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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

际学生来源国；2018年，中国到海外求学的

学生总数为 66.21 万人。与此同时，中国也

迅速成为全球最为热门的海外留学目的国之

一；2018年，就读于中国院校的国际学生人

数已高达 492 185人。 

增长的数字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期中国向世界开

放之前，在中国的国际学生的数量仅为几百

人。但在改革开放后的头 20年间，中国的国

际学生人数迅速增加，2018年的留学生数量

是 1999年（44 711人）的 10倍。同时，接

受国际学生的院校数量从 80 年代初的不到

100所猛增至目前的约 1 000所，这大约是中

国院校总数的三分之一。 

国际学生人数的迅速增加是国家战略和

针对性政策的结果。例如，2010 年，《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

明确提出中国要致力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同年，《留

学中国计划（2010）》提出了“扩大规模、优

化结构、改善管理、确保质量”的国家方针，

旨在促进国际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打造中国

高等教育的国际品牌。该计划还提出中国打

算到 2020年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 

增强的多样性 

除了国际学生总数的大幅增长外，国际

学生来源国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2018年，

有 196 个国家和地区（约占世界所有国家和

地区的 90％）向中国派遣了国际学生。亚洲

国家是中国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地，在过去

几年中，就读于中国院校的亚洲留学生比例

保持在 60％左右。非洲国家是学生来源国中

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2018年非洲学生的比

例达到 16.6％，仅次于亚洲学生。 

2018年，排名前十的国际学生来源国包

括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印度、美国、俄

罗斯、印度尼西亚、老挝、日本和哈萨克斯

坦。其中有八个国家位于亚洲，这与派遣国

的总人口、经济水平、教育程度、地理位置、

种族组成、习俗和留学政策等密切相关。来

自泰国和巴基斯坦的留学生数量增加得最

多，这可能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值得

注意的是，在过去几年中，德国和法国一直

位于前十名之列，但现已不再如此。 

长期以来，汉语言文学一直是来华留学

生中最受欢迎的专业。目前，学习汉语的学

生约占国际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大多数是

非学位生。尽管汉语仍然很受欢迎，但是学

习中国文学、医学、工程学、经济学和管理

学的学生比例也一直在增加。 

学位生的比例一直在稳定增长。2018年，

超过一半的国际学生是学位生。在学位生中，

研究生的比例显著增加。2018年，大约 10％

的学位生是博士生，约 23％是硕士生，67％

是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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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奖学金 

1996年，中国教育部成立了国家留学基

金委（the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专门

负责组织、资助和管理国际学生。2018年，

共有 63 041名国际学生（占国际学生总数的

12.8％）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 

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国际学生中有很

大一部分是学位生，且学位生所占比例在过

去几年中一直持续增加。国际学生人数稳定

增长，但政府奖学金的预算仍然相对有限；

将来，中国政府奖学金很可能会只提供给学

位生。 

除政府的奖学金计划外，许多中国院校

还为国际学生以及针对特定国际学生群体的

国际公司设立了奖学金计划，其中许多与“一

带一路”倡议有关。 

 

公平对待？ 

国际学生数量的增加也带来了一些问

题，如中国教育系统将如何适应多元文化主

义、大多数国际学生学习汉语存在困难等。

中国的院校和政府一直在努力应对这些挑

战。过去，在中国的国际学生曾经获得优待，

现在这种情况有时仍然存在。但是，在中国

一直有强烈的主张（甚至在 2019年进行过公

开辩论），即人们赞成招收国际学生应与招收

本土学生遵循同样的标准。 

结语 

尽管民族主义可能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

响，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长期趋势不会被改

变；并且，随着中国大学竞争力的日益增强，

中国正成为提供国际高等教育的强大的全球

竞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