学生总

数的比例达到 ��
�

�� 和 ���
。

国际留学生教育已

成为美国当今服务业中的第五大行业
。

���� 年
，

以

研究生学费为主的教育出口贸易净收人达 �� 亿美

元
，

约为中美贸易总额的 ����
。

单 ����一 ����学

年
，

美国独 占 ��� 的国际教育市场
，

即 �� 万名留学

生
，

这些留学生给美国带来了 �� 亿美元的经济收

尹
、 ，

支撑近 �� 万个就业机会
。

仅依阿华一校的留

学生每年给当地经济的贡献估计就达 ��� 万美元
。

而每年有 ���的外国留学生选择毕业后留在美国
，

这些高级人才为美国社会所做的贡献更是不可 以

数字来计量
。

英 国是 目前世界上第二大 国 际学生市场
，

����一 ���� 学年
，

在英留学的国际学生数达到 ��

万人
。

�� 年代中后期
，

英国开始对非欧盟国家学生

实行全成本收费
，

鼓励本国教育机构招收海外学

生
，

一般来说
，

留学生的学费是本国学生学费的 �

倍左右
。

以 目前英国硕士研究生文科专业为例
，

外

国全 日制学生一年学费约为 ����一 ���� 英镑
，
�

年生活费为����英镑左右
，

每个学生每年给英国

社会提供超过 �万英镑的经济收入 〔“ �。 ����年
，

英

国政府出台吸引留学生的一揽子计划
，

包括减化人

境手续
、

扩大获取奖学金人数
、

放松打工限制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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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有意将海外学生市场 占有率从 目前的 ��� 提

高到 ���
。

与英美两国相 比
，

澳大利亚的留学教育发展更

为迅猛
，

吸引海外 留学生是历届政府的一贯政策
。

����年在澳留学的大学生人数为 �
�

�万人
，
���石年

增长到 �
�

咒 万人
，

占澳大利亚在校大学生总数的

�
�

��
。

��一�� 年代
，

澳大利亚接收的留学生大多

来 自发展中国家
，

留学教育被视为对外援助的一部

分
。 】���年

，

政府规定所有留学生必须全额交付培

养费用
，

这一 由
“

资助
”

向
“

商贸
”

政策的重大转变
，

为澳国带来 了巨额
“

出 口收人
” ，

教育和培训的创汇

从 ����年的 ���亿澳元剧增至 ����年的 �� 亿澳

元
。

����年
，

外国留学生给澳大利亚带来近 �� 亿

澳元的外汇收人
，

可与该国的农业和食品出 口媲

美
。

联邦教育部长最近宣称
� “

教育是我们发展最

为迅速的出 口产业
，

在过去的 �� 年间
，

平均每年增

长 ���
” 。 〔 ’ �澳大利亚正积极开拓中小学生的留学

市场
，

预计到���� 年留学生贸易可给该国带来 ��

亿澳元的收人
。

除此之外
，

法国
、

加拿大等国也积极推动本国

的留学生教育
。

法国政府于 ���� 年初在尼斯市建

立法国教育专署
，

专门负责外国精英留学生在法国

升学的措施
。

加拿大在十几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了

加拿大教育中心
，

并在国际贸易部专设国际教育推

销办公室
，

为加拿大的教育机构在全世界推销教育

产品和服务提供一切方便
。

��� 年加拿大接收留

学生 �� ���人
，

为加国带来 �� 亿加元的收益
，

相 当

于提供了 �
�

�万个就业机会
。

正是看到开展留学生教育可以给东道 国带来

如此可观的经济效益
，

教育发达国家都大力出击国

际教育市场
，

吸引海外学生到本国深造
。

经济发展

较快
，

居民收人水平迅速提高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各

教育发达国家争夺的 目标
。

英国 首相布莱尔宣

称
� “

我们的教育机构要看好中国市场
，

中国人能拿

出百亿元的投资支付海外留学
” 。
�’ �为吸引更多的

留学生
，

各国还出台一系列诸如简化手续
、

增加配

额
、

提供奖学金等优惠政策
。

目前
，

国际教育大市

场的竞争已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
，

留学经济正成为

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新热点
。

我国的留学教育起步较晚
，

而且长期以来都以

接受政府公派生为主
，

带有援助性质
。

���� 年
，

国家

教委出台了《关于招收 自费来华留学生的规定》 ，

自

费留学生在华的一切费用由本人负担
。

���� 年国家

教委将对留学生的录取权下放到学校
，

扩大学校的

招生 自主权
，

这一改革
，

促进了我国留学教育的更快

发展
。

���� 年后
，

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人数持续 上

升
，
����年全国接收来 自世界 ��� 多个国家的留学

生�� ��� 名
，

为 ����年的 �倍多
，

其中自费生 ��� ���

名
，

占留学生人数的 ��
�

��
。

我国的留学教育逐渐山
“

政府互派交流
”

转变为
“

民间自由交往
” 。

�“ �

随着 自费生人数的增加
，

留学教 育给我国带来

大量的外汇收人
。

以招收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北 京

语
一

言文化大学为例
，

每年在该校就读的长短期留学

生为 ����人左右
，

长期生 ��学年
‘

以上�每学年学

费为 ����一 ����美元不等
，

短期生每周学费平均

约为 ���美元
，

住宿费用分 �
�

�一 �美元和 �美 、��

�每 日 �床�两种标准
，

仅此两项费用
，

每个学生 人

约为 ���� 美元 �年
。

加上餐饮
、

旅游
、

娱乐
、

交友

等费用
，

一个外国学生在中国的消费为 ����� 美元
、

年左右
。

在北京语 言文化大学
，

留学生带动 �
‘

学校

附近的房屋出租
、

酒吧
、

餐饮等行业的繁荣
，

创造 犷

许多就业机会
。

北京是我国接收留学生 人数最多

的城市
，
���� 年

，

在北京学习的外国留学生 �� 仍 �

人
，

其中长期生 ����� 人 ��学年 以 上�
，

自费生 占

��� 左右
，

据北京市留学生研究会估计
一 ，

北京的留

学教育每年创汇约 �亿美元 ���
。

但总体来说
，

我国的留学教育开展得还不是很

理想
，

具体表现在
�

���教育出口处于逆差
。

每年
，

我国有 ���� 万

人因私出国
，

其中 自费留学 占很大 比例
。

����� 年
，

仅北京地区 申请 自费出国人员 ���� 人
，

其中去美

国留学 ���� 人
，

而同年全国招收的美国留学生 人

数只有 ����人
。

近几年
，

出国留学的中小学生逐

渐增多
，

对我国国内教育市场 也是一个不小的冲

击
。

中国已成为教育贸易最大的逆差国之一
。

���来华留学生的教育层次较低
。

以北京为

例
，

����年北京市接受的 �� ��� 名外国留学生中
，

短期生 ��年以下�占 ��
�

��
，

接受学历教育的只有

� ���人
，

占 ��
�

��
，

其 中本科 ����人
、

硕 士 ���

人
、

博士 ���人
、

专科 �人
。

而 当年北京市申请 自费

出国留学的 ����人中
，

具有本科学历的 ����人
，

占 ��� �硕士生 ���� 人
，

占 ��
�

�� �博士生 ���人
，

占 ��
�

��
，

仅清华和北大每年就有超过 ��� 的研究

生选择出国发展 〔 ’ �。

学历层次上的巨大差异
，

形成

我国高级人才流动的
“

逆差
”

和大量 早期教育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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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损失
。

��� 来华留学生国别结构单一
。

����年我国

共接受 ��� 个国家的 �� ��� 名留学生
，

其中近 ���

的学生来 自亚洲
，

日本和韩国学生占��� 之多
，

而

来 自欧美和其他地区的学生人数则很少����

目前
，

我国在国际留学教育市场上处于逆势的

原因主要有几点
�

首要原因是我国经济欠发达
，

科

技和教育的整体水平还不高
。

我国 ���� 年科技竞

争力在世界排名第�� 位
，

与发达国家相 比
，

我国的

国际知名院校不多
，

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不高
，

对

海外学生的吸引力不强
。

����一���� 年
，

我国著名

高校被 ���收录的论文总数最多的高校为南京大

学
，

总数为 ���� 篇
，

而哈佛大学仅 ����年被 ��� 收

录的论文就达 ���� 篇
，

排名 �� 的宾西法尼亚大学

也有 ����篇
，

远远超过南京大学 �� 年的总数
。

其

次
，

我国教育产业化起步较晚
，

学校的教学设备
、

为

留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服务的各种措施还不完善
。

另外还有一些语言和其他方面的原因
，

我国高校对

外国高级人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和网络
、

信息时代

的到来
，

使教育国际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

留学

教育正成为各国扩大教育市场和全球影响力的推

动器
。

随着中国人世谈判的完成
，

中国教育的国际

化步伐也 日益加快
。

在逐步扩大国内教育市场开

放的同时
，

必须大力推进
“

走出去
”

的战略
，

吸引更

多的海外学生
，

开辟广阔的国际教育市场
。

首先
，

提高对教育国际化的认识
，

政府从政策

上支持和鼓励各教育机构开拓国际教育市场
。

政府

应给予各学校更多招收留学生的 自主权
，

从利益机

制上刺激高校招生的积极性
。

成立专门机构
，

负责

我国的国际教育推少卜
�

�作和 留学教育的规划及管

理工作
，

包括制定留学教育的法律和规划
、

组织海

外教育展
、

参与国际教育交流
、

培训从事留学教育

工作的教师等
。

同时
，

改革目前的奖学金政策
，

实现

奖学金的完全货币化
，

以招收更多的海外学生
。

其次
，

各教育机构应该提高 自身的教学
、

科研

和管理水平
，

提高国际知名度
，

吸引国际学生入学
。

教育水平不高是 目前我国留学教育发展滞后的首

要原因
，

因此
，

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人力度
，

提高我

国高校
，

尤其是一些重点学校的教学质量
、

科研水

平
，

特别是在一些前沿领域的研究能力
，

从而提高

我国学校的知名度和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
。

高校

还应多参与国际教育交流
，

吸收发达国家学校开展

国际教育的经验
，

开设一些适应国际化潮流的课

程
卜 ，

增强国际竞争力
。

再次
，

认清我国教育的特点和优势
，

发展特色

专业
，

增强我国教育的吸引力
。

我国历史悠久
，

文化底蕴丰富
，

一些涉及中国

语言
、

传统文化
、

医学领域的专业和近几年取得重

大发展的一 些 自然科学领域
，

对外国学生都具有很

大的吸引力
、

因此
，

我们要加强这种特色专业的发

展
�，

发挥其优势
，

创出适应留学生的名牌专业和名

牌课程
，

吸引更多的海外学生
。

另外
，

随着我国经

济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多
，

汉语的重要性越来越

突出
，

加强对外汉语教育
，

规范汉语水平考试
，

减少

语言障碍
，

是扩大我国留学教育的重要一步
。

最后
，

改善留学生的学习
、

生活环境
，

从而吸引

更多高层次人才来华留学
。

改进教学设施
，

加强校园的网络
、

多媒体教育

建 设
，

从硬件设施上提高学校的教育吸引力
。

同

时
，

建立开放性的图书馆
，

改善留学生住宿
、

饮食及

出行等方面的条件
，

还可以成立为留学生服务的综

合服务社
，

提供语言学习
、

房屋中介
、

旅游休闲等服

次�
，

既可 以加强交流
，

也可 以带来各种服务消费的

外汇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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