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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

背景、走向和特点

石雪怡１，樊秀娣２

（同济大学　１高等教育研究所；２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　要：在亚洲国家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国际教育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等因素推动下，澳大利亚近十年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主体走向政府、

教育组织、高校三位一体，政策目标走向政治、经济、教育目标并重，政策对象走向国家、高

校、学生三层次并行，政策手段走向国内和国际合作手段共同支撑。近十年，澳大利亚高等教

育国际化政策体现出以国际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战略引导、以保证教育质量和国际学生的积极

体验为核心旨归、以 “引进来”和 “走出去”国际双向交流为路径支撑的主要特点，这些经验

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优化和完善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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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雪怡，等：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背景、走向和特点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全球化的浪潮已经
逐渐蔓延到包括政治、经济和教育在内的世界多

个领域。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当今 “全球化时代”

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亦是衡量一个国家对

全球经济融入程度的重要标准。成熟的国际化政

策网络既是一个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可持续

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大学探索其国际化发展方

向的重要参考依据。

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面对政府公
共教育经费减少、赴澳留学生数量下降、亚洲高

等教育崛起的国内外背景下，澳大利亚对其高等

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制定和颁布进行了重新规划和

调整，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截至２０１９年，澳大利
亚高等教育领域的留学生数近４０万，占在校大学
生总数的２１％，成了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世界第
三大国际高等教育留学目的地，在澳留学生的总

体满意度高达９０％［１］。

　　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

策的制定背景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世界形势在全球金融危机、
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存在诸多变

革。由于受到外部压力和国内现存问题的双轮驱

动，澳大利亚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面

临诸多挑战。

（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自身存在缺陷

１国际学生的学科领域和原籍国相当集中
根据澳大利亚教育部公布的２００８年高等教育

阶段的国际学生数据，留学生来源国前１１名都属
于亚洲国家，占比达总体国际学生人数的８３６％。
其中，中国籍和印度籍分别占 ２８２％和 １５２％，
位列第一和第二。澳洲大学中国际学生修习的专

业领域大多集中在管理和商业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占全体国际学生人数的４８５％［２］。国

际学生群体多样性的不足导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

机构的收入严重依赖特定的国家 （地区）和学科

专业，一旦世界形势发生变化，澳大利亚国际教

育产业的损失将无法预计。

２澳大利亚高校过分依赖国际学生的收入
近十年来，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日益激

烈，澳大利亚高校过去以经济利益为导向、过分

依赖留学生学费收入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和如今的

国际环境格格不入。在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下，

澳洲大学选择牺牲留学生的权益以换取自身的经

济利益，对留学生学费的收取标准比澳洲本土学

生平均高出４０％。２００８到２０１１年间，澳大利亚留
学生签证申请数量下降了２５％，这使澳洲政府不
得不重新考量原本过分强调经济合理性和经济利

益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

３对澳大利亚本土学生的对外流动性关注
不够

国 际 交 流 经 验 和 全 球 参 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能力可以提高学生在国内外就业市场
上的竞争力。相比于对来澳留学政策的重视，澳

大利亚鼓励学生进行海外流动的奖学金和计划却

相当有限。２０１４年以来，澳留学生人数为２５万，
而澳洲本土学生的出国留学数却仅有１８万，相当
于澳大利亚每接收１４名国际学生才流出一名本国
学生，远低于经合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国家１∶４的
平均比例［３］。

（二）亚洲国家高等教育的崛起

２１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是全球各
国的共同趋势。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人们的教育

选择往往是跨国界的，这也促使各国为争夺稀缺

的国际生源展开全球性的竞争。亚洲国家高等教

育的崛起使得这一全球竞争更加复杂与激烈，随

着亚洲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高等教育在全

球排名的上升，２１世纪也被各种政策分析家称为
“亚洲世纪 （ＡｓｉａｎＣｅｎｔｕｒｙ）”。亚洲学生在大学择
校方面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亚洲大学对国际学生

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加。以中国为例，已成为亚洲

最大留学目的国，构建了规范的来华留学生管理

制度，在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 “服务贸易总规

定”（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ＧＡＴＳ）
相关规则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 “留学中国”品

牌［４］。澳大利亚在其留学生主要来源国为亚洲的

情况下，如何在 “亚洲世纪”维持国际教育市场

中的领先地位，已成为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改

革的关键问题。

（三）大学公共经费的减少

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政府公共教育资金
投入的减少成为一个世界性普遍趋势，澳大利亚

政府也削减了对国内大学及其下属学院的公共经

费资助，奖学金、学生贷款计划等均受到波及。

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影响下，国际教育已成为澳

大利亚最大的服务出口业和第三大利润来源，其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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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等教育部门对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每年的经济

收益贡献率超过７０％［５］。在澳洲经济衰退、大学

公共经费减少的情况下，及时调整相关政策以保

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对缓解大学的

财务危机、提升澳大利亚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

　　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

策的基本走向

　　通过对近十年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
策要素进行分析，可从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

策对象、政策手段四方面概括其高等教育国际化

政策的基本走向。

（一）政策主体走向政府、教育组织、高校三

位一体

澳大利亚政府作为政策的主要制定主体 （如

表１所示），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具有顶层规
划与统筹管理的职责，为各项改革与调整指明方

向。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各类教育组织和高校同

样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学既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执

行主体，又积极参与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的研

究工作以支持政策的制定，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效策略、校企合作的路径、

经费来源和效果评价等。同时，澳大利亚大学的

一些开创性措施也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制定

提供了创新思路。例如，通过结盟的形式发挥学

校间的组合优势 （如澳大利亚八校联盟），结合自

身的定位与学科特色提供具有国际化维度的留学

生教育教学体系和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等。

澳大利亚的各类教育组织除了担任高等教育

国际化政策的评估主体这一角色外，也会和政府

一起作为政策制定主体，参与相关高等教育国际

化法案和研究报告的修订与编撰，分析澳大利亚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并为政策的制定和颁布提

出诸多建议 （如表２所示）。

表１　近十年由澳大利亚政府制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

时间 政策名称

２００８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报告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战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

２０１１ 《奈特国际学生签证条例》

２０１２ 《澳大利亚亚洲世纪白皮书》

２０１４ 《新科伦坡计划》

２０１５ 《国际教育战略２０２５》

２０１６ 《澳大利亚全球校友参与战略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２０１８ 《海外学生教育和培训服务提供者国家业务守则》

表２　近十年澳大利亚各类教育组织发布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报告

时间 教育组织名称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澳大利亚八校联盟 《澳大利亚大学的科研绩效》
将澳洲大学的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质量的

发展趋势进行国内比较和分析。

２０１３ 国际教育咨询委员会 《查迪报告：澳大利亚的全球教育》

着力提供高质量的国际教育；确保国际

学生愉快的体验；促进与新兴亚洲国家

的伙伴关系；加强国际教育的数据分析

和研究；通过不断的宣传和营销手段，

保持澳大利亚在国际教育领域的领导

地位。

２０１３ 澳大利亚大学联盟
《一个更聪明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议程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提高澳大利亚大学的全球参与度；要求

政府完善留学生管理制度；简化留学生

签证和移民程序；加大对大学的公共资

金投入；完善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

制；建立澳大利亚全球校友网络。

２０１４ 澳大利亚大学联盟
《大学研究：推动澳大利亚竞争力的政策考

量》

以加强大学的知识交流和将研究成果转

化为日主要目标，致力于提高澳大利亚

大学的国际科研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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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策目标走向政治、经济、教育目标

并重

近十年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

目标更倾向于回归初心，即提高国际教育本身的

质量，同时对政治目标也予以关注。

在政治目标方面，澳大利亚希望借助高等教

育国际化政策的调整与亚太地区国家建立更紧密

的外交关系。在亚洲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背景下，

《澳大利亚亚洲世纪白皮书》等政策提出将亚太地

区的校友作为重点对象建立持久联系，并逐渐扩

展到全世界以建立全球校友社区，借此可以拓展

澳大利亚的外交途径，结交更多国际合作伙伴，

从而提升国际影响力。此外，在 《新科伦坡计划》

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支持澳大利亚本土学生前

往亚洲国家学习或工作的计划和项目得到实施。

例如，澳大利亚大学联盟开展的 “中国实习计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ｇｒａｍ）”为澳洲大学生提供前往

中国北京为期六周的学习机会并给予部分资助，

包括两周的汉语和中国文化强化学习，以及四周

的工作实习。

在经济目标方面， 《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战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将国际学生称为 “消费者”，将国

际教育称为 “教育产品”，提出通过扩大高等教育

国际化的规模来缓解政府公共投入减少的压力。

近十年来，数量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阶段留学生

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的

同时 （如图１所示），也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数百万
工作岗位，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３９９万名高等教育阶段的国际学生为澳
大利亚提供了超过２４１万个工作岗位和３５８亿美
元的收益［６］。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大学中教学和

科研的有效运行对国际教育的收入依赖也越来越

大。２０１１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阶段４１％的收入
来自于留学生的学费，２０１５年则增加到４８％［７］。

图１　近十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经济收益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资料整理得到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０８］ｈｔｔｐ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ａ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ｇｅｓ／ｄａｔａ－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ｐｘ．

　　在教育目标方面，澳大利亚意识到原先对经
济目标的过分重视可能会将其国际教育的未来发

展置于危险境地。首先，近十年来的政策将澳大

利亚国际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放在首位，致力于

保持澳大利亚在国际教育市场的全球领先地位。

其次，以可持续性发展目标为导向，澳大利亚着

力提高国际教育的质量。《国际教育战略２０２５》明
确提出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培训和研究体系，

以及有效的质量保障和管理制度，重点提高现有

大学课程的国际化程度与扩大离岸高等教育的规

模。此外，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以确保国际学生具

有全球视野、全球思维和全球责任感为最终目标，

希望他们通过在澳大利亚的学习为未来的全球参

与做好准备，帮助他们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

（三）政策对象走向国家、高校、学生三层次

并行

从政策对象方面来说，可将近十年澳大利亚

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从宏观到微观划分为国家、

高校、学生三个层次。

在宏观层面上，近十年间澳大利亚颁布的政

策对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了统筹管理

和整体规划，提出了６个在国家层面推进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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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需重点关注的领域。（１）通过保证教育质
量，以实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可持

续性；（２）正确应对亚洲崛起并与之展开合理竞争；
（３）提高留学生对在澳留学经历的满意度；（４）切实
提高学生流动性 （Ｓｔｕｄｅｎｔ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５）在大学中
增加国际化课程或提升现有课程的国际化水平；

（６）建设国际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其他各类政策均
紧紧围绕这六大领域进行展开论述和制定具体

措施。

在中观层面上，以高校为主要关注对象的高

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可分为两类———关注高校提供

的国际教育质量的政策和关注高校科研质量的政

策，这两类政策的宗旨是切实提高澳大利亚大学

的竞争力。（１）关注高校提供的国际教育质量的政
策，以 《海外学生教育和培训服务提供者国家业

务守则》为代表，严把国际教育市场进入标准，

制定了１１类约束留学生教育服务提供商的守则标
准，包括营销手段和策略、招生标准、入学条件、

对未成年国际学生的保护等，这能切实有效提高

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教育质量和国际声誉。此外，

还注重完善高校的跨境高等教育①。质量保障体

系，提出三类质量框架供政府选择，即补充现行

模式、咨询委员会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力求质

量认证与审核过程的透明性，保证大学开展的跨

境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与澳大利亚本土开展的留学

生教育的质量标准相一致。（２）关注澳大利亚高校
科研质量的政策，以 《大学研究：推动澳大利亚

竞争力的政策考量》为代表。鉴于大学的科研水

平往往是决定一国在国际教育市场中的竞争力的

关键，澳大利亚强调通过开展科研合作以提高澳

大利亚高校的科研创新能力，并对大学科研成果

质量进行了国内外比较，指出目前本土大学在知

识交流和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严重不足，鼓励大学

实施更具针对性的战略以提升在科技创新领域的

国际竞争力。

在微观层面上，以学生为主要关注对象的高

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以提高学生流动性为重点，分

为来澳留学生政策和出国留学政策两类。第一，

来澳留学生政策主要采用两大手段吸引国际学生

———提高对留学生的权益保护和实施更为宽松的

签证、移民政策。以 《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战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为代表的政策，要求加强对留学
生权益的保护，将学生需求放在首位，主要采取

的措施有：为留学生提供全方面的积极体验 （留

学期间的安全、健康保险、住宿、交通、心理健

康支持等），以及健全国际教育消费者保护机制，

为国际学生建立便捷的赴澳留学信息获取渠道。

《奈特国际学生签证条例》等政策则要求澳洲政府

简化学生签证办理流程、调整语言要求、为留学

生提供更多在澳工作机会、加强教育和移民之间

的联系，以达到提高澳大利亚高校对留学生的吸

引力的目的。第二，在 《新科伦坡计划》的引领

下，澳大利亚给予出国留学政策更大的重视，将

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列为澳大利
亚进行国际合作与知识交流的重点对象，并通过

提供各种类型的资助以吸引本土学生前往该地进

行交流、学习和工作。

（四）政策手段走向国内和国际合作手段共同

支撑

各种国内、国际合作手段是澳大利亚高等教

育国际化政策中的重要支撑，它能拓宽大学的资

金获取渠道，提升其知识生产力和知名度［８］。

在确立国内合作伙伴关系方面，澳大利亚主

要采取两大策略：第一，建立各种类型的国内大

学联盟以扩大国际影响力，各联盟根据自身特色

提出促进教学、科研国际化发展的各项使命，并

与国家签订多年期发展合同。它们可借助网络课

程、联合培养与科研合作等进行共享资源，发挥

集聚效应，提升自身的国际化水平［９］。第二，澳

大利亚鼓励国际教育部门与工商业部门紧密合作，

使各地的工商业部门能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国际教

育服务中，从而使国际学生切实掌握未来工作所

需技能，增加留学生的就业机会以及扩大高质量

国际教育项目的资金来源。

在构建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方面，澳大利亚主

要采取三大策略：第一，以亚洲地区为重点，制

定创新的全球校友参与策略并建立全球校友网络，

充分利用澳大利亚多样化、高素质的全球校友这

一宝贵外交财富。第二，澳大利亚将科研国际化

同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接轨，在教育组织和高校

层面推行各类国际科研合作项目。２０２０年，澳大
利亚大学联盟与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中心合作开展

的 “澳德联合研究合作计划”为澳德两国科研人

员前往对方大学进行共同学习和研究提供资助［１０］。

第三，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政府间合作。近十年

来，澳大利亚政府致力与其他国家进行政府间的

双边与多边合作，目前已与中国、韩国和日本签

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寻求与他国签订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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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和进行其他更深层次合作，这能为澳大利

亚的国际教育发展带来新机遇。

　　三、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

策的主要特点

　　 （一）以国际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战略引导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三年间，赴澳留学生数量

接连下滑。其中，固然有澳元汇率升高、移民政

策收紧等因素的影响，本质原因却是澳大利亚国

际高等教育的过分市场化，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

却忽视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而澳大利亚高等

教育质量止步不前也使其原本在国家教育市场中

的优势地位岌岌可危。

为维持其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澳大利亚重

点关注留学生群体的多样性。《国际教育战略

２０２５》首次提出这一目标，澳洲贸易委员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总理事约翰·安格雷
表示，“我们欢迎符合条件的印度和中国学生来澳

留学，但若要扩大教育市场，国际学生来源的多

样性必须得到提升”［１１］。目前，澳大利亚已将以巴

西和哥伦比亚为主的南美洲国家、西非国家列为

拓展国际教育市场的首选目标。其次，澳大利亚

将 “校友参与战略”确立为公共外交的优先发展

事项。通过联络、动员全球校友参与以及庆祝校

友成就，在各国之间建立可持续的文化和经济关

系。再次，澳大利亚注重向全世界推广其国际教

育服务产业，根据市场调研情况在国外选择最佳

地点建立教育服务和宣传机构，以持续扩大其高

等教育在海外的知名度和认可度。

（二）以保证教育质量和国际学生的积极体验

为核心旨归

都柏林理工大学的埃伦·哈泽尔科恩认为，

“高等教育中的消费主义倾向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是驱动高等教育环境变化的四个主要因素之一［１２］。

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导向出发，为了吸引

和维持 “消费者”，保证教育质量和国际学生的积

极留学体验已成为近十年澳洲高等教育国际化政

策的核心旨归。

澳大利亚已建立完善的国际教育质量保障和

监管体系。首先，在国家层面和州层面均设有独

立的留学生教育监管机构。第二，该体系以 《澳

大利亚跨国教育与培训质量战略》等政策法案为

基础，设置了严格的留学生教育市场准入门槛和

注册规范，制定留学生招生、课程质量和教学标

准，以保证国际学生获得优质教育。另外，澳大

利亚同等重视跨境高等教育和国内的留学生教育，

保证两者质量标准的一致性，走本土国际化和国

外国际化并举的道路。第三，关注大学的科研质

量，并于２０１０年建构了全国性的高校科研评估体
系 “卓越科研计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以 “世界标准”为基准严把科研成果

质量关。

在促进国际学生的积极体验方面，近十年澳

大利亚已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第一，澳大利亚

教育部在其官网设置了 《研究快照》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ｓ）系列专栏，深入分析本国高等教育和高
校科研的相关数据以改善学生来澳前所获信息的

质量。第二，改变以往将留学生视为 “摇钱树”

而忽视其基本权益的错误举措，为国际学生提供

全方位服务支持体系。２０１８年，澳大利亚政府对
高等教育领域国际学生进行全国调查，结果显示

总体满意度高达８９％。其中，住宿服务、在校学
习经历、学生支持服务方面的满意度分别为９０％、
８８％、９１％，证明近十年来政策实施的成效
显著［１３］。

（三）以 “引进来”和 “走出去”国际双向

交流为路径支撑

随着全球化的兴起，澳大利亚已经认识到过

去对本土学生对外流动性的忽视使培养 “世界公

民”的目标难以实现，因此近十年来的高等教育

国际化政策力图使 “引进来”和 “走出去”得到

均衡发展。

在 “引进来”方面，澳大利亚首先通过简化

留学生签证政策、加强国际教育产业与技术移民

政策的联系来吸引更多国际高层次人才。第二，

在以科研带动国际合作的大战略背景下，澳大利

亚利用优越的科研条件积极推动硕士生和博士生

国际化。２０１９年，澳大利亚的在读硕士和博士中
分别有４８％和３２％为留学生，而同期 ＯＥＣＤ国家
平均比例仅为１３％和２２％［１４］。第三，澳大利亚大

学大多提供实践性强、就业回报率相对较高的短

期应用型硕士项目，因其符合东亚大众文化中牟

利务实的传统，从而有效提升了澳洲高等教育对

亚洲国家学生的吸引力。

在 “走出去”方面，２００９年，澳大利亚政府
设置 “奋 进 流 动 性 资 助 （Ｅｎｄｅａｖｏｕｒ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Ｇｒａｎｔｓ）”，为澳洲本土大学生的海外留学和交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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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支持。此外，以 《新科伦坡计划》为主要指导

政策，多项大学生国际交流与实习项目得以开展。

例如，与加拿大信息综合组织联合开设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ｋ暑期科研实习项目，为澳大利亚本科生
前往加拿大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并进行相关科研课

题实习提供奖学金 ［１５］。

四、思考与启示

近十年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在

国内外多重因素的推动下不断调整、日趋完善。

以澳大利亚为鉴，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可以

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

首先，优化出国留学政策的同时要注意配套

建设人才回流机制。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已从１９９５
年的２２万人上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６６２１万人［１６］。但

与 “走出去”相比，“引回来”同样重要。我国已

实施多项诸如中国科学院的 “百人计划”等全国

大范围的人才引进项目［１７］，但目前每年的出国留

学人数仍高于回国人数，在未来应重点关注健全

留学生创业优惠政策，完善归国人员安置机制，

全面优化留学归国服务，从而达到吸引人才回流

的目的。

其次，来华留学政策除了要保证留学生规模

的整体增长，还要注重提高教育质量，构建留学

生专业化、个性化服务体系，推进来华留学生教

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应以立法为基础，建

立全国统一的留学生教育质量保障和监管体系，

满足国际学生在签证申请、住宿、交通、实习、

就业方面的多元需求。通过各级政府官网向外国

学生提供来华留学的最新信息，引导多元主体参

与留学生奖学金项目的建设，构建由来华留学毕

业生组成的全球校友网络以加强 “留学中国”品

牌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再次，中外合作与交流政策措施的多样性需

要提升。可以鼓励高校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开发特

色国际合作项目。例如，上海政法学院根据自身

地理优势和学科特点设立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

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与世界各地外交领域的资

深专家一起承担欧亚安全研究等国际合作科研任

务。此外，我国以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

应根据自身科研优势，有目的有选择地加入各类

国际联盟。例如，西安交通大学２０１７年加入中俄
综合性大学联盟；同济大学２０１９年加入国际铁路

联盟 （ＵＩＣ），这有利于寻找志同道合的国际性战
略伙伴，拓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路径。

注释：

①　跨境高等教育指的是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教育机构
（主要是高校）在澳洲以外的国家提供教育项目及课程，其

中教学包括面授课程。这些教育培训活动可以是学历课程，

也可以是非学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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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度更加明显。由图３可以看出海军生长军官学
员考核评价与部队调查问卷结果的偏差幅度，在

计算分值较高范围 （８０分以上）偏差幅度数值较
小。通过对部队调查问卷的综合分析，造成偏差

的原因主要体现在 “创新能力和任职能力”，例

如，部分学员在校期间虽然学习成绩表现一般，

但是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部分学员到部队任职

后展现出良好的工作能力，得到领导的认可，与

此同时，也证明对计算分值较高的学员，即综合

素质过硬的学员，毕业后部队的认可度很高。通

过对比分析，证明了建立的海军生长军官学员考

核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达到选拔人才和

指挥棒的作用。

四、结语

基于海军Ｄ学院多年来学员考核评价工作的
丰富经验，构建了海军生长军官学员考核评价体

系，系统阐述了海军生长军官学员考核评价指标

设计总则，使用层次分析法求解评价体系的具体

权重，并且开展了部队满意度调查问卷，对比结

果证明了海军生长军官学员考核评价体系的科学

性。下一步将开展更大范围的问卷调查，搜集更

多的反馈信息，进一步完善海军生长军官学员考

核评价体系。研究成果可为其他军队院校开展海

军生长军官学员考核评价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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