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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教师的国际流动改变了世界许多

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人口结构，从而使得构

建跨国合作网络成为其国际化政策的一个关

键特征。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这些网络

有助于实现其战略目标。认识到其国际师生

处于复杂的跨国关系体系中，他们开始考虑

利用这些关系来获得利益的可能性。因此，

高等院校可以被视为形成和培养新移民社群

的重要场所。 

移民意义的转变 

传统意义上的侨民或移民意味着痛苦、

损失和受害，指的是流亡社区，但近年来该

词语的含义变得广泛得多。在流行的话语中，

它现在与更广泛的跨国经验政治联系在一

起。在全球化的当代条件下，海外移民概念

的吸引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不再仅

仅指种族和移民，而是越来越多地指许多不

同种类的跨国流动网络。它突出了不同社区

的多样性和活力，同时强调“嵌入”在多个

地点的能力，以及建立和保持跨国联系、互

动和交流系统的能力。这还允许移民在决定

是否将自己视为侨民社区的成员时有一定的

选择余地，作为一种维护和利用与他人保持

联系的方式，只要他们被社区成员接受为拥

有共同的起源和利益的个体。 

对于当代移民来说，跨越国界的流动并

不意味着放弃传统和旧有联系，而是获得新

的联系，并将跨国网络作为优势的主要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跨境流动形成移民身

份成为一种优势，因为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

是在全球层面，跨国网络都可以成为商业机

会和政治主张的来源。 

海外移民的优势 

高等教育机构也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

考虑到新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国

际化概念，它释放了一种以国际学生的全球

竞争为中心的创业文化。为了招收学生，出

现了一种管理技术，具有一定的操作规则，

这些规则结合了市场细分的知识，以及关于

国际化独特利益的象征性语言。在制定招生

和招聘策略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许多国

际学生和教师对当地教育市场的了解是最有

帮助的。因此，高等教育机构现在已经开始

制定他们有时称之为“移民战略”的计划。 

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样的移民战

略当然并不新鲜：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

利用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公民的知识和技

能。然而，近年来，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

国等更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移民战略也

变得普遍起来，尽管它们的方法要复杂得多，

其重点不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而是试图在

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中重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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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自己。 

随着国际学生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以

及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全球北方国家

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从多民族

和多国籍的员工和学生中获益。顶尖大学现

在寻求正式识别和动员散居海外的科学家、

研究人员和学者，以创建全球知识网络，激

活具有多民族背景的学者，以推进其战略议

程，包括尝试从世界各地招募高技能的研究

人员。它们强调了侨民研究网络在新知识的

生产、应用以及商业化方面的重要性。 

在教学领域，高校也制定了移民战略，

以建立各种形式的学术联系，例如促进和支

持学生的国际交流活动。因此，国际学生和

教师被视为潜在的“知识经纪人”，他们能

够跨越文化和国家边界建立富有成效的联

系，并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宝贵机会。 

动员海外移民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潜力，高等教育机

构不能简单地假设这样的群体已经存在，他

们的资源可以很容易地利用，以及他们已经

有充足的动力来充当知识经纪人。高校必须

持续努力，以便把不同出身和不同兴趣的人

聚集在一起，为战略目标服务。因此，海外

学者得到了高校的认可、鼓励、培养和支持，

从而愿意发挥中介作用。虽然一些学者和学

生不愿意如此“移民”，但其他人认为移民

战略具有巨大价值。他们很容易成为新移民

形成的积极参与者，不仅考虑到他们机构的

利益，而且也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机构和国际

学生的利益是一致的，正如我自己对在澳大

利亚的中国和印度学生的研究所证明的那

样。许多国际学生，尤其是那些在澳大利亚

大学攻读商科学位的学生，相信他们的跨国

学习经历代表了他们的“侨民优势”，帮助

他们为澳大利亚及其原籍国的经济作出重大

贡献。他们认为，这种优势在于他们的语言

技能、文化知识和遍布全球的民族移民网络。

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对多个市场的了解使他

们不仅成为全球化社会的有用公民，而且更

具创新性、灵活性，也更具魄力。 

全球化的价值增值现在已成为制定高等

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基础，因此与对侨民及其

各种优势的新兴理解是一致的。当代对海外

侨民的看法与高等教育机构试图将其课程国

际化的努力是一致的，其目标是让学生准备

好满足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需求和全球资本

主义转变的经济需求，培养他们对全球竞争

的积极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高等教育可以被视

为培养海外移民网络的意识形态场所，鼓励

培养学生有效参与全球网络化经济相关的某

些敏感性和能力。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

点一致的创新、进取和企业家精神的倾向，

对许多甚至是大多数的国际学生来说意义深

远——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将高等教育视为

一种在人力资本形成方面的投资。在大学里，

他们认识到建立和维持跨国联系的重要性，

这是在跨国网络中获得优势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