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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澳大利亚在国际化教育领域异军突起, 已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澳大利亚

政府经过对国际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相应规划目标的制定, 相关国际机构的建立, 教育质量的全面保障等, 使

澳大利亚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文章试图通过对澳政府在跨国教育贸易中的角色进

行分析, 进而探寻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特点和经验,为方兴未艾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或参考,

从而促进我国跨国教育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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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澳大利亚跨国教育贸易的市场发展现状

1985年R. G.杰克逊委员会提出 “发展教育服

务 出 口 产 业 ( Export Indust ry in Educat ion

Ser vice) ”的建议, 澳大利亚政府根据此建议推出

了接收留学生的新政策,并于1991年颁发《海外学

生教育服务法》。至此, 澳大利亚确立了教育出口战

略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并和各所相关大学一

起,通过海外教育机构、国际远程教育、境外办学等

来推进实施这一战略。此后,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化

步伐迈得很快,教育输出成绩显著, 仅 10 年的时

间,已跻身于世界接收留学生大国行列, 成为世界

上第五大教育出口国。在2002年的华盛顿“国际教

育服务贸易论坛”上,澳大利亚赢得了“教育出口大

国”的赞誉。

近年来, 澳大利亚致力于高等教育出口形式的

多样化,以期能扩大留学生的招生规模, 增加国际

教育贸易量。根据 IDP 最新数据统计:截止到2007

年第一学期, 在澳大利亚大学就学的国际学生人数

已达到 210 956 名, 与 2006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3. 5%。2007年,澳大利亚高校国际留学生已占到

其高校总人数的17. 3%。除此之外, 澳大利亚还有

大约12 622个通过网络、远程学习的学生和大约

40 709个海外分校的学生[ 1]。可见,在澳大利亚教

育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 学生人数也在不断

增加, 出口模式不断发展变化, 各模式的比例结构

不断进行调整。从以下表1我们可以得知澳大利亚

高等教育出口方式的新发展。

教育国际化的迅速发展,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丰

厚的收益。2002年,澳大利亚教育出口产业就已经

成为继个人旅游、乘客运输之后的第三大出口产

业。大量的留学生涌入澳大利亚,留学生缴纳的学

费以及在澳的境内消费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利润。根据教育、科学与培训部2003～2005年

计划中的统计数据, 澳大利亚2001～2002年间的

教育出口总额为42. 5亿澳元,占所有出口总额的

13%。与此同时这项支出给澳大利亚创造了40 000

多个工作岗位, GDP 净增值约 20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0. 3%。

表1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贸易模式的发展 (比例: % )

学习模式 比例

境外消费(学位学生) 65

境外消费(交换学生) 2

境外消费(非学位) 3

跨境支付(远程或在线教育) 6

商业存在(合作办学) 24

　　资料来源: IDP t im ely s tat ist ics sem es ter 1, 2007. ht tp : / /

w ww . idp. com/ research/ fas t fact s /art icle406. asp

澳大利亚统计署资料显示: 2005年,澳大利亚

的教育出口额高达72亿8千万美元, 比2004年增

长了6亿5千2百万美元, 增幅为9. 8% [ 2]。可以说澳

大利亚的教育出口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

长点, 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跨

国教育贸易除了给澳大利亚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

外,也给本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提

高了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增强了其它国家对澳

大利亚的理解和信任,同时也为澳大利亚创造了经

贸、政治、外交及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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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大利亚政府在教育跨国贸易中的重要

举措

1. 制定各类规划,成立专门的机构

一直以来,澳大利亚针对跨国教育出现的问题

积极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划, 来指导和促进跨国教育

贸易的发展。教育科学和培训部( DEST )颁发的高

等教育 2002～2004年规划中, 明确提出高等教育

的目的和发展目标,实现增加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

入。为了积极有效地推进跨国教育贸易的发展,澳

大利亚政府成立了有关的组织机构: ( 1) 1969年成

立澳 大利 亚高等 学校 国际发 展计 划组 织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 am——IDP)。该

组织原属澳洲大学校长委员会 ( Austr alian Vice

Chancellor s' Committee-A VCC)常设委员会之一,

1984年成为独立机构, 1994年更名为澳大利亚教

育 组 织。澳 大 利 亚教 育 国际 开 发署 ( IDP

EDU CAT ION AUST RALIA)是由澳洲政府出资

组建, 是政府直接领导下的教育推广机构。现在

IDP 已经成为澳大利亚40所大学所共同拥有并由

1 000多会员院校组成的全球性非赢利机构。IDP

总部设在堪培拉, 在 55个国家设有101个分支机

构。经过38年的发展, IDP 已成为国际教育界的典

范,每年为20多万学子办理入学申请。它从事的活

动范围包括: 投标准备工作、项目(含援助项目)和

合同管理;合作项目和培训;学生信息咨询服务;刊

印有关澳大利亚教育课程与培训的出版物;安排教

育展览、国际会议和教学旅游;英语教学和测试。

( 2)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基金会( AIEF——A ustr al ia

Internat ional Education Funds)。该机构名义上是

非政府机构, 实际上直属教育部,总部设在首都堪

培拉, 在海外有近40个办事机构,主要任务是: 在

教育部门制定国际教育交流活动的方针和政策过

程中提出相关建议;代表政府参与国际教育交流活

动,开展国际教育和培训活动, 促进不同国家和地

区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与本国工商企业界及

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在海外树立澳大利亚教育、培

训和科研强国的形象; 及时准确掌握国际教育和人

才市场信息相关动态; 尽可能为本国国民创造参与

国际教育、培训和科研项目的机会;执行教育部的

“国际援助计划”;由基金会提供专款, 资助澳大利

亚海外校友会开展活动;等。( 3) 1993年成立澳大

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国际教育司 ( AIE)。该部

门主要负责制定并实施《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撰

写国家教育概况, 更新亚太地区学术认可网

( APARNET ) , 推 动 澳 大 利 亚 奋 斗 奖 学 金

( Endeavour Prog ram)及国际奖学金项目计划等。

2. 增加财政资助,加强高校的建设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积极增加教育投入,加强高

等教育的建设, 促进本国国际教育的全面推广。

2003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 2003～2004年度财

政预算中提出:用1. 13 亿美元来扩大高等教育出

口,全面推广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具体内容包括:完

善质量保障措施,从而保证招收的海外学生的教学

质量和境外办学质量;推出新的签证类别, 优化学

生签证的管理,防止舞弊和作假行为; 向4个从事

教育、科学创新和旅游领域研究的国际知名研究中

心提供拨款;建立研究项目奖学金,吸引海外优秀

学生赴澳深造;向澳大利亚语言教学人员的短期海

外培训项目提供资助;成立国家语言中心, 加强语

言技能和商务文化技能培训。这项计划中包括附加

的4 100万美元用于海外教育的宣传工作。与此同

时, 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 DEST )发布官

方信息,政府将拨款4 300万澳元用于澳大利亚大

学的建设, 以增强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竞争力。

3. 重视质量保障和监控,强化品牌效应

澳大利亚政府很重视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通

过设立相关机构、制定一系列法案来保障高水平的

教育质量。澳大利亚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

不断完善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目前实行的高

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成形于 2002 年, 质量保障框

架包括AQF 制定标准、各大学(自检)、各州政府、

澳洲大学质盘委员会 ( AU QA) 以及联邦政府。

2001 年, AVCC 颁布 “澳大利亚大学对国际学生

提供教育的条例和纲要”( Pro vision of Educat ion

to Internat ional Students: Code and Guidelines for

Aust ralian Universit ies)。这是一部既针对在澳洲

本土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也包括澳洲跨国高等

教育(非本土)的海外学生以及教育服务的法律条

文, 其主要目的是保证澳洲高等教育的质量和信

誉,保护教育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最终保护国内高

等教育体系,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一方面,

它对澳洲大学提出要求:澳洲大学应该为在本土接

受高等教育的海外留学生以及在跨国高等教育机

构中的澳洲留学生提供与国内高等教育机构相当

水平的教育服务,在海外的教育机构中, 师资力量、

教学设施等应该与国内没有出入。另一方面, 它对

合作方也有相应的要求:要求国外教育合作机构的

教育水平和信誉与澳洲大学相当。另外,对留学生

的合法权益也提出了相应的条款: 针对他们的需

求, 在招生、入学、教育以及福利等方面提供帮助[ 3]。

由此可见, 这是一部把澳洲大学作为教育提供者和出

口者地位的法律条文。2005年, 针对当今跨国教育的

发展形势, 澳大利亚又出台了澳大利亚跨国教育质量

保障策略的文件“A nat ional quality st rategy for

Aust ralian t ransnational educat ion and tr aining”,

该文件提出了三个保障跨国教育质量的模式, 对大

学、非教育部门、职业培训、中小学以及语言培训等方

面提出了相应要求[ 4]。因而,澳大利亚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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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招生政策、课程、评估各个方面都有了严格的质

量监控程序。

三、对澳大利亚政府在跨国教育贸易中的角色

地位分析

从澳大利亚的一些法规政策规划中,我们可以

看出澳政府不仅重视教育出口的数量,而且注重教

育出口质量的保障及价值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

末至90年代开拓国际市场以来, 海外留学生的数

量越来越多, 澳政府意识到澳大利亚现有的环境、

基础设施、社会和教育接受能力的束缚, 以及课程

转移到国外也存在一定的障碍, 所以澳大利亚政府

更加注重教育质量的提高, 赢得更高的声誉,从而

提高国际教育贸易额。一方面,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

一些法律来激励本国教育市场的开拓,如 2003年

颁布的高等教育资助法案,明文规定: 在2005年之

后,将减少对高校的财政资助, 各高等教育机构可

以灵活的、适当的收取更高的学费。大学为了应对

联邦的政策, 获得教育经费, 努力开拓国际教育市

场,开始招收完全自费的海外学生,从而也刺激了

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进程。另一方面,为顺利开

拓国外市场扫除障碍。通过建立一些官方的网站,

使国外学生可以方便地获得澳大利亚的教育信息,

如澳大利亚的质量保证体系、签证安排、学生就业

法规、课程、学费等。鼓励一些非官方的组织机构参

与跨国教育贸易。

一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都在扮演着教育供应

者和教育提供者之间的催化剂, 促进双方的合作与

交流,互换市场情报进而克服信息缺乏带来的不

便。近年来, 为了提高竞争力和对国际学生的吸引

力,澳大利亚政府大力鼓励实施课程国际化,并积

极推动教育出口多元化。

四、结束语

从目前的情况而言, “服务行业贸易总协议”

( GATS)中虽然包括教育服务,但是, 146个成员国

中仅有20个国家承诺要在教育服务中消除贸易壁

垒。其中, 只有8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有关开放国

内市场的通道提案, 他们分别是: 澳大利亚、加拿

大、欧盟、日本、列支敦士登、新西兰、挪威、美国。

GATS 条款中明文规定允许各国根据自己的状况

决定进入国际教育市场的准入度[ 5]。从这一条款可

以看出,政府有权决定是否要对国际高等教育开放

市场, 以及开放的力度与参与方式。事实上,政府在

教育传输、资助扶持、政策法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对于我国的跨国教育发展来说,政府应该制

定什么样的政策方针,如何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更多

的贸易自由,保护本国的利益, 才能有效地引导和

监控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澳大

利亚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策

法规,加强对跨国教育监管机制的建设, 通过相关

法律制定设置标准以及评判准则,建立一套质量监

控体系, 以及鼓励社会机构团体参与跨国教育贸

易,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跨国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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