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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跨境教育的发展以及世界教育服务贸易竞

争日见端倪，进一步扩大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对我国

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为此，2010年9月21日教育部

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教外来[2010]68号），其主要

目标是“到2020年，全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校就读

的外国留学人员达到50万人次，并使中国成为亚洲最

大的留学目的地”。这充分彰显了政府进一步扩大发

展教育服务贸易的决心。近十几年来，东盟来华留学

生数量增长迅猛成为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一大亮点。
例如，2000年东盟来华留学生占全球来华留学生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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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仅为10.3%，而2013年这一比率达到了19.2%。①虽然

东盟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发展成绩斐然，但当下我国在

与东盟总体的教育服务贸易中仍然处于逆差状态。要

转变这一趋势，并使面向东盟的来华留学教育获得更

大发展，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然而，目前已有

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意义、
教育合作政策的构建、东盟学生来华留学动机、东盟

来华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以及东盟来华留学生的管理

等方面，而针对东盟来华留学教育的现状来探讨如何

推进来华留学教育优化发展的研究则非常缺乏。

一、东盟来华留学教育扩大发展的必要性与可

行性

长期以来，亚洲一直是我国发展外来留学教育的

主要生源地，其中东盟生源占据了较大比率。便利的

地理位置、共同的文化根基、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良

好的经济态势等因素使得进一步扩大发展东盟来华

留学教育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大力发展东

盟来华留学教育可以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高等教

育合作，形成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与有效配置。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及世界经济合作区域

化发展方兴未艾的形势下，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

的教育合作，对于提高双方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以及推动彼此的睦邻友好关系都将具有重

要作用。其次，进一步增加东盟来华留学生数量可以有

效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规模。目前世界上众

多高等教育强国都积极推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

并将其视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比如，

“2006-2007财年，澳大利亚的教育服务出口价值达到

117亿澳元，成为其国内最大的服务出口产业”[1]。我国

目前也在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而东盟生源一

直是来华留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2013年全球

来华留学生总数为356499人，其中东盟的来华留学生

数为68447人，占全球来华留学生总数的19.2%。②再

次，我国高等教育来华留学生规模仍有巨大的上涨空

间。近十几年来，全球学生的跨境流动呈现日益上涨

的趋势。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全球留学生总数

为400.93万名，比2000年增加了97%。[2]在这一趋势下，

来华留学生数量有了较大增长，但相对数量却依然不

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统计数据[3]，2010年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海外留学生数为271231人，占其高

等教育学生总数的21.2%；美国的相关数据为684714
人和3.4%；而我国的相关数据仅为71673人和0.2%。③

显然，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服务

贸易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依然偏低。最后，近几年来，我

国在发展面向东盟的教育服务贸易中依然处于逆差

状态。为了推动东盟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更快发展，

2010年我国政府提出了《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即到

2020年东盟来华和中国赴东盟的留学生都达到10万

人左右。然而，相关统计表明，2014年中国到东盟国家

留学的学生近12万人，而东盟到中国留学的学生仅为

7万人左右。[4]由此可见，在与东盟的教育服务贸易中，

我们还明显处于落后状态，与预定的“十万人”目标尚

有较大距离。
所幸的是，目前我国在发展面向东盟的来华留学

教育中具有多方面有利因素，这是推动东盟来华留学

教育扩大发展的基础和保障。首先，华人华侨坚定的

“中华文化情结”是推动东盟来华留学教育扩大发展

的重要文化根基。有关权威研究数据显示，“目前全球

华人华侨为4543万人，东南亚华人华侨约有3348.6万

人，约占海外华人华侨总数的73.4%”[5]。东南亚的印度

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更是世界华人华侨人口数量

最多的三个国家。东盟大量华人华侨的聚居培育了他

们强烈的“中华文化情结”。一些研究表明，虽然中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华裔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原因，但

“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中华文明的无限魅力和华裔

们的中华文化情结”[6]。其次，东盟来华留学教育历史

悠久，并形成了较大规模，这为东盟来华留学教育的

扩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东盟与中国的经济、文化、
教育往来古已有之。近十几年来，双方在各方面的交

往更为密切。在高等教育领域，东盟留学生也成为来

华留学生数量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以2013年为例，

该年度全球来华留学生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共

356499人，其中东盟来华留学生总数为68447人；当年

来华留学生数量超过500人的国家和地区为80个，而

其中东盟国家就占了9个。②毫无疑问，大量东盟生源

的存在对我国进一步扩大发展面向东盟的外来留学

教育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再次，汉语学习需求的

持续升温将进一步推动东盟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汉

语言专业一直是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优势专业，其来

华留学生数一直占据来华留学生总量的较大比率，比

如 2011 -2013 年 其 所 占 的 比 率 分 别 达 到 55.35%、
53.51%和49.49%。④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

对外经贸活动的加强推动了世界汉语学习的热潮。在

东南亚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更是直接

推动了东盟对以汉语作为外语的翻译人才或“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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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增大。东盟各国对汉语教师

的需求也随之增长。据国家汉办统计，2005年马来西

亚汉语教师缺9万人，印尼汉语教师缺10万人。[7]为了

满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我国积极制定汉语国际

推广政策，并向东盟派出了大量的汉语教师和志愿

者。然而，在未来的较长时段内，来华留学仍将是东盟

学生进行专业汉语学习的优选途径。最后，东盟各国

经济的较快发展使得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并诱发了这些国家学生对留学教育的更大需求。用阿

尔特巴赫 （Altbach） 的“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分析，留学教育现象是留学教育输出国与输入

国之间多方面“推力”和“拉力”因素相互博弈的综合

结果。对于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学生而言，当前我国的

国际地位、经济水平、教育质量、学术声誉、留学费用、
文化认同、生活条件、社会状况、留学规模、奖学金获

取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比较优势”可以成为激发其来

华留学动机的重要“拉力”。同时，东盟诸多国家的高

等教育、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他相关因素在与我国的比

较中所具有的劣势就成为了促进其学生寻求海外留

学教育的重要“推力”因素。对于为数不少的东盟学生

而言，“留学中国”仍将具有较大的魅力。

二、东盟来华留学教育扩大发展应遵循的原则

根据我国的国情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同时从

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长远目标与根本目的出发，

当下进一步发展面向东盟的来华留学教育必须遵循

以下几大原则：

第一，避免一切以经济利益为根本追求的发展思

路。虽然东盟来华留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难以避开教

育服务贸易利益驱动的因素，但是我们不应完全被

“市场”利益所牵动，而应在合理利益追求的原则下，

坚持走一条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应然轨道，否则

必将会在规模扩张的盲目追求中日益陷入本末倒置

的危险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在积极发展外来留学教育

过程中采取的一些迎合市场利益追逐的策略备受外

国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引起的问题是

“新加坡国立大学能否继续保持其应有的竞争力和世

界一流大学的身份”[8]。正如Blass所言，这些做法与一

流大学的应有理念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想通过教学

法、课程和教育哲理等来建构一个富有自由与意义目

标追求的全球化典范，那么我们必须远离受市场驱动

的方式，并重新审视“大学是道德发展之根本”的理

念。[9]因此，东盟来华留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发展必须以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服务输出为前提，不能走“以质量

换数量”和“以质量换收益”的发展道路。
第二，始终坚持以质量优化为根本的发展战略。

这是警惕面向东盟的教育服务贸易落入“比较优势陷

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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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目前，在与东盟

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我们虽然具有一定的先天优

势，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留学教育相比，我国高层次阶

段（研究生教育、高级进修）留学教育明显落后。比如

2009年，在电业工程、电器工程、经济学、机械工程、材
料工程、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数学与统计学八大学科

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美国国际学生所占比例分

别 为 66.4% 、65.7% 、65.2% 、60.2% 、57.5% 、53.2% 、
50.5%、48.7%；在电业工程、电器工程、经济学、机械工

程、材料工程、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数学与统计学八

大学科领域的硕士学位获得者中，美国国际学生所占

比 例 分 别 为 47.3%、59.8%、45.3%、38.3%、45.6%、
48.2%、35.7%、40.6%。[11]而2011-2013年，在东盟来华留

学的学历生中，研究生人数分别为7733、8999与9507，

占东盟来华留学生总数的比例仅为14.11%、14.56%及

13.89%。④因此，在发展面向东盟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中，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低端教育服务输出上，更要努

力提升高层次来华留学生的比例。为此，从长远来看，

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着力打造一批在世界上具有较

大影响力的知名大学和一大批排名跻身世界前列的

学科群，进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对东盟高层次留学生

的吸引力。
第三，必须考虑如何更好地服务我国本土人才培

养的发展目标。来华留学教育事业是我国高等教育国

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

教育服务输出问题，更是一个集教育合作、人才培养、
知识生产、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等为一体的综合系统，

其最终目标必然是要促进我国自身的发展。Lee比较

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发展外来留学教育的

经验，发现其具有三个显著的共同目标，即发展本土

人才、吸引外来人才和促进人才“回流”。[12]在发展国际

教育服务贸易方面，虽然人们的关注点往往在国际学

生的招收上，但是培养本土人才始终是其根本目标。
Sidhu等学者通过对新加坡涉外合作办学历程的研究

指出，相对于那些谄媚迎合国外研究机构和人才的涉

外合作项目而言，新加坡本土能力构建的动力或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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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则是较为逊色的。从长远来看，这些安排是有问题

的。首先他们的合作是基于扭曲的联盟基础之上，这

在财政上造成的风险主要由新加坡来承担，这种状况

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13]鉴于此，东盟来华留学教育

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从服务我国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

的大局出发，在与国外机构开展合作以及招收、培养

东盟留学生的过程中，不能因一味迎合他人而忽视或

损害自身的长远利益。

三、“东盟来华留学集中区”建设：来华留学教育

扩大发展的有效路径

近十几年来，在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下，东盟来华

留学教育发展成绩斐然，为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我国要在发展面向东盟

的来华留学教育中获得更大的进步，还必须突破和改

变传统时期相对“自由零散”的发展方式，并为之找寻

到一条更为高效的发展路径。
从来华留学教育的现状来看，东盟来华留学生在

我国的地区分布具有比较显著的区域倾向性特征，地

缘、亲缘和历史因素在发展东盟来华留学教育中的优

势比较突出。与东盟国家接壤或相邻的西南和华南地

区是东盟来华留学生的聚集地，如广西、云南、贵州、
四川、海南、福建、广东等，这些地区的东盟留学生占

其省区内来华留学生总数的大多数或较大比例。广

西、云南与东盟的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其地缘优势

更为突出。比如，2013年广西招收外国留学生人数达

到10112人，其中东盟国家留学生8314人，[14]占其外来

留学人数的82.22%；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在云南

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共有12003名，其中来自东盟国家

的超过8000名，占来滇留学生总人数的近七成。[15]因

此，从集约化、集群化发展和提高规模效益的目的出

发，可以考虑在东盟来华留学生比较集中的西南、华
南部分省区全力打造若干个规模比较大的面向东盟

学生的区域性来华留学教育中心，即“东盟来华留学

集中区”。“东盟来华留学集中区”建设应以扩大东盟

来华留学生规模、优化生源结构和提升留学教育质量

为根本目标。根据我国行政区划的特点以及高等教育

资源管理的现状，发展面向东盟的区域性留学教育中

心应该以省区为基本单位进行建设。
当前，“东盟来华留学集中区”的建设可以从

“东盟来华留学教育示范基地”的创设入手来加以推

进。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在《关于启动来华留学

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到2020年，分期分

批建设100个来华留学示范基地，使之成为具有较强

竞争力和较高知名度的国际教育品牌。在来华留学示

范基地建设的过程中，应重点考虑在“东盟来华留学

集中区”内成立若干个针对东盟来华留学教育的示范

基地，并以此为契机，加强“东盟来华留学集中区”的
品牌营销和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意识培养，提高其留学

教育服务供给的国际影响力和整体实力。同时，依托

留学集中区内东盟国家学生来源相对集中、留学历史

相对悠久、留学教育经验相对丰富等优势，通过政策

倾斜与扶持，充分发挥留学集中区内部的资源共享与

优势互补作用。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以西南、华南部分省区为中

心推进“东盟来华留学集中区”建设并不是要否定其

他地区高校对东盟来华留学生的接收，也不是要求

“东盟来华留学集中区”所在地区的高校拒绝接收其

他国家来华留学生，而是将接收东盟国家学生作为

“东盟来华留学集中区”在发展来华留学教育过程中

的“主体功能”来加以打造，进而实现东盟来华留学教

育的集约化发展和专业化管理。同时，以此为平台，进

一步加强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提高其涉

外办学、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能力以及整体的教育

质量和水平。

四、推进“东盟来华留学集中区”建设的策略

“东盟来华留学集中区”建设是进一步优化东盟

来华留学教育规模与质量的一个有效路径，同时也是

一个与多方面工作发展密切相关的系统性、综合性工

程。在其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必须在多个

方面做好配套工作、提供必要保障。
第一，加大政府对相关工作的支持力度。在发展

教育服务贸易方面，政府的态度与支持至关重要。这

是世界上一些国家发展外来留学教育的成功经验。比

如，新加坡政府为了发展外来留学教育而推出了“环

球校舍”计划。为了使该计划能够顺利实施，新加坡政

府积极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发展私立教育，包括向多家

私立教育机构颁发“新加坡优质私立教育机构”荣誉

称号，为在“新加坡优质私立教育机构”学习的留学生

提供“绿色通道”等服务。[16]Mok对国际学生在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的学习经历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新加坡的

跨国高等教育项目实施得相对更为成功，这主要是由

于新加坡政府在引导和规范大学办学方面扮演着重

要角色。[17]目前，在我国的西南和华南地区，大多数省

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欠缺。因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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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政策、经费投入等方面给予西南、华南高等教

育相对落后地区更多倾斜，从而进一步提高这些地区

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与国际化水平，进而重点打造区

域内若干所高水平大学。
第二，进一步发展西南、华南地区的中外合作办

学，特别是加大力度引进世界优质教育资源到这些地

区开办合作院校或开展各种合作办学项目。这是提高

“东盟来华留学集中区”内部高等院校国际化水平与

竞争力的必要手段。由于教育、经济、社会和历史等方

面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西南、华南地区涉外合作办

学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总体上相对薄弱。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
[教育部令第20号]第一章第三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

在中国西部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但总体上西部落后地区中外合作办学状况仍不容乐

观。因此，在西南、华南地区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方

面，除了宏观政策的倾斜外，国家还应给予更多财力

与人力支持，加强政府在引进教育合作机构和项目，

特别是在引进世界名校到“东盟来华留学集中区”开
办合作院校中的直接参与和扶持力度。

第三，积极引进国外优质课程资源与师资队伍。
目前，我国不少高校都在积极引进国外的优质课程与

师资，并尝试开设了一些全外语授课或双语授课课

程，这是一个良好的趋势。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

努力以及所达到的程度与新加坡这样的高等教育国

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相比，仍然存在显著差距。语言

障碍一直是世界各国发展外来留学教育的一大瓶颈，

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常见做法就是用世界最为通用

的英语来进行课程教学与交流。除了这一常规做法

外，在针对东盟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课程建设中，我们

还可以鼓励有条件的院校开设用东盟国家语言授课

的外语课程或双语课程，并有选择性地引进东盟国家

的优质课程资源与师资。此外，必须指出的是，除了提

高课程及师资的国际化水平外，我们还应注重和提升

高等教育管理的国际化程度，加快引进国际管理理

念、模式以及国际化的管理人才，而这些方面恰恰是

当前我国众多高校在国际化建设中容易忽视的环节。
第四，加强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教育质量保障与评

估的国际合作。这是我国高校获得国际社会的认知和

认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一个重要途

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正朝着国际化方向迈

出积极步伐。一方面，一批“985”大学和“211”大学主

动邀请国外高水平的评估机构或专家来积极探索和

开展学科、专业与课程的国际评估。比如近几年来，清

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开

始尝试对一些学科进行国际化评估。另一方面，教育

部评估中心（HEEC）近年来积极邀请国外高水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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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中日韩三国“亚洲校园”项
目 的 质 量 保 障 合 作 ， 积 极 寻 求 与OECD、欧 盟、
INQAAHE、IEA等国际组织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在已有

成绩的基础上，将来这方面的工作应逐步向西南、华
南“东盟来华留学集中区”内的高校推进，从而更好地

提高这些地区高等院校的国际影响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2000-2013年所编写的《来华

留学生简明统计》系列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
②数据来源：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2013年所编写的《来华留学

生简明统计》中的相关数据。
③如果按照我国教育部的统计，2010年来华留学生数为265090人，

占该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11%。
④数据来源：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2011-2013年所编写的《来华

留学生简明统计》系列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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