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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
发展状况与优化策略

胡 瑞1,2,朱 伟 静1

(1.华中农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北 武汉430070;2.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市100875)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中,教育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扩大教育对外

开放的重要途径。2010-2015年,南亚国家来华留学教育在规模、层次结构、获得奖学金人数等方面都取得

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也面临规模上“两强多弱”的不均衡发展状况,高层次来华留学生总量偏低,奖学金对

来华留学生的支持力度不足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推动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充分发展,应从促进南亚国家

来华留学生规模和结构均衡发展;增加奖学金数量、健全奖学金体系;促进学科发展,打造来华留学品牌;提升

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与服务水平等方面入手,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与南亚国家的人文交流及社会合作,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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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深远意义。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

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重要途径。来华留学生教

育工作是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推动教育国际化、培育国家软实力、

塑造国家形象、推动知识的跨文化传播、文化互鉴等方面意义重大。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未来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继续推动教育合作,扩
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

南亚8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不丹、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和马尔代夫。南亚地

处印度洋咽喉之地,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间,衔接起东北亚、东南亚和西

亚、非洲乃至欧洲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区域中区位优势突出。南亚拥有重

要的港口和岛国,在国际航运、贸易及金融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与南亚山水相连,具
备开展深度国际商贸及教育文化合作的基础,与南亚的长期友好往来也是我国打造睦邻外交、构建

和谐周边环境、增进理解和互通的战略选择。推进南亚国家来华留学教育将有利于我国思考周边

问题、深化教育合作、提升双方利益和强化人文联系。分析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状况,

并提出优化策略,对于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促进我国与南亚国家人文交流与合作具有深远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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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状况

我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相邻,南亚国家与我国具有天然而广泛的基于地缘及文化

的往来,且边境经济、社会、文化的交往频繁,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与南亚各国民心互通,同时也促进

了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在规模、层次及奖学金等方面的发展。
(一)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发展状况

第一,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持续增长,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中处于领先地位。表1显

示,2010年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为21291人,到2015年达到43019人,总量翻一番,呈现逐年增长

态势。值得指出的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从2013年的

30104人增加到2014年的44165人,增长率高达46.7%,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南亚国家来华

留学的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中占据重要位置。

6年来,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总规模达到187536人,占“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总量的21.0%,仅次

于东南亚国家41.5%的比例,位居第二。201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其余4大区域来华留学生

占“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总量的比例依次为中东欧(13.9%)、中亚(11.8%)、西亚非(6.9%)和东亚

(5.0%)。据此南亚成为了“一带一路”沿线来华留学的重要生源地,规模优势较为突出。
表1 2010-2015年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统计(单位:人)

  国别

年份  
印度

巴基

斯坦
尼泊尔

斯里

兰卡

孟加

拉国
阿富汗

马尔

代夫
不丹

南亚总

规模

一带一路

总规模

2010 9014 7406 2833 1099 587 225 117 10 21291 111191
2011 9370 8516 2899 1079 941 291 140 10 23246 123945
2012 10237 9630 2990 1086 1253 335 158 19 25711 142217
2013 11781 10941 3458 1331 1964 385 207 37 30104 160784
2014 14945 17860 5037 2085 3315 633 216 74 44165 171580
2015 16694 15654 4062 2109 3765 496 179 60 43019 183272
合计 72041 70007 21279 8789 11825 2365 1017 210 187536 892989

  注: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编写的2010-2015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如无特别标注,本文相关数据均来源于此)

第二,部分国家表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主要以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为典型代表。

2015年,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来华留学生规模分别为4062人、3765人和2109人,总
量和发展基础紧随印度和巴基斯坦,明显优于阿富汗、马尔代夫和不丹。2010-2015年孟加拉国

的来华留学生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5.0%,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的这一数字分别为13.9%和7.4%,反
映出以上3国具有较大的来华留学发展动力。我国与孟加拉国具有良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传统,

1979年,双方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有效促进了彼此在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2015年,
我国增加了面向孟加拉国的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及汉语教师培训的总量[3]。2016年10月,我国

与孟加拉国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方提出将为孟加拉国学生和

官员赴华提供教育、培训和奖学金,持续在关键领域为孟方提供人才培养帮扶等[4],积极的政策成

为提高来华留学规模的重要引擎。
(二)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层次结构

教育结构特指“教育总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联系与组合方式”[5]。留学生教育的

层次结构包含学历生和非学历生两个主要层次。其中,学历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

生,非学历生包括普通进修生、高级进修生和短期进修生。层次结构的优化能够反映我国留学生教

育质量及发展水平的进步,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体现。南亚国家来华留

学生的层次结构主要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层次结构优化。表2反映了2010-2015年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层

次结构情况。6年间学历生占南亚来华留学生的比例在87.3%到93.5%之间浮动,平均占比达到9



成,学历生层次规模优势突出。与此同时,南亚非学历来华留学生由2010年的1381人增加至

2015年的4570人,年增长率为27.0%,也呈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以上数据表明,近年来南亚国

家留学生倾向于来华修读学位、接受专业教育,打破了传统上以汉语学习及短期学习为主的格局。
从“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层次结构角度看,2010-2015年南亚来华留学学历生占“一带一路”来华

留学学历生比例在30.5%到40.1%之间浮动、占比较大,反映出南亚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来华学

历生的重要来源,是来华留学生层次结构优化的重要动力。
表2 2010-2015年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层次结构(单位:人)

年份
学历生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人数
非学历生

学历生占

留学生比

南亚学历生占“一带一路”

学历生比

2010 17956 1090 864 19910 1381 93.5% 34.2%
2011 18876 1478 1071 21462 1784 92.3% 32.2%
2012 19881 2005 1445 23390 2321 91.0% 30.5%
2013 22415 2613 2014 27100 3004 90.0% 31.5%
2014 25377 3575 2993 38554 5611 87.3% 40.1%
2015 29994 4331 4075 38449 4570 89.4% 35.3%
合计 134499 15092 12462 168865 18671 - -

  第二,研究生层次来华留学生增长强劲。依据表2可以测算出不同层次南亚来华留学生的增

长率。本科生占南亚国家来华留学学历生主体,总量从2010年的17956人增加到2015年的

29994人,年增长率为10.8%;硕士生从2010年的1090人增加到2015年的4331人,年增长率为

31.8%;博士生由2010年的864人增加至2015年的4075人,年增长率为36.4%。研究生层次的

来华留学生虽然绝对数量不及本科生,但是增长速度快、发展潜力大。其中,硕士生的年增长率高

出本科生21个百分点,博士生则高出本科生25.6个百分点,层次结构优化进程加速。研究生层次

来华留学生的迅速增长,标志着我国留学生教育质量及来华留学吸引力的显著提升,这既得益于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也得益于来华留学事业的积极、稳步推进。
第三,部分国家来华留学生层次结构优势突出。表3显示了南亚8国研究生层次来华留学生

的发展情况,数据反映出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高层次来华留学生不仅在绝对数量上优势明显,且占

本国来华留学生总数比例较高。
表3 2010-2015年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研究生规模统计(单位:人)

  国别

年份  
印度 巴基斯坦 尼泊尔 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 阿富汗 马尔代夫 不丹

2010
246
(2.7%)
(12.6%)

925
(12.5%)
(47.3%)

521
(18.4%)
(26.7%)

93
(8.5%)
(4.8%)

155
(26.4%)
(7.9%)

9
(4.0%)
(0.5%)

5
(4.3%)
(0.3%)

0
(0.0%)
(0.0%)

2011
340
(3.6%)
(13.3%)

1180
(13.9%)
(46.3%)

679
(23.4%)
(26.6%)

102
(9.5%)
(4.0%)

227
(24.1%)
(8.9%)

16
(5.5%)
(0.6%)

5
(3.6%)
(0.2%)

0
(0.0%)
(0.0%)

2012
451
(4.4%)
(13.1%)

1724
(17.9%)
(50.0%)

849
(28.4%)
(24.6%)

110
(10.1%)
(3.2%)

282
(22.5%)
(8.2%)

24
(7.2%)
(0.7%)

10
(6.3%)
(0.3%)

0
(0.0%)
(0.0%)

2013
573
(4.9%)
(12.4%)

2430
(22.2%)
(52.5%)

1048
(30.3%)
(22.6%)

126
(9.5%)
(2.7%)

395
(20.1%)
(8.5%)

41
(10.6%)
(0.9%)

14
(6.8%)
(0.3%)

0
(0.0%)
(0.0%)

2014
721
(4.8%)
(11.0%)

3775
(21.1%)
(57.5%)

1249
(24.8%)
(19.0%)

166
(8.0%)
(2.5%)

576
(17.4%)
(8.8%)

63
(10.0%)
(1.0%)

17
(7.9%)
(0.3%)

1
(1.4%)
(0.0%)

2015
824
(4.9%)
(9.8%)

5116
(32.7%)
(60.9%)

1392
(34.3%)
(16.6%)

198
(9.4%)
(2.4%)

770
(20.5%)
(9.2%)

85
(17.1%)
(1.0%)

20
(11.1%)
(0.2%)

1
(1.7%)
(0.0%)

  注:本表中单元格第一排的百分率为比例1:该国来华留学研究生数占该国来华留学生总数;第二排的百分率为比例2:该国来华留

学研究生数占南亚来华留学研究生总数的比例



2010-2015年巴基斯坦来华留学研究生总计15150人,占本国来华留学生比例的21.6%,且
占南亚来华留学研究生总规模的55.0%,成为高层次来华留学生的主体。从动态趋势上看,2010-
2015年巴基斯坦来华留学研究生数占本国来华留学生的比例由12.5%上升至32.7%。尼泊尔的高

层次来华留学优势在南亚国家中仅次于巴基斯坦,2010-2015年来华留学研究生总计5738人,占
本国来华留学生比例的26.9%,同时占南亚来华留学研究生总规模的20.8%。2010-2015年尼泊

尔来华留学研究生数占该国来华留学生数的比例由18.4%上升至34.3%。以上数据反映出巴基斯

坦和尼泊尔的学历来华留学生教育结构不仅具有较好的基础,且处于动态优化的进程中。此外,孟
加拉国来华留学研究生的绝对数量虽然较小,但占该国来华留学生总数比例较高。2010-2015
年,孟加拉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本国来华留学生总量的比例年均达到21.8%,高于巴基斯坦

(20.1%),斯里兰卡(9.2%),阿富汗(9.1%)和印度(4.2%)。
(三)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发展变化

来华留学奖学金能有效推动来华留学生规模增长和层次结构优化,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支持南

亚留学生来华留学的主要经费来源。近年来,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变化情

况呈现出三方面的主要态势:
第一,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人数(奖生数)逐年上升。表4统计了

2010-2015年南亚来华留学生获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基本情况。2010年南亚来华留学奖生数合计

1882人,到2015年达到6029人,增长了3.2倍。大多数南亚国家奖生数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例
如,孟加拉国奖生数由2010年的178人增加到2015年的567人,年增长率为26.1%。尼泊尔、阿
富汗和印度也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年增长率分别为15.2%、14.7%和14.0%。此外,由于

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斯里兰卡年均增长幅度仅为3.9%。不丹和马尔代夫不仅来华

留学生总量偏低,获得奖学金的人数则更为有限。
表4 2010-2015年南亚来华留学生获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统计(单位:人)

  国别

年份  
印度

巴基

斯坦
尼泊尔

斯里

兰卡

孟加

拉国
阿富汗

马尔

代夫
不丹 合计

2010
208
63

(25.6%)

711
559
(60.4%)

502
335

(64.3%)

208
72

(77.4%)

178
107
(69.0%)

63
9

(100%)

11
2

(40.0%)

1
0
(0%)

1882
1147
-

2011
260
91

(26.8%)

957
789
(66.9%)

607
445

(65.5%)

234
77

(75.5%)

211
141
(62.1%)

90
14

(87.5%)

17
1

(20.0%)

0
0
(0%)

2376
1558
-

2012
279
121

(26.8%)

1301
1126
(65.3%)

695
516

(60.8%)

220
70

(63.6%)

241
183
(64.9%)

95
18

(75.0%)

20
2

(20.0%)

0
0
(0%)

2851
2036
-

2013
334
153

(26.7%)

1780
1595
(65.6%)

800
622

(59.4%)

236
82

(65.1%)

363
261
(66.1%)

102
24

(58.5%)

29
5

(35.7%)

0
0
(0%)

3644
2742
-

2014
376
212

(29.4%)

2673
2495
(66.1%)

918
733

(58.7%)

245
98

(59.0%)

454
338
(58.7%)

112
34

(54.0%)

26
5

(29.4%)

1
1

(100%)

4805
3916
-

2015
400
269

(32.6%)

3635
3476
(67.9%)

1019
815

(58.5%)

252
119

(60.1%)

567
446
(57.9%)

125
43

(50.6%)

29
11

(55.0%)

2
1

(100%)

6029
5180
-

  注:本表中每行第一排数字为该国获得政府奖学金总人数,第二排数字为该国来华留学研究生获得政府奖学金人数,第三排百分比

为该国研究生奖生数占该国来华留学研究生总数的比例

第二,学历生占据奖生数的主体,且研究生层次留学生具有显著竞争优势。2010年南亚国家

学历生奖生数为1813人,非学历生奖生数仅为69人;到了2015年,学历生奖生数达到了5968
人,非学历生奖生数仅为61人,奖生数在学历生和非学历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反映出以学



习中文、中国传统文化或其他形式的短期留学的非学历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比例较低。另一

方面,从学历生奖生数的内部结构看,研究生层次显著优于本科生,反映出高层次学历生获得奖学

金的优势明显。表4反映出,2010-2015年,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研究生奖生数由1147人增加至

5180人,且研究生奖生数占奖生数总量的比例逐年上升,由2010年的60.9%上升到2015年的

85.9%。这不仅反映出高层次学历生具有较强的奖学金竞争能力,也反映出奖学金是优化来华留

学生层次结构的重要内驱力。
第三,部分国家具有较强的奖学金竞争优势。一是巴基斯坦奖生数在南亚8国中位居第一,由

2010年的711人增长到2015年的3635人,且占南亚国家奖生数总量的比例由2010年的37.8%
上升至2015年的60.3%。从绝对数量上看,巴基斯坦奖生数不仅在南亚优势突出,同时在“一带一

路”沿线65个国家中占据重要位置,2010-2015年巴基斯坦来华留学奖生数共计11057人,占“一
带一路”奖生数的10.9%,研究生奖生数占本国来华留学研究生总数的7成左右,占“一带一路”来
华留学研究生奖生数的16.1%。二是阿富汗和孟加拉国虽来华留学生基数小,但研究生奖生数占

该国来华留学总数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不仅反映出这些国家来华留学研究生具有较强的

奖学金争取能力,也说明阿富汗和孟加拉国等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教育供给不足,对我国政

府奖学金的依赖程度较高。

二、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南亚来华留学事业积极稳步推进,规模上持续扩大,层次结构上也占据“一带一路”沿
线区域中的优势地位,奖生数持续增加并促进了来华留学生规模和结构的优化。然而,与留学市场

较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南亚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依然不充分、不均衡,主要表现为留学市场份额

少,教育水平国际认可度低[6],高学历层次学生比例偏低,生源结构不平衡等方面。
(一)南亚来华留学生规模呈现“两强多弱”格局

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总规模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仅次于东南亚,位居第二。但是,规模

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突出,呈现“两强多弱”格局。“两强”是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来华留学生规模占

据绝对优势。图1显示了2010-2015年,南亚8国来华留学生的变化情况,印度和巴基斯坦来华

留学生总量接近,表现出基数大、增速快的特点,占到南亚来华留学生总量的七成以上。具体来说,

2010-2015年印度来华留学生总计72041人,占南亚总规模的38.4%,巴基斯坦的这一数字为

70007人,占37.3%,两国共占南亚来华留学生总规模的75.7%。成为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的主要生

源地。比较而言,2010-2015年其余6国的来华留学规模则较为有限,尼泊尔为21279人,孟加拉

国为11825人,斯里兰卡为8789人,马尔代夫为1017人,阿富汗为2365人,而不丹则仅为210
人,以上6国的总量仅占南亚来华留学生的24.3%。因此,南亚各国来华留学生规模发展不均衡、
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

图1 2010-2015年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单位:人)



(二)高层次学历来华留学生总量偏低

如前所述,南亚国家学历生规模显著大于非学历生,且研究生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本科生,呈
现出结构优化的态势。然而,从整体数量上看,本科生占据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绝对优势,研究

生层次来华留学生总量偏低。依据表2数据,研究生层次来华留学生规模增速较大,处于层次结构

优化过程中;同时,也反映出来华留学本科生在规模上优势突出,2010-2015年来华留学本科生总

规模占学历生的79.7%,研究生则仅占学历生的16.3%,其余则为专科生,高层次的来华留学生教

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是南亚来华留学的重要生源地,其来华留学生

基数大、规模优势突出,但是来华留学的研究生占比却十分有限。数据显示,2010-2015年印度来

华留学生总规模达到了72041人,但研究生仅为3155人,占总规模的4.4%,反映出印度学生来华

接受高层次学历教育的意愿不足、动力不强。
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演进脉络来看,发达国家的留学市场较为成熟,以研究生层次的留学生为

主。比较而言,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中研究生层次总量不足,反映出我国高校的国际学术声誉、留
学生教育水平有待提高,服务留学生的软硬件条件有待进一步优化。

(三)奖学金总量偏低、支持力度不足

总体上看,南亚来华留学奖学金总量偏低、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一是奖生数总量偏

低。表5显示了南亚来华留学奖生数情况,2010-2015年南亚来华留学奖生数占比为14.5%,绝
大多数来华留学生没有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支持,奖学金的覆盖面不足;二是部分国家来华留学

生具备规模优势,但奖生数偏低。例如,印度作为南亚来华留学的重要生源地,2010-2015年其来

华留学生规模占到南亚8国的38.4%,然而奖生数占比较低,仅占南亚奖生数的8.6%、占本国来华

留学生人数的比例则仅为2.6%;三是奖生数涨幅低于该国来华留学生总量增速,从而使得奖生数

占比持续走低。例如,孟加拉国2010-2015年来华留学规模的年增长率为45.0%,而来华留学奖

生数的年增长率为26.1%,中国政府奖学金暂时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孟加拉国来华留学生的需求;
四是斯里兰卡来华留学生规模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是奖生数比例出现走低趋势。2010-2015年斯

里兰卡在南亚国家来华留学总规模中排名第4,增长较稳定,然而,表5数据反映出其奖生数占留

学生的比例由2011年的最高点21.7%降到2015年的12.0%,反映出斯里兰卡来华留学生争取中

国政府奖学金的相对优势逐步减弱。
表5 2010-2015年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奖生数规模统计(单位:人)

  国家

年份  
印度 巴基斯坦 尼泊尔 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 阿富汗 马尔代夫 不丹

2010
9014
208
(2.3%)

7406
711
(9.6%)

2833
502

(17.7%)

1099
208

(18.9%)

587
178

(30.3%)

225
63

(28.0%)

117
11
(9.4%)

10
1

(10.0%)

2011
9370
260
(2.8%)

8516
957

(11.2%)

2899
607

(20.9%)

1079
234

(21.7%)

941
211

(22.4%)

291
90

(30.9%)

140
17

(12.1%)

10
0

(0.0%)

2012
10237
279
(2.7%)

9630
1301
(13.5)

2990
695

(23.2%)

1086
220

(20.3%)

1253
241

(19.2%)

335
95

(28.4%)

158
20

(12.7%)

19
0

(0.0%)

2013
11781
334
(2.8%)

10941
1780
(16.3%)

3458
800

(23.1%)

1331
236

(17.7%)

1964
363

(18.5%)

385
102

(26.5%)

207
29

(14.0%)

37
0

(0.0%)

2014
14945
376
(2.5%)

17860
2673
(15.0%)

5037
918

(18.2%)

2085
245

(11.8%)

3315
454

(13.7%)

633
112

(17.7%)

216
26

(12.0%)

74
1

(0.1%)

2015
16694
400
(2.4%)

15654
3635
(23.2%)

4062
1019
(25.1%)

2109
252

(12.0%)

3765
567

(15.1%)

496
125

(25.2%)

179
29

(16.2%)

60
2

(0.3%)

  注:本表中第一排数字为该国来华留学总规模,第二排数字为奖生数,第三排数字为奖生数占该国来华留学生总规模比例



三、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优化策略

推动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就是要促进规模与结构的均衡发展,坚持数量与

质量并重,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针对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应从增进规模与结构

的协同发展,增加奖学金数量、健全奖学金体系,促进学科发展、打造来华留学品牌,提升来华留学

生教育管理与服务水平等方面入手。
(一)分层次推进来华留学生规模与结构的均衡发展

留学生数量与质量的同步提升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促进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的

充分、均衡发展是我国扩大与南亚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扩大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高层次来华留学比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来华留学生教育

中具有突出的规模优势,未来工作重点是加强两国的高层次来华留学生比例。具体要对接“一带一

路”倡议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来华留学推广计划,不断强化与两国政府、教育机构的沟通与合

作,建立研究生互派交流机制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拉动高层次来华内需;第二,进一步激发尼

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的来华留学发展潜力。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在南亚来华留学

规模中处于第二梯次,仅次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具有较好的基础和较大的发展潜力。2014年,尼泊

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为15.8%、13.4%和20.7%,均徘徊在大众化阶段

前后、总体水平不高,反映出这些国家高等教育服务容量相对有限,教育供给并不能充分满足社会

对高等教育的现实需求。我国政府及高等院校应积极利用与以上国家的地缘及文化优势,采取有

效的招生措施,吸引其优质生源面向我国的国际流动[7]。第三,大力发展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等

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教育。阿富汗等国人口总量少、贫困人口多,教育水平偏低且

高等教育供给不足,要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留学市场上学费较低、生活成本低的优势,加大宣传,促
进以上国家学生对我国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开放条件适宜,教育资源充足、成本较低等优势的了解

和认知,同时给予相应的留学优惠政策,稳步吸引更多学生来中国进行交流与学习。
(二)增加奖学金数量、健全奖学金资助体系

来华留学奖学金的设置及管理是留学教育工作的重点,奖学金在调整来华留学生规模及结构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16年颁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建

立健全政府、学校、社会力量权责明确、分工协作、高效有序的教育对外开放运行架构[8],为来华留

学奖学金体系建设提供了改革的方向。
第一,提高中国政府奖学金力度。进一步加大奖学金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奖学金对扩大来华留

学生规模、调整留学生结构上的作用。与此同时,扩大中国政府奖学金在专业类别上的覆盖面,吸
引南亚来华留学生就读我国高校优势学科;第二,制定以政府为主,高校、企业协同的多元化奖学金

投入体系。在稳定中国政府奖学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要持续加大“丝绸之路专项奖学

金”的投入力度。高校在自设奖学金的基础上,应谋求与校企联合共同为留学生提供支持。鼓励其

他社会组织、自然人设立各类来华留学奖学金,为来华留学研究生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奖学金政策;
第三,在奖学金管理过程中赋予高校更大自主权。鼓励高校依据办学传统、学科优势等科学安排来

华留学奖学金布局,提高奖学金的管理和使用效率,健全留学生资助体系,通过提高来华留学生奖、
助学金的标准和范围,吸引更多优秀国际生源来华留学,切实做好“雪中送炭”的工作[9]。

(三)促进学科发展,打造来华留学品牌

高质量的教育是推动高层次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提升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必然要

求促进学科发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学科专业、完善留学生课程体系,从而打造来华留学品牌,吸
引优质来华留学生。

第一,拓展学科优势。要从“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高度出发,集中优势资源、统筹规划来华留

学生的学科专业,发展和建设好符合沿线国家市场需求及社会发展需要的特色学科专业,不断强化



优势、特色专业吸引优秀留学生生源的能力。高等学校要依托优势学科、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利用

特色专业建立来华留学教育增长点,并扩大学术影响力和辐射能力。第二,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

设,为建设留学中国品牌提供中坚力量。在选聘上,将本土师资选聘和培养与引进外国优秀教师进

入留学生教育队伍有机结合,并发挥海归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资源优势[10];在培养上,注重将专业

水平和多元文化素养提升相结合。借鉴美国等留学发达国家经验,在师范教育及高校教师岗前培

训中开设“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民族意识”等课程,促进教师掌握多元文化社会所需的基本知识及

能力素质。第三,强化来华留学生课程建设。在课程内容上,不仅注重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习得,还
要满足留学生获得多元文化社会生活必备的知识储备、思维方式等,促进其多元文化理解及沟通能

力的发展;在课程标准上,力求与国际接轨,理论教学部分要体现国际学术前沿,实践教学环节所涉

及的实习、实训等同样以国际标准为准绳;在课程类型上,将“双语课程”及“全英文课程”作为建设

重点,通过课程项目发布、全英文品牌课程建设等方式激励和保障相关课程的开设。
(四)提升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与服务水平

完善来华留学生管理与服务体系,建构成熟的社会支持环境以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充分发

展。首先,发挥高校在来华留学生管理上的自主权,推动“趋同管理”。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接受

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的具体要求,高等学校具体负责外国留学生的招生、教育教学及日常管理工

作[11]。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对于留学生的招生、教学、管理及质量评价等方面采取独立的体系,
尚未形成“趋同管理”模式,不仅增加了管理运行成本,也难于和国际通用模式接轨。高校应把来华

留学教育纳入学校的整体发展规划,完善政策制度,建立与教育国际化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来华

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6],克服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方式滞后于实际需要的弊病。其次,
不断提升来华留学生服务水平,树立开放式的服务理念。相关政府部门主要依法、依规管理来华留

学生的涉外、签证、医疗及宗教活动等;鼓励企业及社会服务机构在来华留学生保险、社团及社会活

动、勤工俭学、实践实习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高等学校应将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纳入引导

和服务范畴,同时为留学生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诸如公寓规划、改造及建设,后勤、餐饮等方面。
此外,借助国际交流、留学教育基地建设、涉外办学、孔子学院等平台展开全面、生动的宣传工作,传
递有关留学生相关优惠政策、特色留学项目等教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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