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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高校支持本土学生境外交流资助体系：

内容、特征及启示

姚　琳，李　慧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以加强国际理解的诉求和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为出发点，新加坡高校实施了支持
本土学生境外交流的资助体系，并呈现出资助方式全面，“奖、助、贷”合理设置；资助主体多

元，“政、社、校”均力合作；资助对象明确，“优生、困生”均有侧重；资助成效明显，“参

与度、满意度”较高等特征。新加坡高校支持本土学生境外交流资助体系为培养本国学生国际

化视野、增加国际交流经验以及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重要保障，并助力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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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学生境外交流是当前国内外各大高校正
如火如荼进行的一项活动。基于经济全球化、人

才国际化和教育国际化的背景，各校非常重视学

生境外交流项目的开展。与此同时，用以保障境

外交流项目顺利开展的资助体系也得到相应的关

注［１］。新加坡高校，以新加坡国立大学 （简称国

大，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ＮＵＳ）、南洋
理工 大 学 （简 称 南 大，Ｎａｎｙａ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ＴＵ）、新加坡管理大学 （简称新大，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ＭＵ）、新加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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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设计大学 （简称新科大，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ＤＵ）四所大学为例，基
于全球化办学的发展定位，各校均高度重视本土

学生境外交流项目的开展，并设置了较为完善的

境外交流资助体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资助

体系的设置对于我国高校支持本土学生参与国际

交流的资助方式、资助来源以及资助对象方面具

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一、新加坡高校境外交流资助体

系内容

　　高校资助体系是指高等教育院校为在校学生
提供多种奖学金、助学金、多种贷款或工作机会，

从而帮助在校大学生支付其教育相关费用的行

为［２］。新加坡高校支持本土学生参与境外交流的

资助体系主要包含三类：奖学金、助学金及贷款

项目。

（一）奖学金项目：重视多方资助力量

新加坡高校鼓励本土学生积极参与境外交流

或海外体验式学习，同时对于学习成绩优秀、社

区表现和领导力出众的学生，在提供多种境外交

流项目的同时，给予优厚的奖学金支持。奖学金

项目，主要分为由政府提供、企业或组织资助、

高校支持和社会人士捐赠等４类 （见表１）。
首先，政府的主导引领。新加坡政府高度重

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仅出台系列政策引领高

等教育国际化，同时不断完善资助体系用以支持

学生境外交流。ＤＵＯ新加坡交换奖学金，由新加
坡政府提供，旨在促进新加坡高校与亚欧会议成

员国之间的学生交流［３］。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积

极寻求与国外政府、企业或相关组织合作的机会，

为本国大学生创造更多境外交流合作的平台与

机会。

其次，企业或相关组织的突出贡献。淡马锡

基金会国际领导力提升与区域网络计划奖学金

（Ｔｅｍａｓｅｋ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由淡马锡基金会支持，通过国际领导力提升与区

域网络计划，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未来领导者。

通过在该地区建立重要网络，增加合作院校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ＡＤＴＬａｗＢｅｓｓＴｈａｍ国际交换奖学
金 （ＡＤＴＬａｗ ＢｅｓｓＴｈ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由ＡＤＴ法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专
门为新大法学院本科生参与国际交流项目提供高

额的资金支持，目的在于激励该学院学生在法律

专业达到更高的卓越水平。

再次，高校层面的全力支持。国大、南大和

新大从学校层面积极开发资助项目。国大校友会

学生交换奖学金，由国大校友关系办公室提供

１０００—２５００新元不等的２１个奖项，用以支持每学
年的学生交流项目；新大会计学院国际体验奖学

金，由新大会计学院提供，旨在激励全日制会计

学院本科生开展海外会计学习体验，获得相关国

际经验［４］。高校层面的资助主要针对学校的优势

学科，为优势学科的学生提供更高的平台和机会。

最后，社会人士的积极资助。社会人士的捐

赠，有学校的知名校友，也有社会的知名人士，

通过设立个人基金会或奖学金用于支持本土学生

的境外交流。国大亚洲学生交换项目奖学金，由

国大校友ＨｏｎｇＹｉｋＬｕｅｎ先生捐赠，其目的是鼓励
国大的学生积极参与中国交换项目，起到了解中

国，锻炼领导才能的作用，每年提供８项６０００新
元的资助项目；新科大 ＬｉｍＪｏｏＢｏｏｎ交换奖学金，
由Ｌｉｍ先生捐赠，旨在为由经济需要的学生提供拓
展全球视野和国际理解的机会［５］。

表１　新加坡四所高校支持本土学生境外交流奖学金项目

　　学校
来源　　

新加坡国立大学

（ＮＵＳ）
南洋理工大学

（ＮＴＵ）
新加坡管理大学

（ＳＭＵ）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ＳＴＤＵ）

政府
中国大学学习奖学金、美新

夏季交换项目奖学金等６项

加拿大－东南亚联盟及教育
发 展 交 换 项 目 奖 学 金

（ＣａｎａｄａＡＳＥ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ＥＤ）等４项

美新夏季交换项目奖学金、

ＤＵＯ－新加坡交换奖学金等
５项

ＤＵＯ－新加坡交换奖学
金、美新夏季交换项目

奖学金等２项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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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学校
来源　　

新加坡国立大学

（ＮＵＳ）
南洋理工大学

（ＮＴＵ）
新加坡管理大学

（ＳＭＵ）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ＳＴＤＵ）

企业

组织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奖学金
（ＢａｄｅｎＷ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等１３项

新加坡回教社发展理事会－
南 大 海 外 项 目 基 金

（ＮＥＮＤＡＫＩＮＴＵ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ｕｎｄ）、意大利
奖学金等６项

ＡＤＴＬａｗＢｅｓｓＴｈａｍ国际交
流奖学金 （ＡＤＴＬａｗＢｅｓｓ
Ｔｈ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等８项

淡马锡基金会国际领导

力提升与区域网络计划

奖 （Ｔｅｍａｓｅｋ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等３项

学校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学生奖

学金等５项
全球教育探索奖学金等４项

新大会计学院国际体验资助

等６项
暂无

社会

个人

国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ＵＢＣ）Ｌｅｅ学生交流奖学金
等７项

雅各布潘亚奖学金 （Ｊａｃｏｂ
Ｐｈａｎｇ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等

Ｆｕｎｇ 奖 学 金 （Ｆ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林基金会奖
金 （Ｌｉ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等１１项

ＫＫＨ全球交换奖学金
（ＫｕｏｋＫｈｏｏｎＨｏ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ｗａｒｄ）等２项

（二）助学金项目：推进教育公平实施

助学金的设置，充分体现了新加坡高度重视

教育公平的办学原则。助学金的资金来源，主要

有高校设置、企业或组织支持、社会人士捐助等。

其目的，是为了支持家庭经济困难且表现优异的

学生拥有拓展海外视野、增加境外交流、获得国

际经验的机会。其资助性质属于赠与性，无须偿

还 （见表２）。
其一，助学金的资助范围较为全面。国大全

球事务办公室 （ＩＲＯ）设置 ＬｏｈＢｏｏｎＣｈｙｅ＆学生
交换项目家庭助学金等５项资助项目，包含对学生
交换项目、联合或双学位培养项目、夏季短期交

换项目和国外社区体验等项目，较大程度上缓解

了参与不同海外项目学生的费用压力；南大全球

教育和流动办公室 （ＯＩＡ）主要负责学生境外交流
事务，其设置的助学金：ＮｇＢｏｋＥｎｇ助学金，既
面向海外工作 ＆学习项目，也针对夏季游学项目
等［６］。从而可以看出，助学金包含的范围较为全

面，为不同的境外交流项目提供了支持，呈现出

“一金多效”的作用。

其二，助学金的资助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

种是直接为资助学生提供相应的资助金额，没有

规定资金的使用范围，如：国大、南大和新大三

所学校的助学金没有规定其使用范围，并且资助

金额根据学生参与的地区不同而有所波动。一般

来说，参与欧美发达国家的项目资助金额高于亚

太地区的资助；另一种对资助金额的使用作了相

关要求，如：新科大的资助明确规定助学金用于

支付机票、住宿和生活费等。

其三，助学金的资助对象具有明显偏向。第

一，要求是具有新加坡公民身份的在校全日制本

科生。新加坡高校努力打造成为国际化的一流名

校，对本土学生的外向流动和国际学生的内向流

动两方面的资助体系非常健全，这里着重讨论本

土学生的外向流动。第二，将家庭人均月收入

（ＰＣＩ）情况列入考虑范围，不同学校的不同海外
项目对于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的要求存在差异，

但资助对象主要面向家庭经济困难，且在学术成

绩或社区服务方面表现优异的在校本科生。这一

点体现了新加坡高校重视教育公平、重视人才及

重视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７］。

表２　新加坡四所高校支持本土学生境外交流部分助学金内容

　　学校
类型　　

新加坡国立学大学

（ＮＵＳ）
南洋理工大学

（ＮＴＵ）
新加坡管理大学

（ＳＭＵ）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ＳＴＤＵ）

资助

名称

１ＬｏｈＢｏｏｎＣｈｙｅ＆学生交
换项目家庭助学金；

２ＮＡＳＡ学位项目助学金。

１ＮｇＢｏｋＥｎｇ助学金 （学

习＆研究项目）；
２ＭＥＮＤＡＫＩ－南大海外资
助金。

１社 区 服 务 项 （ＣＳＰ）
资助；

２Ｔｒａｃｙ女士海外探索补
助金。

１ＬｉｍＪｏｏＢｏｏｎ－新科大
交换补助；

２新加坡国际ＳＩＣＣ全球
交换补助。

８８



　
姚　琳，等：新加坡高校支持本土学生境外交流资助体系：内容、特征及启示

续表２

　　学校
类型　　

新加坡国立学大学

（ＮＵＳ）
南洋理工大学

（ＮＴＵ）
新加坡管理大学

（ＳＭＵ）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ＳＴＤＵ）

资助

金额

１３０００—６０００新币
２１５０００新币

１３０００新币
２３０００新币

１２０００美元
２６０００美元 （交换项目）；

１７５０美元 （研究团）

１５０００新币
２５０００新币 （用以支持

机票、住宿和生活费等）

资助

对象

新加坡公民全日制国大本

科生；

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

１９００新元；
优先考虑学术成绩优秀者。

１经济困难的新加坡全日
制南大本科生；

２经济困难的新加坡全日
制马来／穆斯林本科生。

新加坡公民全日制新大本科

生 （会计专业优先）；

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

１７００美元；

新加坡公民的全日制新

科大本科生；

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低

于２０００新元；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

社区精神；

学术成绩优秀。

资助

条件

不能同时参与其他交换

奖项；

担任国大学校宣传大使。

不能同时享有其他补助；

海外创业计划的学生没有资

格申请。

参与新大合作院校的交换

项目；

完成学生海外计划的相关

任务。

１只允许参加非经合组
织国家的交流计划；

２担任新科大学生大使；
交流期间保持良好的学

术地位。

（三）贷款项目：构建人性 “贷－还”机制
贷款项目主要由新加坡几大商业银行提供，

旨在帮助符合条件的在校学生资助其参与的海外

教育项目的相关费用。目前，分为两类：一类是

海外学生项目贷款 （ＯＳＰＬｏａｎ）；另一类是学生交
换项目贷款 （ＳＥＰＬｏａｎ）。具体要求如下：（１）贷
款对象：两类贷款的资助对象都是计划参与海外

交流项目 （学位项目、交换项目、短期访学项目

或特殊海外项目等）的新加坡籍在校全日制本科

生。（２）贷款金额：前者 （ＯＳＰＬｏａｎ）往往覆盖
住宿、生活开销、机票、书籍、医疗保险和行政

等费用。贷款金额根据交流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

如：亚洲地区最高可达５０００美元，而欧美、中东
地区最高达１００００美元。学生参与项目不同，所获
的贷款金额也会有差异，如：短期访学最高可达

５０００新币，而交换项目最高可达 １００００新币。后
者 （ＳＥＰＬｏａｎ）每学期最多提供３０００美元，且贷
款金额取决于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 （ＰＣＩ）。 （３）
贷款担保人：年龄在２１岁至６０岁之间的新加坡公
民，不是破产人，也不是另外一项协议的当事人。

（４）贷款偿还：前者的还款应在毕业两年内或获
得就业后开始，在华侨银行进行，利息基于３家本
地银行 （星展银行、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的平

均优惠贷款利率而定，最高贷款期限为５年。对于
未完成学业而离校的同学，应立即偿还贷款；后

者的贷款是免利息的，贷款３０００美元的最长还款
期为３年，贷款 ３０００美元以上的贷款还款期为
４年。

一般来说，贷款的申请表格和相关证明文件

至少在项目开始前２个月提交，在申请之前无须等
待海外项目申请的结果，贷款的发放会根据最后

项目的参与的结果来定［８］。同时，鉴于财务影响，

在校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只有一次获得贷款的机会。

因此在奖学金、助学金可获得数量有限的前提下，

参与境外交流的在校大学生可以尝试申请这两种

贷款项目，从而最大限度确保自身获得参与国际

交流、拓展国际视野、增加国际体验的机会。

　　二、新加坡高校境外交流资助体

系特征

　　 （一）资助方式全面， “奖、助、贷”合理

设置

根据高校学生资助方式的分类，包括：非赠

与性资助、附义务赠与性资助和无附义务赠与性

资助三类［９］。非赠与性资助包括贷款项目指，因

其贷款金额和利息须由学生在一定的期限内偿还；

附义务赠与性资助是指，资助对象在受资助期间

必须履行相应的责任义务；无附义务赠与性资助

指，资助对象在受资助期间无须履行相应的责任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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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高校支持本土学生境外交流的资助体

系中，奖学金、助学金和海外贷款项目设置合理。

其中海外学生项目和学生交换项目贷款等属于非

赠与性资助，这些非赠与性资助通过简易贷款过

程、较长还款期限、较低每月还款金额的设置，

为众多有需求的在校大学生争取境外交流机会提

供了有力的支持。资助金额较为丰厚的奖学金和

助学金属于赠与性资助，并附上了相关要求，如：

资助对象在海外交流期间，要做到保持良好的学

术成绩、成为本校的海外宣传大使、项目结束后

相关表格的填写。多数受资助学生表示，正是基

于资助的相关要求，在海外交流期间，才对自身

保持较严格的要求，这也有利于提升境外交流的

效果。

（二）资助主体多元， “政、社、校”均力

合作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本科生教育是一种教育

产品，具有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属性。这

种属性就决定了教育成本的分担与补偿，即高等

教育中的教育成本应当由从高等教育中受益的各

方所承担。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生产

性投资，其具有收益率，应该由从教育中受益的

各方主体承担和补偿其成本［１０］。因此，政府、社

会组织和企业、学校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方，应

当合力资助高等教育。

新加坡高校对本土学生进行境外交流的资助

体系呈现出了，以政府为主导、企业或相关组织

大力配合、学校层面全面支持和社会人士积极资

助的多元合作局面，对于学生境外交流的开展起

到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其一，新加坡政府高度重

视高校的国际化建设，不断完善对高校学生的资

助政策。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参加了
由英联邦国家发起的 “科伦坡计划 （ＴｈｅＣｏｌｏｍｂｏ
Ｐｌａｎ）”，设置了 “海外奖助学金”［１１］。近年来新加

坡政府继续深化与国外政府或企业的合作，为在

校大学生提供的中国大学学习奖学金、美新夏季

交换奖学金等，为更多优秀学生提供了境外交流

的广阔平台和资金支持。其二，新加坡高校重视

校企合作，企业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直接受益

人，新加坡企业或相关组织在培养具有国际化视

野的人才投资中与政府和高校相互配合，提供了

种类较多的海外奖学金、助学金［１２］。其三，新加

坡高校通过成立专门负责国际事务的办公室，如：

国大的全球关系办公室 （ＧＲＯ）、南大的国际事务

办公室 （ＯＩＡ）、新大的国际办公室 （ＩＯ），专门
负责开发和运营学校的国际事务，同时也开发了

较多学生资助项目。其四，新加坡高校注重校友

资源的开发，充分利用了社会捐赠的作用，在支

持本土学生进行境外交流的资助体系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三）资助对象明确， “优生、困生”均有

侧重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在介绍功利主义

时说到，“从人道主义的视角出发，为了效率而将

正义所忽视是可怕的、可憎的”。美国著名政治哲

学家约翰·罗尔斯主张，为了提供真正的机会平

等，社会必须对具有较少先天禀赋的人和生来社

会地位就不大有利的人给予更多的关心［１３］。目前，

罗尔斯的公平与正义理论，在新加坡的高等教育

资助本土学生境外交流的体系中表现较为明显。

其资助体系考虑到资助对象的特殊性，尤其是对

于那些具有良好学术能力但家境困难的学生，或

是社区服务表现突出但家庭困难的学生，同样提

供了境外交流的机会和资金保障。

ＫＭＶＣ交换奖学金的提供者ＫｅｎｎｙＭａｈ先生所
说，奖学金旨在鼓励和帮助有境外交流需求的学

生，希望他们通过海外学习扩大自身的全球视角，

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被剥夺海外教育的机会。对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考核，主要考虑学生家庭

人均月收入 （ＰＣＩ），当低于各资助项目划定的范
围时，便可以纳入申请名额之中。例如国大 ＮＡＳＡ
学位助学金的规定是家庭人均月收入 （ＰＣＩ）低于
１９００新元的在校生可以参与申请。再者，资助对
象既包含了学术成绩优异者，也包含了对社区服

务贡献大或团队领导力突出的学生，这体现了新

加坡高度重视人才资源的开发。

（四）资助成效明显， “参与度、满意度”

较高

在不断完善其资助体系内容，不断开发资助

项目以及不断革新资助流程的基础上，新加坡高

校支持本土学生参与境外交流资助成效取得了明

显的效果，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学生参与力度大、满意度高。根据国

大全球关系办公室 （ＩＲＯ）年度报告显示，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度大约有２０００名国大学生参与学生交换项
目 （ＳＥＰ）课程，超过９０％的学生对他们 ＳＥＰ经
验表示满意；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超过１６００名学生
参加了夏季和冬季的５０多类短期课程，同时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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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名学生参加ＳＴＥＥＲ游学项目［１４］。南大国际事

务办公室 （ＯＩＡ）表示，争取让 ８０％的南大学生
在毕业前拥有境外交流的机会，因此南大通过与

３０多个国家的１００多家顶尖公司、１５０多所合作院
校的 合 作，提 供 了 如 ＧＥＭ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和 ＧＥＭ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等全球教育活动。新大表示，所有在校的
新大本科生拥有百分之百的海外体验机会。其中，

很多学生表示，正是基于不断完善的资助体系，

他们才能较为轻松地面对境外交流所产生的相关

费用，对此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

其二，学生国际竞争力强、就业率高。根据

２０１７年ＱＳ毕业生就业能力排行榜显示，对于雇主
－学生关系和毕业就业率来讲，新大在全球３０所
大学中排名最高。同时在与雇主的合作关系方面

排名亚洲第８位。新大毕业生的能力远远超越本地
竞争者，并被全世界的顶尖雇主所青睐。其中有

８１％的同学被证明在新大学习期间就做好就业和职
业的充分准备［１５］。新大正是基于致力于培养面对

全球化和全球意识的公民，而通过与顶尖大学合

作，为学生们提供一系列的交换、短期学习和联

合培养的项目，同时不断完善境外交流的资助体

系，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效。

　　三、新加坡高校境外交流资助体

系对我国的启示

　　 （一）完善资助方式，满足学生需求

新加坡四所高校基于成为全球领先大学的发

展定位，高度重视学校办学的国际化水平。不断

完善其境外交流资助体系，包括海外奖、助学金

的不断增设，人性化的海外学生贷款、学生交换

贷款项目等，较大程度地满足了新加坡本土学生

境外交流的需求。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建设，２０１７
年９月由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

单，反映了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

的决心［１６］。笔者从４２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
名单中，分析了各校国际交流的开展成效，发现

各校都重视办学的国际化水平，同时对于资助本

校学生进行国际交流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其中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通过设置较多种类的

国际交流奖学金、助学金和贷学金，用以支持本

校学生的国际交流，这在国内同等院校中取得了

领先的成绩［１７］。但是大部分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只开发了较多的境外交流项目，对于境外交

流资助体系的完善还未真正重视，因而在支持本

土学生进行境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还不显著。

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时代，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人才，是高校应有的时代

责任。同时应于时代背景、就业压力和自身要求，

越来越多的高校学生对于国际交流的需求愈发强

烈，然而现阶段，这一需求在很多高校中并未得

到很好的解决。新加坡高校不断开设支持本土学

生进行境外交流的海外奖学金、助学金和贷款项

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二）拓展资助来源，形成多元合力

新加坡高校支持本土学生境外交流的资助来

源，主要来自新加坡政府、企业或相关组织、高

校及社会个人的资金投入，形成了资助主体由政

府、社会和学校三方力量共同配合的趋势。这不

仅是把教育成本分担给某一主体，减轻了政府的

财政压力，更激发了企业的社会参与力度，明确

了学校的相关责任，有助于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

其中，校企合作、校友捐赠已经成为高校资助境

外交流的重要来源。

我国支持学生境外交流的资助体系起步很早，

一开始主要以政府支持为主，如公派留学等。目

前以国家留学基金委主持的相关项目为主，其中

以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为例，主要是为了促

进多元文化交流，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国际竞

争力，为国家急需专业、学科领域培养高素质国

际化人才。但随着学生对国际交流的认识深入和

需求的进一步加大，对于支持学生的国际交流，

仅一味地依靠政府财政是不可取的［１８］。国内部分

高校做到了积极争取社会力量，设置校友会和教

育基金会，使之参与到高校支持学生境外交流的

资助中，如２０１８年浙大学生境外交流项目中的６７
个项目获得了浙大教育基金会的支持，充分保障

了本校学生的境外交流的参与度。然而大部分建

设高校对于支持学生境外交流的资助，主要依赖

于政府的投入，并未依托本校的特色专业或优势

学科，充分吸引企业、相关组织或校友的捐赠，

因而导致本校学生境外交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这也不利于高校人才的培养。因此，高校不仅要

充分利用政府的财政投入，更应该依托优势学科

积极开展校企合作，重视知名校友的捐赠，呼吁

社会力量投入到支持学生境外交流的资助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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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不同资助对象，充分开发人力资源

新加坡高校支持本土学生境外交流的资助体

系，对于资助对象的要求各有侧重，充分考虑到

优生和困生的资助。一方面，为学术成绩优异者

提供专项海外交流奖学金；另一方面，考虑到家

庭经济困难但满足境外交流项目条件者的学生，

在境外交流助学金中给予优先考虑。体现了新加

坡政府、高校和社会人士，重视教育公平、重视

人才的理念。这是因为他们深知国际视野、海外

经历和国际竞争力对于未来人才的重要性。

在分析国内４２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对于
学生国际交流的资助政策后，发现只有极少数的

高校，针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开发了相关海外交流

资助项目，如：浙大教育基金会提供的环球数码

学生国际交流奖学金，旨在为西部地区家庭经济

困难的本科生提供赴香港交流的机会；但更多同

水平高校的境外交流资助体系中并未考虑到困生

的需求，这将不利于高校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

尤其是在当前留学平民化和大众化的发展态势下，

据了解，我国 ２０１６年的自费留学比例占据了
９１５％的比例［１９］。在此背景下，很多高校便忽视

了家庭经济困难但符合境外交流条件学生的诉求，

这不仅会影响他们个人的发展，也将不利于高校

人才的培养和国家人力资源的真正开发。因此，

高校在开发支持本土学生境外交流的资助体系时，

应充分考虑不同的资助对象，做到各有侧重，从

而挖掘潜在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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