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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后中国”的世界里，国际学生

招生会是什么样子？诚然，对于大多数大学

管理者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场景。可

以说，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留学生一直是

影响国际教育方向的唯一 具影响力的因

素。事实上，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

人数增长了近 160%，2018 年出国留学人数

超过 66 万人。虽然这些学生选择的留学目的

地各不相同，但绝大多数人都去了美国，还

有少数人去了其他主要的英语国家，如英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但是，有效招收大量学生的能力导致机

构过度依赖单个国家作为学费收入来源。作

为世界上人口 多的国家，中国的经济转型，

已使中产阶级的富裕程度足以负担得起海外

教育，也使得大学将中国认定为“持续赠送

的礼物”，至少从全球各地大学招生主管的角

度来看是这样。 

上述情况近来似乎有所变化。在教育反

思教育咨询公司（Education Rethink）的首份

报告《反思中国：事件的结束》（Rethink China: 

The End of The Affair）中，作者和同事杰里米

•陈（Jeremy Chan）研究了中国赴海外留学

人数增加的放缓，以及它对主要英语留学目

的地的影响。在流动人口继续增长的同时，

由于人口老龄化、经济放缓和国内供应改善，

人口流动速度显著放缓。有趣的是，随着这

种情况的发生，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东道国的

总体战略出现了分歧，美国和英国继续严重

依赖中国学生，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采取

具体措施实现多样化。我们认为，这些分歧

可能使前两个国家在这个日益拥挤和竞争激

烈的空间中处于日益脆弱的地位。 

迷上了中国 

公平地说，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另一个中

国，这意味着中国市场拥有充足的青年人口，

他们拥有出国留学所需的经济资源。因此，

让学校自己脱离如此丰富的生源是一项挑

战，因为这意味着，在大学的资源和注意力

方面，要有意地远离一个国家，去接触许多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其他国家。如果

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战略，这对各个机构来

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一点在我们对东道国的研究中表现得

很明显，因为中国赴海外留学的人数增长正

在放缓。如果按照有关高等教育的连贯性政

策来衡量，四个主要的英语学习目的地将出

现在频谱的不同末端，加拿大是 协调的，

美国是 分散的。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多

种多样的，例如：加拿大的大学比美国少得

多，所以在少数高等教育机构中实施一项政

策要容易得多。此外，教育如何与产业需求、

工作权利和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相结合，也

会影响一个国家灵活地调整和关注国际学生

群体多元化的能力，加拿大的情况也大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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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此外，由于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人数缓慢

持续的增长并不一定反映到前往这四个东道

国的人数的增加，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更多

的中国学生选择了价格较低的非传统学习目

的地，例如日本，被认为更亲切、更安全并

且离他们的家更近。实际上，作为一个整体，

国际学生对获得切实的学费回报越来越感兴

趣，而这通常可以用毕业后获得就业的能力

来衡量。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一定需要在西

方国家支付高额的大学学费。 

印度和“世界其他地区” 

当然，由于印度的幅员辽阔，它是所有

四个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目的国都非常感兴趣

的生源市场。事实上，据联合国预测，到 2027

年，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然而，印度不

会成为下一个中国——因为印度的中产阶级

不那么发达，市场更加分散，南部的年轻人

被认为对 STEM 相关领域感兴趣，而北部地

区的年轻人则选择更多的商业课程。有意招

收印度学生的大学需要针对印度不同地区制

定量身定制的战略，而不是依赖于一种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因此，即使更多的注意

力转向这个南亚国家，但是将不断增长的兴

趣着实转化为入学人数可能还需要一段时

间。 

此外，还有被广泛称为“世界其它地区”

的国家，既非中国也非印度的国家。这些国

家不但不能保证达到中国的规模，而且这些

战略需要比印度更有针对性。一般来说，对

于一些来自东亚和欧洲国家的学生来说，学

分转换可能是一个挑战，而来自拉丁美洲国

家的学生可能会在英语和学费方面遇到困

难。非洲作为一个地区，由于其庞大的青年

人口而拥有巨大的希望，但政府腐败和缺乏

财政资源是从那里招收学生的巨大障碍。 

地缘政治动荡中的可持续性 

那么，在后中国时代，国际高等教育该

何去何从呢？就在我们考虑这一前景的时

候，由于地缘政治的动荡，局势已经变得不

稳定，而这些力量的不可预测性有可能推翻

敏锐和 精心策划的国家以及院校战略。

国际学生，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是会放

弃选择脱欧后的英国，还是仍然会被毕业后

的工作权利所吸引？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将

会如何影响来美国的吸引力？在澳大利亚

近的火灾之后，气候变化会成为学生选择留

学目的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吗？ 

简而言之，是的，在后中国时代，多样

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无论是单个大学的

招生战略，还是东道国的更广泛政策。但是，

由于市场目前正在考虑的多种因素，很难说

多样化将是唯一的重点。在当今复杂而微妙

的环境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学生们正在

寻找学费投资的价值和回报。如果我们关注

这些年轻人，同时关注我们帮助他们实现目

标的能力，那么，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长

期的、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