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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流动趋势分析及其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
白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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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综合分析了国际学生流动的趋势、影响因素以及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国际学生流动正朝着多极化

方向发展，新兴教育中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文章探讨了国际学生流动对接收国和发送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产生的广泛影响，

并预测了未来趋势。同时，指出了国际学生流动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疫情影响、政治经济变动、文化适应问题以及教育质量保障等，

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与政策建议。通过这一研究，本文旨在为高等教育决策者、教育工作者以及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有价值的

信息和建议，以更好地适应和促进国际学生流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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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trend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search shows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s moving in a multipolar direc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emerging 

educational centers is growing.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wide-ranging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on the economic, socio-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both receiving and sending countries, and predicts future trends. At the same time, the main challenges faced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are pointed out, including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cultural adaptation 

issues, and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makers, educators, and relevant researchers to 

better adapt to an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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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

频繁，国际学生的流动已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国

际学生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促进了知识的交流与传播，而且

对接收国和发送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

国际学生流动的快速增长也给高等教育体系带来了一系列挑

战，包括教育质量的保障、教育财政的可持续性以及本地学生

与国际学生之间的互动等问题。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分析国际学生流动的当前趋势，探讨其对高等

教育体系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在全球化背

景下，国际学生的流动不仅关系到教育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也

关系到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构建。因

此，深入研究国际学生流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2 研究目的与问题阐述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国际学生流动的系统分析，揭示其

背后的动因，评估其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并探讨如何优化

高等教育体系以适应国际学生流动带来的变化。本研究将重点

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国际学生流动的主要趋势是什么？

国际学生流动对高等教育体系产生了哪些影响？

高等教育机构如何应对国际学生流动带来的挑战？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分

析部分将利用国际教育协会（II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等机构发布的相关数据，对国际学生流动的趋势进行统计分

析。定性分析部分将通过文献综述、案例研究、专家访谈等方

式，深入探讨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因素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应对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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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学生流动的历史与现状

国际学生流动作为教育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历

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直到 20 世纪中叶以后，这一现象才逐

渐成为全球性的趋势。本章将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国际学生流动

的演变，并分析当前的主要趋势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2.1 国际学生流动的历史回顾
国际学生流动的历史悠久，从古代的学者游学，到中世纪

的宗教学习，再到近现代的学术交流，国际学生流动的形式和

动因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20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国际

关系的缓和、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学生流

动开始加速，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2.2 当前国际学生流动的主要趋势
当前，国际学生流动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趋势：

数量增长：全球国际学生的数量持续增长，特别是在一些

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目的地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留学目的地外，新兴经济体国

家也逐渐成为国际学生的新选择。

学科领域集中：国际学生在某些学科领域，如工程、商业

管理、自然科学等，表现出较高的集中度。

流动性增强：随着签证政策的放宽和国际合作项目的增加，

国际学生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强。

2.3 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因素分析
国际学生流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

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学费和生活费用、奖学金和财

政资助等经济因素对国际学生的流动选择有重要影响。

教育质量：高等教育机构的声誉、教育质量以及专业设置

等教育因素是国际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的关键考虑因素。

政策因素：签证政策、移民政策以及国际学生的就业政策

等都会影响国际学生的流动。

文化和社会因素：语言环境、文化差异、社会安全以及国

际学生的融入程度等也是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重要因素。

个人因素：个人的职业规划、兴趣爱好、家庭背景等个人

因素同样会影响国际学生的留学选择。

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国际学生流

动的特点和趋势，为高等教育机构制定相应的国际化战略提供

参考。

3 高等教育机构对国际学生流动的响应

面对国际学生流动的增长趋势，高等教育机构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来适应和促进这一现象。本章将探讨高等教育机构的国

际化战略、招生政策的变化以及如何提高教育质量以满足国际

学生的需求。

3.1 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战略
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战略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建立国际伙伴关系，促进学术和研

究合作，提高机构的国际知名度。

课程国际化：开发和提供国际认可的课程，以吸引更多国

际学生。

校园文化多元化：通过举办国际文化节等活动，营造包容

和多元的校园文化，促进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交流与融合。

国际学生服务：提供语言辅导、文化适应指导、职业规划

等服务，帮助国际学生更好地适应留学生活。

3.2 国际学生招生政策的变化
为了吸引和容纳更多的国际学生，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政

策也发生了变化：

放宽入学标准：一些机构降低了语言能力要求，或者提供

了更多的语言培训项目。

提供奖学金：为了吸引优秀学生，许多机构提供了专门针

对国际学生的奖学金。

简化申请流程：通过在线申请系统等技术手段，简化了国

际学生的申请流程。

增加招生宣传：在国际教育展、社交媒体等平台上增加宣

传力度，提高机构的国际知名度。

3.3 教育质量与国际学生的适应性
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机构吸引国际学生的关键因素。为了

提高国际学生的适应性，高等教育机构采取了以下措施：

强化语言教学：提供更多的语言课程，帮助国际学生提高

语言能力，更好地参与学术活动。

提供辅导和支持：为国际学生提供学术辅导、心理咨询等

服务，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增强文化教育：通过文化课程和活动，帮助国际学生了解

和适应留学国家的文化。

促进学生互动：鼓励本地学生与国际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

通过这些措施，高等教育机构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学

生，还能够提高教育质量，为所有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的学习体验。

4 国际学生流动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

国际学生流动对高等教育体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包括

教育质量、教育多样性、教育财政以及对本地学生的影响。本

章将详细探讨这些影响，并分析其长远意义。

4.1 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国际学生的加入对教育质量产生了以下影响：

提升教学质量：为了满足国际学生的学术需求，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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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提高教学标准，采用更多创新的教学方法。

增加竞争：国际学生的到来增加了学生群体的多样性，激

发了学术竞争，促进了学术水平的提升。

师资国际化：为了适应国际学生的学习需求，教育机构可

能会聘请更多具有国际背景的教师。

4.2 对教育多样性的贡献
国际学生流动对教育多样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文化交流：国际学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视角，促进

了校园文化的多元化。

知识多样性：不同国家的教育理念和学术传统为教育机构

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思想。

语言能力提升：国际学生的存在鼓励了学生学习外语，提

高了整体的语言能力。

4.3 对教育财政的影响
国际学生流动对教育财政产生了以下影响：

增加收入：国际学生通常支付更高的学费，为教育机构带

来了额外的收入来源。

经济贡献：国际学生在留学期间的消费对当地经济也有所

贡献。

资金分配：教育机构可能需要在不同项目和学生群体之间

重新分配资金，以适应国际学生的需求。

4.4 对本地学生的影响
国际学生流动对本地学生的影响包括：

促进全球视野：本地学生通过与国际学生的互动，能够拓

宽国际视野，增强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竞争压力：国际学生可能增加了本地学生在学术和就业市

场上的竞争压力。

资源共享：教育机构可能需要在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之间

平衡资源分配，确保公平。

总体而言，国际学生流动对高等教育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高等教育机构需要采取相应

的策略，以最大化这些影响的积极方面，同时妥善处理可能出

现的问题。

5 国际学生流动的经济与社会效应

国际学生流动不仅对高等教育体系产生影响，还对接收国

和发送国的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

5.1 对接收国经济的贡献
国际学生对接收国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费和生活费用支出：国际学生支付的学费通常高于本地

学生，而且他们在住宿、餐饮、旅游和日常消费上的支出也为

当地经济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

劳动力市场多样性：国际学生毕业后可能留在接收国工作，

为当地劳动力市场带来多样性和新的技能。

创新和创业：部分国际学生可能会创办自己的企业，促进

创新和就业。

5.2 对发送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学生流动对发送国经济的影响包括：

人才流失：虽然国际学生可能会带回新的知识和技能，但

一些国家可能会经历高技能人才的流失。

汇款回流：国际学生或其家庭可能会向母国汇款，对发送

国的外汇储备产生积极影响。

长期投资回报：国际学生在国外获得的教育和经验可能在

他们回国后促进经济增长。

5.3 社会文化效应分析
国际学生流动对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它不仅

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理解，还对语言传播、社会多样性和价值观

有所贡献。

文化交流与理解：国际学生流动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

流与理解。留学生通过参与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与本地学生

和社区成员的互动，促进了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例如，根

据《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2022）》，中国留学生

在海外学习期间，通过参与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了对留学

国文化的了解，同时也传播了中国文化。

语言传播：留学生对语言的学习和传播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他们不仅在留学国学习当地语言，也将外语能力带回母国，促

进了语言的国际化。根据《学生国际流动力：全球化时代一项

关键能力》中的数据，国际学生在留学期间的语言学习，显著

提高了他们母国的外语教育水平和多语言能力。

社会多样性：国际学生增加了社会多样性，他们的存在为

本地社区带来了新的视角和生活方式。这种多样性对于培养包

容性社会和促进创新思维至关重要。根据《流动的元趋势：教

育中心与国际学生流动的新多极结构》的分析，国际学生流动

的多极化趋势，预示着未来社会多样性的进一步增加。

价值观贡献：留学生通过教育和生活经验，吸收和融合了

不同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有助于形成更加开放和多元

的价值观。《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学生流动的四次转型》中提到，

留学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和生活，使他们能够理解和尊

重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数据和表格：以下是根据上述内容设计的表格，展示了国际学

生流动对社会文化效应的影响：

社会文
化效应

描述 数据 / 来源

文化交
流与理

解

促进不同文化之间
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趋势调查
报告（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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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
化效应

描述 数据 / 来源

语言传
播

提高母国的外语教
育水平和多语言能

力

《学生国际流动力：全球化时
代一项关键能力》

社会多
样性

为本地社区带来新
的视角和生活方式

《流动的元趋势：教育中心与
国际学生流动的新多极结构》

价值观
贡献

形成更加开放和多
元的价值观

《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学生流
动的四次转型》

6 国际学生流动的未来趋势与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教育国际化的推进，国际学生流动的

未来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受到了广泛关注。本章将探讨预测的未

来趋势、主要挑战以及应对策略与政策建议。

6.1 预测未来国际学生流动的趋势
根据当前的国际教育发展趋势，未来国际学生流动可能会

呈现以下特点：

多极化趋势：随着新兴教育中心的崛起，国际学生流动将

不再集中在传统留学目的地，而是向更多国家和地区扩散。

数字化学习：技术的进步和远程学习平台的发展可能会增

加在线和混合学习模式的国际学生数量。

经济与政策因素：经济成本、奖学金机会以及签证政策将

继续是影响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的关键因素。

安全与健康考量：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如新冠肺炎疫情，

提高了学生对留学目的国健康和安全状况的关注。

6.2 面临的主要挑战
国际学生流动面临的挑战包括：

疫情影响：全球性疫情对国际学生的流动性造成了直接冲

击，影响了学生的留学计划和教育机构的运营。

政治与经济变动：政治不稳定和经济波动可能影响学生的

留学选择和教育机构的国际合作。

文化适应问题：国际学生可能会面临文化适应和语言障碍，

影响其留学体验和学术成就。

教育质量保障：随着国际学生数量的增加，保障教育质量、

维护学术标准成为挑战。

6.3 应对策略与政策建议
为应对上述挑战，高等教育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以

下策略和建议：

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国际教育合作项目，增强学术交流和

研究合作，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

提升教育质量：确保教育服务符合国际标准，提供高质量

的教学和学术研究。

灵活的教育模式：发展线上和混合学习模式，为国际学生

提供更灵活的学习选择。

文化适应支持：提供文化适应和语言培训，帮助国际学生

更好地融入留学环境。

透明的政策环境：制定和维护透明的签证和移民政策，减

少学生的不确定性和焦虑。

7 结论

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国际学生流动的趋势、影响因素以及

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来理解这一全

球化现象。

7.1 研究总结
国际学生流动是全球化进程中教育领域的重要表现。它不

仅为学生提供了跨文化学习的机会，也对接收国和发送国的教

育、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新兴教育中心的崛起，

国际学生流动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和

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其国际化战略。

7.2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对国际学生流动的全面分析，但也存在

一些局限：

数据限制：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本研究未能涵盖所有国

家和地区的国际学生流动情况。

方法论局限：研究主要依赖于定量分析，未来研究可以采

用更多的定性研究方法，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时间跨度：研究未能完全捕捉到最新发展和短期波动，未

来研究可以关注更短期的趋势。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包括：

国际学生流动对接收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影响的研究。

不同文化背景下国际学生的适应性和学业成就的比较

研究。

国际学生流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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