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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作为来华留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其内涵式发展是促进来华留学

教育“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这对新时代“趋同化”治理模式下积极应对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面临

的挑战提出了新要求。“趋同化”管理要求以“同中有异”的原则发展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既要趋

同管理，也要尊重差异。目前发展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存在整体生源质量有待提升、导师招收意愿不

强、专业实践成效不明显及多部门联动机制尚未成熟等挑战，亟需从构建国际化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

体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来华留学教育模式、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几方面完善管理与部署，以期为实

施“双一流”建设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创新动力、智力支撑与决策支持。 

[关键词]  来华留学研究生；“趋同化”管理；提质增效 

[中图分类号]  G64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2−0132−07 

 

    来华留学生教育是世界了解我国的“窗

口”，也是我国对外展现自身形象的“名片”。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正从

“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1]：2018 年教

育部发布《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

(教外〔2018〕50 号)，明确各高校可以此为基础

“完善来华留学质量保障体系，以质量促发展，

以规范促管理”[2]；随后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打造更有国际竞争力的留学教

育[3]；2020 年教育部党组要求各高校深刻理解习

近平总书记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

生回信精神，牢牢把握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

总要求，“不盲目追求国际化指标和来华留学生

规模”[4]。这些举措都意味着今后来华留学生教

育将在适度扩大规模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提升培

养质量。 

    来华留学研究生是留学生中的高层次群体，

近年来我国留学研究生人数占学历留学生人数

比例逐步扩大[5]，同时各高校也相继将教育资源

向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倾斜[6]，这在培养造就相

关专业行业领域中的高层次知华、友华、爱华人

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实现来华留学研

究生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是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提质增效的必然要求和前提基础，这也对新时代

“趋同化”治理模式下深刻理解来华留学研究生

教育内涵、积极应对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面临的

挑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新时代来华留学生教育治理模式的  

内涵 

    《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教

外〔2018〕50 号)明确指出，来华留学生在教育

教学管理、服务支持工作等方面与国内学生趋

同，这标志着进入新时代，“趋同化”管理将成

为来华留学生教育治理模式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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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理解“趋同化”管理？我们认为该概

念至少涵盖了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把握留学生

教育与国内学生教育的整体性观念，在教育、管

理、服务过程中既不能给予留学生群体特殊对待

甚至“超国民待遇”，也不能将其边缘化、孤立

化，中外学生在教学管理和服务方面要做到一视

同仁；不能仅由国际教育学院等外事管理机构负

责留学生教育全过程，导致留学生教育游离于高

校整个教育体系外。各职能部门应当依据职能定

位承担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二是尊重留学生教育

的差异化特点，“趋同”并不等同于“相同”。

留学生不同来源国的基本国情、民俗风情、宗教

信仰、文化氛围、教育体系等各有差别，而且

留学生与国内学生的学习基础、语言能力、思

维方式、生活习惯等也不尽一致，因此各高校

需要在留学生招生选拔、培养管理、生活管理、

后勤服务、学位授予等环节结合留学生的特点

适当地进行差异化设置，不能与国内学生一概

而论。 

    二、新时代治理模式下发展来华留学研究生

教育的挑战 

    来华留学研究生人数的规模化发展不仅对

高校职能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出了较高要

求，而且给教师队伍素质带来了巨大考验。因此，

亟待厘清在 “趋同化”管理要求下发展来华留

学研究生教育面临的几大挑战，并据此提出相应

解决对策，勾勒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发展

路径图。 

    (一) 招生机制有待完善，生源质量有待提升 

    生源是研究生培养的主体，生源质量是培养

质量的前提和基础[7]。但在来华留学研究生实际

招生过程中，招生机制不够完善，同时生源质量

有待提升，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部分高校对生源质量把控的重视程

度不足，在采用申请−考核制的招生环节中对材

料审核把关不严，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与弹性[8]，

降低招生门槛招收了一些生源质量不高的留学

生，却未考虑学校后续配套措施、学院接收能力

及导师培养水平，从而造成后续培养与管理过程

推进困难。 

    另一方面，来华留学研究生生源结构有待优

化，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学生居多，来自美洲、

大洋洲、欧洲国家的学生相对较少[8]。从国民教

育体系的发达程度来看，部分留学生生源国与我

国存在差距，因此与国内学生相比，来华留学研

究生语言能力、数理基础稍显薄弱。此外，部分

来华留学研究生的规矩意识、纪律意识有待加

强。从总体来看，来华留学研究生招生机制有待

完善，生源质量有待提升。 

    (二) 学院和导师招收意愿不强，指导热情 

不高 

    学院是负责来华留学研究生教学与培养的

具体单位，导师是留学研究生学术思维培训、科

研方法指引、论文写作指导的第一责任人，二者

在促进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方面的作用不

可替代。 

    在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过程中，部分学院和

导师招收留学研究生的主观意愿较弱，导师的指

导热情不高。影响招收意愿和指导热情的一大障

碍在于留学研究生生源质量，部分留学生学习基

础相比国内学生较为薄弱，同时导师在管理和指

导过程中还要注意方式方法，兼顾学生的心理状

况、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指导难度高于

国内学生，再加上导师自身也承担了教学任务和

科研项目，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指

导。另一大障碍在于制度的顶层设计，有学者研

究发现国内部分高校对招收留学生的教师在绩

效评价、工作量计算上没有政策优惠，缺少有力

的激励机制[9]，一些导师耗费多于国内学生的时

间和精力指导来华留学研究生，但在绩效等方面

却未体现出任何差异，这也进一步降低了导师招

收和指导来华留学研究生的积极性。 

    (三) 来华留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安排存

在困难，实践能力薄弱 

    按照“趋同化”的培养原则，来华留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与国内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相似，均应致力于培养造就在相关专业领域具有

一定理论基础和较强专业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

用型人才。 

    但就目前情形而言，高校对于来华留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未体现出契合培养目标

的实践特色，突出表现在专业实践安排存在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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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实践成效不明显。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

于：一是针对一些专业学位类别(专业领域)来华

留学研究生，如公共管理硕士、社会工作硕士等，

一般安排在政府机关进行专业实践，出于泄密风

险考虑，部分单位不愿意接收来华留学研究生。

二是相对于中国学生，来华留学研究生汉语熟练

程度不够，难以满足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专业实践

过程中与各类社会人群交流的需要，无法达到实

践的预期效果。三是缺乏专业实践质量监管机

制，实践流于形式。有研究指出，来华留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实践环节质量保障制度不健全已成

为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专业型高层次人才面

临的挑战之一[10]。 

    (四) 多方联动机制尚未成熟，协同效应难见

成效 

    在“趋同化”管理模式下，来华留学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高校各职能部门之间的通力

合作与互助交流，只有多方形成联动机制才能最

大化发挥协同效应，确保人才培养成效。 

    但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实际管理过程与理想

情形仍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一是管理人

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促进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

发展对管理人员队伍的素质尤其是英语交流能

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反观国内部分高校，并非所

有的职能部门均配备了专人处理留学生事务，沟

通不畅的情形时有发生。二是权责划分不够明

晰，各参与部门之间权责划分不够明确，同时对

留学研究生教育的认识不统一，对处在部门间分

工模糊地带的具体事务存在推诿扯皮现象，学院

外事老师和学生疲于奔命，导致问题解决效率较

低。三是信息服务水平不高，部门间相关数据信

息平台未实现互联互通，非数据存储管理部门难

以获得所需统计口径下的最新数据，不利于开展

留学研究生教育数据分析与质量评估工作。四是

服务意识不强，囿于留学研究生人口基数在整个

高校研究生总人数中占比较低，部分管理人员的

服务意识淡薄，使留学研究生群体的诉求难以得

到充分重视。 

    三、新时代治理模式下发展来华留学研究生

教育的对策分析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革命

和产业结构变革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对高层次人

才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时代背景下

我国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主动作为，踊跃

发展多边关系。如何乘势而上、因势利导，为世

界各国建设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负责

任的大国形象是新时代赋予来华留学研究生教

育的新使命。基于对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面临的

几大挑战的分析，我们从以下维度提出了几点改

革举措。 

    (一) 构建国际化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体系 

    1. 锻造国际化师资队伍 

    一方面致力于提升本土教师的国际化水平，

定期选派优秀教师赴国(境)外知名高校、科研机

构、院所学习交流，培养教师的国际视野与跨文

化交流能力，将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新颖的教

学方式、丰富的教学内容融入课程教学实践中。

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国际先进师资，实现与世界一

流高水平大学间资深教授、优秀教师、青年学者

的互访互派，在全球范围内聘请知名专家、权威

学者等高层次人才担任客座教授、荣誉教授，以

学术交流活动、科研项目等为纽带密切交流合

作，并以此为基础充分发挥国际名师效应，吸纳

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充实国际化师资队伍。 

    2. 加快国际化课程建设 

    强化英文授课的课程体系建设有利于吸引

欧美国家的优质生源来华留学[11]，应加快立项建

设一批高水平英文授课的国际化课程，在教材选

取上，使用能反映学科领域新成果、新方法、新

知识和新技术同时知识体系完整、逻辑自洽的英

文教材；在教学方式上，采用讨论式教学、案例

式教学、实践式教学等多元化教学方式，增进与

留学生的互动交流，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提升教

学效果；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根据教学目的、适

切来华留学研究生特点设置各环节授课内容及

时长，达到总体上夯实基础、掌握重点、了解难

点的要求；在授课人选上，可由具有良好英语交

流能力、一定学术造诣的教师主讲，也可鼓励本

校教师与国际师资合作共同讲授课程内容。 

    3. 推进学位点国际评估 

    学科专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来华留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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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攻读学位时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8]，应积极

开展学位授权点的国际评估工作，通过邀请世界

各地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用国际化眼光为

学科发展“把脉问诊”，从学科发展方向、科学

研究水平、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挖掘和发扬学科

特色，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优势学科的国际竞争

力，提升学位授权点的国际影响力、学位建设质

量和人才培养水平，吸引世界范围内的更多优质

生源来华攻读学位。 

    4. 优化国际化配套服务 

    一是树立整体观念，将来华留学研究生管理

作为校园管理体系的重要部分统筹安排，加强各

管理部门的协调联动，构建信息化支撑服务系

统，实现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数据的互联互通。

二是营造国际化校园氛围，高校的各类软硬件设

施都要考虑到留学生群体的需要，如开发英文版

的各类信息系统，校园指示牌标语、建筑物名称

等均应使用中英文。三是统一思想认识，各部门

依据职能定位对来华留学研究生的管理形成统

一认识，厘清职责分工并配备专人处理来华留学

研究生的具体事务。四是加强人文关怀与心理健

康服务，及时疏解来华留学研究生面对陌生环境

的心理不适和焦虑感及思乡情怀，积极组织各类

课外活动帮助他们融入新的人文环境，领略中华

文化之美。 

    (二 ) 打造中国特色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  

模式 

    1. 改革招生机制 

    来华留学研究生生源状况直接影响后续培

养及学位授予环节的质量，应从入口环节开始严

把生源质量关，从以下方面着手提升生源质量。 

    国家层面：增设专业水平考试。随着近年来

华留学研究生就读的热门专业由以往的语言类

专业逐渐向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转

移[12]，即使选择汉语授课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汉语

能力达到符合国家要求的《国际汉语能力标准》

4 级水平，但留学生理解专业词汇、开展专业课

程学习仍有困难。鉴于此，建议参照美国留学研

究生招考机制[13]，除举办汉语水平考试(HSK)外，

国家层面出台针对各大学科门类的专业水平考

试政策与规定，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入学标准除满

足汉语水平要求外，也应达到或超出专业水平考

试的最低限制条件，各高校按照汉语水平考试

(HSK)成绩与专业水平考试成绩及其他申请材料

择优选择生源。 

    高校层面：创新招生宣传方式。目前来华留

学研究生对各高校招生信息的了解渠道比较单

一，大部分信息都是通过直接浏览高校招生网站

获取，因此，除了精心设计招生页面使风格定位

与内容版面符合留学生浏览偏好外，可考虑多个

高校在国外假期期间共同赴海外联合举办招生

宣讲会，同申请人进行面对面交流，也可利用抖

音、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介进行线上宣传，扩大

招生辐射范围。 

    准确发布招生信息。针对留学生关注的信息

如招生程序、申请材料、导师、院系和专业简介

等在招生网页上及时更新完善；负责留学生招生

事宜的外事管理机构与研究生院、后勤等相关职

能部门以及学院等具体培养单位结合学校配套

措施、导师招收意愿等情况及时沟通当年度招生

指标、招生专业、招生方向、授课语言等内容后

再统一对外发布招生专业目录或招生简章，尤其

是针对使用英语授课的专业，须确保设置了有可

供来华留学研究生学习的英文课程。 

    注重优化生源结构。目前来华留学研究生的

主要生源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巩固与现有优

质生源国合作基础的前提下，进一步探索与欧

洲、大洋洲、美洲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和加强校际

交流的渠道，尤其是对处于“一带一路”沿线的

欧洲国家，进行高等教育合作的潜力巨大，可以

开展调研的形式了解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并进行

对接，以优势学科或优势学科集群为突破口先行

先试、以点带面推动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提升

来华留学研究生生源的国际性。 

    严格招生考试过程。在招考程序上，由学院

制定一套标准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招考程序，招考

过程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同时使用先进信息技术

设备进行全程录像，根据招生学科特点和对学生

基本素质能力的要求设置明确具体的考核评价

标准，保证招考程序透明化、公开化、规范化；

在材料审核上，学院和导师严格审查申请材料，

对于申请人简历或申请表中的经历及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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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核，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坚决杜

绝材料审核中的形式主义现象。 

    2. 依托国家战略发展来华留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 

    企业“走出去”战略为校企联合培养来华

留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了契机与平台，依托 

“走出去”战略，结合高校优势学科特色，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特色班的形式成建制招收

来华留学研究生，将专业实践安排在企业位于来

华留学研究生生源国的办公场所进行，既能有效

解决来华留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安排存

在困难的问题，也有利于为当地培养相关行业领

域的高层次技术和管理人才。如中南大学 2019

年与“一带一路”沿线跨国企业开展合作，首批

成建制招收了 21 名印度尼西亚冶金工程硕士，

单独开班[14]，除定制化培养方案外还将利用企业

在印度尼西亚的办公场所完成为期一年的专业

实践。 

    (三 ) 健全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 

    1. 强化培养过程监管 

    按“趋同化”管理原则，严格来华留学研究

生课程学习纪律，开展来华留学研究生学籍清理

工作，建立学业清查预警机制，加强开题报告、

博士生资格考试、中期考核等培养环节管理，按

照高校课程学习管理和培养环节管理的文件要

求实行过程考核与分流淘汰。此外，建议对中英

文基础均比较薄弱、难以跟上课程教学进度的来

华留学研究生，对其在半年或一定时间内进行强

化培训与精准辅导，若仍难以达到毕业和学位授

予要求，则对该部分学生予以分流淘汰，保障培

养质量。 

    2. 完备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在宏观层面，进入来华留学教育“提质增

效”新时期，各有关政府部门对来华留学教育政

策的制定既要体现契合该时期留学教育发展特

点的总体要求，与时俱进，也要具有前瞻性和系

统性，不仅应涵盖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各领

域，而且也要注重提升政策层级[15]，为来华留学

研究生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宏观制度保障。 

    在微观层面，各高校应进一步完善来华留学 

研究生的相关制度，形成招生、培养配套的制度

体系。如在招生环节，制定导师招收来华留学研

究生管理办法等专门文件，限定导师招收来华留

学研究生人数，探索建立对招收来华留学研究生

导师的激励机制，考虑在工作量计算和物质补偿

上给予适当倾斜等[9]，提升导师招收意愿，保障

后续培养管理及学位授予环节质量，同时各学院

根据招收留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招考标准和细

则，规范招生过程。在培养环节，对于研究方向

相同、招收规模较大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根据其

特点和培养目标设置课程体系，定制培养方案。

此外加强来华留学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将高校

现有关于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文件、制度、日

常管理规定等分别汇编成册发放给来华留学研

究生和导师，增强学生的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

规范管理。 

    3. 推进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 

    我国现行的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由教育

部委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承办，旨在以

评促建、以评促改，推动我国高校来华留学研究

生教育质量实现内涵式提升。对于认证工作提出

的不足和问题，高校应及时整改到位，确保整改

措施抓实抓细，整改过程抓紧抓实，整改效果落

地落实，注重后期的复查工作。同时鼓励多个第

三方国际质量认证机构或权威国际行业组织开

展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构建国际国内多个认

证机构共同参与的质量认证体系，提升来华留学

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四、结语 

    发展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必须坚决贯彻落

实提质增效的总方针，牢牢把握质量是第一生命

线的基本要求，针对现有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中

出现的问题，从构建国际化教育体系、打造特色

鲜明的教育模式、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几方面加强

引导、部署和管理，提升来华留学教育的国际竞

争力与吸引力，积极培育中华文化的认同者、中

华文明的传播者、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践行者，为我国实施“双一流”建

设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创新动力、智力支撑

与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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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in China, achieving intens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in 

China’s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which puts forwards new requests for positively dealing with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convergent governance mode of the new 

era. Convergent management means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in China with the principle 

of “similarity in difference,”which not only keeps convergent governance, but also shows respect to 

differences. At present, there are such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as poor integral quality of candidates, weak recruiting willingness of supervisors, vague effect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immaturity of multi-sectoral linkage mechanism.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trengthen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developing educational mo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inforc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innovation impetus, intellectual support and decision sustainment to implementing national strategy 

lik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nd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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