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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 越来越多海外留学生选择来中国留学。甘肃留学生数量也逐步增

加 , 但因为各种条件限制 , 甘肃留学生招生还是比较落后。本文作者从不同方面分析了甘肃高校留学生招生所面

临的困难 , 并针对甘肃高校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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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甘肃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瓶颈与突破
○杨国科

(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 甘肃·兰州 730070)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国国际

地位的不断提高, 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的举

办 , 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不断升温 , 越来越多的

留学生选择来中国留学。留学生教育的层次也在逐

步提高 , 由单纯的语言学习扩大到覆盖文、史、哲、

经济、管理、法学、教育、理、工、农、医等普通高等教

育全部学科门类。尤其是2004至2007年以来, 来华

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 从11万发展到了19.5万 , 增

长了近一倍( 图一) 。在这种情况下, 甘肃各高校也

积极行动, 通过各种渠道, 拓展留学生招生规模, 使

得甘肃来华留学生数量逐年增长( 图二) 。但由于各

种条件的限制, 甘肃留学生教育还远远落后于国内

大部分省份 , 留学生数量在全国留学生总数中只

占极小的份额( 图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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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肃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瓶颈
甘肃高校在留学生教育工作方面的落后主要

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 一) 环境的制约

1、自然环境差, 对留学生缺乏吸引力

地理上 , 甘肃地处中国西北部 , 地形以山地和

高原为主 , 海拔大多在1000米以上 , 四周为群山峻

岭所环抱。交通条件差, 可进入性差, “行路难”的状

况不同程度地存在 , 使来华留学生进不来又出不

去, 或进得来而学不久; 气候上, 甘肃属于温带大陆

性干旱气候, 降雨量总体偏少, 气候干燥, 四季及昼

夜温差很大; 同时 , 甘肃省是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

最大、发展最活跃且危害严重的省份之一 , 常受沙

尘暴的侵袭。而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甘肃省高校留学

生教育的发展。

2、经济环境差, 宣传力度小

甘肃省是一个西部欠发达省份 , 经济基础薄

弱 , 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 财政运行中依然存在着赤

字多、债务重、人均水平低、自给能力弱等困难和问

题。而落后的经济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落后的教育。

况且由于经济的落后 , 对高校投入本身就相应不

足 , 因此省内虽然有兰州大学等知名院校 , 但由于

缺乏资金支持 , 对高校宣传力度小 , 这些学校虽然

在国内也人所共知 , 但在国外知之甚少 , 国外留学

中介组织宣传品上的学校主要集中在京、津、沪等

发达地区。高校本身对外宣传工作也不足, 目前甘

肃省大本高校没有招生网站, 少部分有招生网站,
质量也远不如知名大学的网站, 国际互联网这个最

有效的媒体没有利用起来。使国外潜在来华人群没

有办法了解甘肃。

( 二) 学科优势不明显, 发展学历教育存在困难

据统计, 美国的留学生中有44%是攻读硕士、

博士学位的学生 , 37%是攻读学士学位的本科生 ,

11%为攻读准学士的学生, 2%是实习生, 3%是强化

英语的学生, 3%是非学历教育的学生。我国教育部

统计 , 2007年 , 来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 共 计

195503名, 按留学生类别统计, 学历生68213名 , 占

来华留学生总数的34.89%。而来甘肃留学的绝大

部分还是学习期限为半年或一年的汉语言进修生,
攻读本科专业的只占5%左右, 攻读硕士学位的更

是凤毛麟角 , 这不但没有办法与美国相比 , 就是在

国内相比较也远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究其原因,
还是与甘肃省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有关。由于科

技的落后, 甘肃高校的大部分专业不具备领先优

势, 即使有少部分比较突出的如兰州大学的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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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有机化学、自然地理

学、植物学等学科, 虽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但也基

本上无法进行双语教学, 这就很难吸引学历生来甘

肃学习。

( 三) 对留学生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随着大学国际化程度的越来越高, 世界上各个

大学都开始意识到国际交流的重要性, 而发展留学

生教育无疑是大学国际交流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

工作。因为留学生教育不但能给学校带来较大的经

济效益, 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国际知

名度, 还能推广中国的文化。但由于甘肃相对闭塞

和长期以来留学生教育落后, 没有意识到留学生教

育的重要性 , 对留学生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 各有关

部门还没有把留学生的扩大招生规模和提高层次

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水平来认识, 更没有认识到

留学生教育是一个创汇产业。

二、甘肃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突破口
尽管甘肃留学生教育还处在很落后的地位, 但

要改变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 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可以根据甘肃自己的特点 , 变不利条件为有

利 , 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 就能在留学生教育方面

取得大的进步。具体来说, 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树立品牌意识, 发展甘肃优势

甘肃因地理条件差、经济、科技比较落后, 留学

生数量少, 语言生占的比重大。但甘肃有其自身的

优势: 甘肃地处西北部, 具有语言优势。我们知道,
汉语普通话是在北方语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甘肃

普通话比较标准, 与上海、广州南方城市相比, 语言

上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对语言进修生比较有吸引

力。针对这种情况, 甘肃高校要扬长避短, 善于利用

这一优势, 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打造自己的名牌, 在

争取学历生的同时 , 利用语言优势 , 着力发展语言

进修生。同时, 在质量上也要有品牌意识, 在留学生

培养、语言培训、学历教育、留学生管理、学费等方

面建立规范, 以质量和品牌取胜。这一点上, 新加坡

外国留学生教育的经验对我们有借鉴意义。新加坡

坚持重质量树品牌的留学生教育发展道路, 留学生

发展蒸蒸日上。

( 二)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学校国际知名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虽然我们的国际交流有了

很大发展 , 但从来华留学生教育情况看 , 我们的国

际交流力度仍然不大, 许多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中国

的教育体制及大学的教育水平知之甚少, 甚至不少

国家的人民只知道中国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而

对其他大学则知道的很少。这与我们的国际宣传力

度不够有直接的关系。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要在国

际宣传上下大功夫。

1、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甘肃的作为人类发源

地之一的历史地位, 增强甘肃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加大宣传兰州大学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势学科和

科研成果。加大宣传具有甘肃特色的西北师范大

学、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中医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等

院校留学生教育现状。

2、各高校也应该积极行动, 努力宣传自己。一

方面, 各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近几年由国家教育部组

织的“留学生中国教育展”, 让外国人充分、具体了

解中国的大学 , 中国的教育制度 , 留学中国的环境

等; 另一方面, 各高校应迅速建立高质量、有特色的

招生网站 , 这是目前投资少 , 时效性强且传播广的

一条捷径。国际上著名大学的网站有关国际学生的

部分做的都非常生动、细致。我们应尽快缩短这个

差距, 充分利用国际互联网这个最有利的工具, 以

强大的攻势推销自己。

( 三) 加强推广双语教学, 争取学历生

双语教学是教育国际化至关重要的因素。外国

留学生之所以愿意去美国留学,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良好的英语语言环境。而中国从总体上讲,
对来华留学生教育一直以汉语为交际语言, 来华留

学生首先要学习汉语 , 一般要学习汉语一年 , 然后

才能进行专业学习。由于汉语是世界上难学语言之

一, 一年汉语学习解决不了学习专业课所需要的汉

语能力, 导致汉语没有学好, 专业也一塌糊涂, 极大

地打击了来华留学生的积极性。如果能运用双语教

学, 甚至对有些领先专业实行完全英语教学 , 就会

节省学习汉语的时间和对专业课理解的难度, 大大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运用双语或英语教学, 可以

更广泛地接收来华留学生。因此, 加强双语教学对

提高教学的接受度、不断扩大生源都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当然, 甘肃省英语普及度不够高, 相当多的专

业教师还不能胜任双语教学 , 但这是一个发展方

向, 应该坚持下去。

总之, 留学生教育是教育国际化中最重要的因

素, 因为其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 已经越来

越引起各国教育界的重视。甘肃高校因地理、经济、

科技等方面的制约, 在留学生教育方面暂时比较落

后。但是, 只要能有足够的重视, 采取一些措施, 甘

肃高校在留学生教育发展上就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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