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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摘　要】　根据建国后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发展演变的特点，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建设划分为三个时期，分

析了这三个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主要特点，并对各时期的政策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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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国之初，我国非常重视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

之间的交流，交换留学生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１９５０年８月，我国外交部向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发

出了“关于交换留学生问题备忘录”，记录了双方商

谈的关于交换留学生计划的要点。三个月后，即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来自罗马尼亚的５名学生抵达

清华大学报到。这是我国建国后首次接收外国留学

生，我国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由此拉开序幕，来华留学

生教育政策也相继出台。

7�受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建

国后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时

期，即援助时期（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对外开放时期（１９７８

～１９８９）和规范化时期（１９９０年以后）。三个时期的

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既相互承接，也体现了不同时

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不同需

求，因此，特点亦非常鲜明。

7�１　援助时期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7�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来华留学生教育政

策经历了一个从创始到逐步扩充、成熟，从中断到恢

复的发展演变过程。由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来

华留学生教育政策体现了智力援外的性质，所以，此

时期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处于援助时期。

7�１．１　这一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特点

7�（１）政策主要是以我国与他国签订双边协议

（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7�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的１０多项来华留学生教育

政策，主要是以我国与他国签订政府间协议（定）的

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我国外交部向罗马尼亚驻

华大使馆发出的“关于交换留学生问题备忘录”

（１９５０），中朝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朝鲜学生在中国

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协定》（１９５３），我国

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等教育总署签订的《关于交

换研究生和留学生议定书》（１９５４），中越两国政府签

订的《关于文化合作议定书》（１９５５），等等。后来，随

着来华留学生的数目、国别不断增加以及我国接收

和培养来华留学生的经验不断丰富，我国政府开始

自主制定面向多国和全体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但是，这类政策相对较少，主要有《关于接收资本主

义国家派遣留学生来我国学习的修改意见》（１９５６）、

《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１９６２）、《关于接

收外国留学生入中国高等学校学习的规定》（１９６３）。

这表明，由于来华留学生教育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我

国还缺乏应有的经验，自主制定政策的能力还没有

得到很好的发挥，政策的系统性还不强。因此，我国

建国后接收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周边国家及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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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学生来华学习主要是通过政府间交换留学生来

实现的。比如，我国建国后首批派往波兰、捷克斯洛

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５国的学习所在国

语言、历史、地理、工程的３５名留学生分别于１９５０年

９月与１２月赴对方国家。同年，这５国派遣来华留学

7�生３５人。自１９５０年～１９６６年，我国先后向２９个国

家派出留学人员１０６７８名；同时，又接收了来自苏联

等６０个国家的７２５９名留学人员 7�［１］ 7�。

7�以签订政府间协议（定）为主要形式的政策有利

地推动了我国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周边社会主义

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交流，推动了我国来

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

7�（２）政策主要面向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周边社会

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

7�建国之初，即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我国百废待兴。

国内面临着振兴经济、稳固政治和复兴文化的艰巨任

务；国际上，世界格局处于两极对峙的冷战状态。西

方帝国主义阵营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千方百计要扼

杀新中国，对我国采取政治上敌视、军事上包围、经济

上封锁的政策；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周边社会主义

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由于与我国有共同的历史遭遇，

又共同面临着建设国家、富强民族的历史重任，因此，

他们支持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主动与我国交

好。我国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必然要偏向这些国

家，积极为他们培养建设人才。

7�首先，从与我国签订协议的对象国来看，我国同

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波兰、朝鲜、蒙古、越南等国签

订了交换留学生的双边协议或计划。如中朝两国政

府签订了《关于朝鲜学生在中国高等学校及中等专

业学校学习的协定》（１９５３），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

《关于文化合作议定书》（１９５５）等等。此外，我国还

颁布了《各人民民主国家来华留学生暂行管理办法

的命令》（１９５４）。这表明，这一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

政策的主要指向国是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周边社会

主义国家。

7�其次，从来华留学生的国别来看，建国后到改革

开放前，我国虽然也接收了来自发达国家，如法、日、

加、联邦德国、英、美、意等国的留学生，但是数量非

常有限，主要还是以接收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周边社

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为主。派遣来

华留学生最多的３个东欧国家依次是波兰（４３人）、

民主德国（３９人）、捷克斯洛伐克（３１人） 7�［２］ 7�。此后几

年，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国家不断增多，人数不断

增加。到１９５９年底，我国共接收外国来华留学生２

４０７人，亚洲各国留学生１２２人，非洲各国２４人，拉

丁美洲国家２人，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仅３０人 7�［３］ 7�。

从１９６０年起，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东欧各国的

来华留学生大大减少，而亚、非、拉各国的来华留学

生逐渐增加。１９５０～１９６６年，我国共接收苏联、保

加利亚、朝鲜、蒙古、越南、印度等６０个国家的７２５９

7�名留学人员，他们分布在我国５５所高校的１５４个专

业点学习 7�［４］ 7�。

7�（３）政策体现了由我国承担东欧人民民主国家、

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留学生费用的援

助义务。

7�建国初期（１９５０～１９５５），来华留学生可分为两

类，即交换留学生和奖学金留学生。交换留学生的

生活费、假期旅行费以及往返国际旅费，一般由留学

生派遣国负担。派遣国对这些费用的负担办法也不

尽相同，有的按我国规定的标准由我方垫付，每年结

算；有的按其本国规定的标准，由派遣国定期发放。

奖学金留学生的生活费、假期旅行费等由我方负担，

留学生的国际旅费由派遣国负担。而不论是交换留

学生，还是奖学金留学生，他们在华学习期间均享受

免收学费、免费医疗、免收住房费的待遇。

7�来华留学生的其他经费开支还包括：一般设备

补助费（指学生宿舍的床垫、桌椅、书架等，被褥装备

费，卫生医疗费）、暑期消夏活动费、生产实习费以及

来华、回国、分配入学或转校等在我国国内旅费、招

待费等。这些费用由教育部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和各

学校来华留学生的人数拨给学校，由学校统一管理。

7�虽然，１９７３年５月制定的《关于１９７３年接收来

华留学生计划和留学生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下

简称《请示报告》）规定对各国友好人士和美籍中国

学者的子女，拟保留少量自费生名额，但这类自费生

是发达国家在与我国对等交换奖学金以外派出的来

华留学人员。他们在华的费用负担方法不尽相同，

有的由派遣国政府负担，有的由其国内的有关单位，

如学校、基金会等组织负担，有的由学生本人负担。

因此，直到１９７８年以前，在华的外国留学生几乎全

部是享受我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和交换生，还没

有真正的自费留学生。

7�（４）强调多部门共同负责的管理体制。

7�这一时期，中国驻各留学生派遣国的大使馆、教

育部和外交部在留学生的接收和管理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

7�大使馆的职责是：与派遣国大使馆保持联络，对

来华留学生进行审查等；外交部的职责是：和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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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部门共同制定接收留学生的政策法令，负责

两个国家的留学生涉外关系等重大问题的处理，负

责办理留学生的休假、离校、变更所学专业或延长、

缩短学习期限等，在交换生管理工作问题上与各有

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经常联系，并随时将联系情况

告知教育部及有关部门；教育部的职责除与外交部

有部分相同处，还分配接收留学生的学校，审批交换

生教学计划，并征求有关驻外使馆的意见，定期检查

教学计划及管理制度的执行，按期将交换生成绩单

分送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定期征求国内各有关部门

及交换生的意见，决定留学生的违纪处分等。

7�学校的管理工作在留学生分配入校后开始。学

校可以设立留学生管理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留学生

的思想教育、生活管理和日常教学等。

7�此外，政策还规定，公安、商业、卫生、文化、体育

等部门应予以支持和协助，共同搞好来华留学生教

育工作。

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

实行的是以教育部为主，外交部、大使馆、学校及其

他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的多级管理体制。管理基本上

采取了大包大揽的办法。许多具体问题，不仅要请

示教育部，还要请示国务院外办。这样的做法，在现

在看来可能不可取，但是，受当时管理理念和国际国

内实际情况所限，对外国留学生的管理也只能采取

这样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模式在当时是行

之有效的。

7�１．２　对援助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评价

7�建国后，国家能够根据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

需要，与他国签订交换留学生的协议、制定相关的政

策，从而在不利的国际形势下，发展了同东欧人民民

主国家、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

生交流，推动了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同时，国家

能发现来华留学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并用政策加以规

定，能够发现前期政策的不足并作出调整。

7�从政策的表现形式来看，这一时期来华留学生

教育政策主要是以我国与他国签订的交换留学生的

双边协定的形式出现的，留学生的接收和培养也基

本上是按照双边协定以个案形式来操作的，而面向

多个国家和全体留学生的政策比较少，这表明来华

留学生教育政策还不系统。

7�从政策的内容来看，在招生、教学、生活、经费等

方面均给予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周边社会主义国

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的优待，体现了“援助”的指

导思想。实践证明，这一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得到了

接受援助国家的积极响应。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来

华留学生教育的国际国内环境时好时坏，来华留学

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依然创立并逐步

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谊不断

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凝聚力不断提高。据统

计，来华留学生教育中断前的１９６４年，留学生总数

达到２２９人，是１９５０年（３３人）的七倍；１９７７年，留

学生总数是４０４人，是１９５０年的１２倍，比１９６４年

翻了近一番 7�［５］ 7�。来华留学生教育已初具规模。

7�但是，这一时期的政策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该时期我国接收的留学生主要由

对方国的政府派遣，因此，我国自主挑选来华留学生

的权力受到限制；二是由于该时期的来华留学生受国

别条件的限制，素质普遍比较低，因此，来华留学生的

质量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由此，这一时期政策的援助

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来华留学生的质量。这

表明，援助性政策需要调整，今后的政策应该为外国

留学生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开放性环境，吸引各国优

秀的学生来华学习、深造，以提高留学生的质量。

7�２　对外开放时期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7�１９７８年，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来华留

学生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步入了一个

快速发展的开放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开放性来

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制定，不仅顺应了我国改革开

放的历史潮流，也顺应了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趋

势，有力地推动了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

7�２．１　对外开放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特点

7�相对于援助时期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而言，

从改革开放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的来华留学生教育

政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7�（１）从我国与他国签订政府间的双边协议转向

我国政府的一种自主行为。

7�在援助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主要是以我

国与他国签订的政府间协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国

家自主制定的政策相对比较少。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末到８０年代，我国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逐步走

向开放，不再局限于接收某一类国家的留学生，而是

逐渐向与我国建交的各个国家开放，来华留学生的

来源渠道也不再以国家间交换留学生的方式为主，

而是逐步走向多样化。此外，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

我国积累了接收和管理来华留学生的经验，我国独

立制定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能力显著增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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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个时期，我国一改与他国签订交换留学生协定

的方式，开始自主制定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比如，

我国制定的《关于接收自费外国留学生收费标准问

题的请示》（１９７９），《关于外国留学生入中国高等院

校学习的规定》（１９８３），《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

（１９８５），《关于招生和培养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的暂

行办法》（１９８８），《关于招收自费外国来华留学生的

有关规定》（１９８９）等等，充分体现了我国的自主性。

这表明，我国对来华留学生自主管理和控制的能力

大大增强。正因为如此，我国政策已不再局限于接

收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

界国家，而是逐渐向世界各国，包括向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开放。同时，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渠道不再是以

政府接收为主，也可以通过校际交流、民间渠道和个

人申请接收。这不但表现了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

策的开放性，也表明我国接收和培养外国留学生的

能力得到了提高。

7�（２）政策不再限制来华留学生的国别，逐步向世

界各国开放。

7�在援助时期，由于受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的限

制，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对来华留学生的国别

作出了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打开国门，与世界

上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特别是与许多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的

国际国内环境明显好转。这样，我国来华留学生教

育政策也逐步开放，制定了面向世界各国的来华留

学生教育政策。比如，１９７８年，中美双方以民间名

义达成互派留学人员谅解备忘录，我国开始接收美

国的留学生来华学习；１９８０年制定的《关于高等院

校开办外国人短期中文学习班问题的通知》就明确

规定，凡外国的大、中学校中文教师、在校大学生以

及愿学中文的其他人员，年龄在１６～４５周岁之间、

身体健康者均可申请参加短期中文学习班；教育部

１９８３年１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为外国

人举办短期学习班的有关规定》也指出：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欢迎外国青年及其他人士自愿来华参加

汉语或其他有关专业的短期学习班；１９８５年１０月

颁布的《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指出：接收和培养外

国留学生是促进我国同各国教育、科技、文化交流和

经济贸易合作、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

谊和了解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应当积极认

真做好。以上表明，我国政策已开始加强同世界各

国的留学生交流。据统计，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在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总数为４５９３人，第一、二世界国家留学

生的总数为２２２２人，第三世界国家留学生的总数

为２３７１人 7�［６］ 7�。

7�（３）淡化了承担部分国家留学生费用的援助义

务，强调个人对留学费用的承担义务。

7�如本章第二节所述，１９７８年以后，我国开始接

收真正的自费留学生，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

自费生的收费标准、招收和管理等方面作出具体的

规定。比如，１９７９年，我国制定了《关于接收自费外

国留学生收费标准问题的请示》，明确规定了自费生

的收费范围和收费标准；１９８５年２月，教育部公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调整对外国留学生

发放奖学金和自费生收费标准的规定》，对自费生的

收费标准进行了上调；国家教委于１９８９年６月制定

了《关于招收自费外国来华留学生的有关规定》，也

规定了自费生的收费范围。这些政策的出台，表明

我国改变了以前单纯接收公费生的做法，开始淡化

由我国政府承担来华留学生费用的援助性质，而强

调个人对留学费用的承担义务。同时，把我国高校

推向世界留学生市场，参与世界留学生市场的竞争，

对我国高校而言，这既是挑战，又是契机，而且从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和高校的经费压力。

7�（４）体现了政府职能由包揽来华留学生教育转

为宏观调控的特点。

7�在援助时期，政府对外国留学生采取的是大包

大揽的管理方式，而学校对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和管

理权非常有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调整了来华留

学生教育政策，开始注重权力的下放。如教育部于

１９８０年发出的《关于高等学校开办外国人中文短训

班问题的通知》规定：有条件的综合大学、师范学院、

外语院校，经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外

事部门批准，可以举办短训班；举办汉语短训班的学

校可以自行招生，由其本人直接向招生院校提出申

请，招生学校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录取事宜；１９８５年

国务院发布的《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规定，各个院

校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校际交流或

其他途径接收外国留学生；国家教委于１９８９年１月

发布的《关于招收自费外国留学生的有关规定》，规

定凡具有接收外国留学生资格的高等学校，都可以

接收外国人来华学习的申请，由学校决定是否录取。

国家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进行的调整，使国家从

7�·３７·

7�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述评



7�7�7�

微观管理的管理者逐渐转变为宏观调控的决策者，

高校接收和培养来华留学生的自主权扩大了，高校

的积极性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7�２．２　对外开放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评价

7�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援助性政策是在特殊的

历史背景下制定的。而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教育体

制改革的深入，国际间的教育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

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使我国国际国内环

境大为改善，要求来华学习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一

切表明，原有的以援助性为主要特征的来华留学生教

育政策已不适应历史的发展。因此，我国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对原有政策作出了调整。

7�开放接收自费生是为了促进我国高校适应世界

留学生市场的需要，这不仅对提高我国高校的办学

水平有巨大的助推力，而且给国家和高校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收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和高校的

经费压力。同时，留学生的规模也不但扩大。据统

计，１９８０年来华留学生突破５００名，１９８３年来华留

学生首次突破１０００名，１９８６年突破了２０００名 7�［７］ 7�。

这其中，自费生占了很大一部分。

7�将举办外国人短期汉语班的权力下放到部分高

校以后，极大地调动了高校接收和培养留学生的积

极性，推动了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也提高了外

国留学生选择高校的灵活性和自由度，激发了他们

来华学习的兴趣，留学生的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４年，我国６０所院校接收了来华参加

短期班的留学人员１０２５５人，大大超过了长期

生 7�［８］ 7�；１９８５年，我国６０所高校开办的暑期短训班，

接收了３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４７６人。到１９８７年

底，举办外国人来华短期学习班的院校已有８０多

所，来华参加各类短期学习班的人数达６１００人，外

国留学生总数达到４５９３人 7�［９］ 7�。为了规范高校的办

班行为，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7�接收留学生的院校和专业的逐步放开以及高校

招生权和管理权的扩大，都使院校的积极性得到了很

好的发挥，不但刺激了来华留学生的规模，也增强了

高校对留学生的有效管理。另外，开放接收外国进修

生和研究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来华留学生的层次和

质量，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来华留学生中研究生和进

修生的比例有所扩大。如，１９８６年，我国高校接收的

研究生总数为２６人 7�［１０］ 7�，１９８８年达到１０４人，其中非

洲国家占了３３人，仅次于亚洲 7�［１１］ 7�。

7�同时，我们也发现，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开，来华

留学生教育的管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对外汉语短

期培训班良莠不齐、外国留学生在华非法居留问题

严重、奖学金的效益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等等。新

情况和新问题的出现，使原有的政策也需要不断调

整和完善，加强对来华留学生的规范管理日益受到

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7�３　规范化时期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7�改革开放以来，开放性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推动了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大发展。进入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为适应来华留学生

发展的新需要，国家颁布了一些新的政策，使来华留

学生教育开始向规范化的轨道发展。

7�３．１　规范化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特点

7�（１）逐渐向系统化迈进

7�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出台了《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ＨＳＫ）办法》（１９９２），加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考试

制度建设；发布了《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定办法》

（１９９０）及其实施细则（１９９６），加强对外汉语教师资

格证书制度建设；发布了《关于对举办外国人短期学

习班的高等院校进行评审工作的通知》（１９９２），加强

外国人短期学习班的评审制度建设；颁布了《普通高

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１９９４）和《改革外国

留学生学历证书管理办法的通知》（２００１），加强学历

学位证书管理制度建设；制定了《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年度评审暂行办法》（１９９７）、《高等学校接收外国留

学生管理规定》（２０００）、《关于实施中国政府奖学金

年度评审制度的通知》（２０００），加强中国政府奖学金

年度评审制度建设。这表明，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

政策已经开始注重各种制度的建设，形成了较为完

备的政策体系，开始向系统化迈进。

7�（２）逐渐向透明化迈进

7�综观建国以来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绝大部

分都是作为内部文件下发的，如《外国留学生工作试

行条例》（草案）（１９６２）。此外，还有不少是机密文

件。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主要掌握在政府和高校的

部分留管干部手中，其透明度很低。

7�进入２１世纪，随着我国政府观念的转变以及国

际互联网的发展，我国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开始

走向透明化。２０００年１月发布的《高等学校接收外

国留学生管理规定》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个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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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开发布的关于外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政策。

２００１年５月制定的《关于改革外国留学生学历证书

管理办法的通知》和２００１年７月制定的《关于中国

政府奖学金的管理规定》都是通过国际互联网向国

内国际公开发布的。这表明，我国政府的来华留学

生教育政策逐步向透明化迈进。

7�（３）逐渐向国际化迈进

7�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主

要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制定的。比如，规定一般不

开设汉语以外的其他外语课，对外国留学生加强政

治思想教育，不允许我国学生与来华留学生结婚，对

外国留学生从生活到教学都采取大包大揽的管理方

式，甚至一度将外国留学生视做外宾对待，不允许外

国留学生学习期间在校内外打工，不允许他们在校

外住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我国管理学生的特点，但

是却没有考虑到外国留学生的实际需要，与国际上

的通行做法也相去甚远。

7�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我国加入 ＷＴＯ，以及

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来华留学生教

育政策开始与国际接轨。比如，规定外国留学生按学

校的规定可以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外国留学生按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后可以在校外住宿；实施奖学金年度评

审制度，体现奖学金的公平竞争性；规定学校应当制

定外国留学生招生办法，按规定招收外国留学生；规

定外国留学生申请来华学习应当有可靠的经济保证

和在华事务担保人等等。这些规定，表明来华留学生

教育政策开始朝着国际化的方向迈进。

7�３．２　规范化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评价

7�开放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政策使来华留学生教育

经历了一个发展的春天。国家在“放”的过程中一定

程度地忽视了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管”。因此，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通过加强对

外汉语教学的考试制度建设、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

书制度建设、外国人短期学习班的评审制度建设、对

外国留学生出入境和居留的管理制度建设、学历学

位证书管理制度建设、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制

度建设、“三级管理”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建

设等一系列制度建设，推动了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规

范管理。本节主要对致力于上述制度建设的来华留

学生教育政策作出评价。

7�我国自１９７８年放开接收自费生以来，为外国人

举办的汉语短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参加汉

语短训班的外国学生也越来越多。由于当时没有全

国统一的标准化汉语考试，对外汉语教学的效果无

法很好地检测，外国学生的汉语水平得不到比较权

威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发

展。《中国汉语水平考试（ＨＳＫ）办法》的颁布使汉

语水平的检测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等级标准，外国

留学生通过考试达到不同的等级将获得不同等级的

证书，这激发了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后来，汉

语水平考试还成为外国留学生申请进入我国高校学

习的重要选拔方式，汉语水平等级也成为外国留学

生入系学习的重要凭证。

7�自１９９２年９月《中国汉语水平考试（ＨＳＫ）办

法》颁布以来，汉语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海

内外报名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人及考点逐年增多。

１９９３年，在国内有１０个考点进行初、中级考试，参

加证书考试的外国留学生１８１７人。另外，还新增

了高级汉语水平考试，同时在新加坡、韩国、美国和

香港地区进行了高级汉语水平考试的试点，有１５９０

7�人参加 7�［１２］ 7�。１９９４年，国内有１４个考点进行汉语水

平考试，考生共５６５９人。境外除继续在韩国、日

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区进行考试外，还在德国、法

国、意大利和菲律宾增设了４个考点，考生总数

7�２４００多人，比１９９３年增加了５０％多 7�［１３］ 7�。此外，汉

语水平考试的研究工作也取得较大进展。到２０００

年底，海外 ＨＳＫ考点共有４７个，分布在２１个国家

和地区；国内共有３７个考点，分布在２１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全年海内外考生达８１６７４人，其中国

内７３３４７人，国外８３２７人 7�［１４］ 7�。

7�由此 看 来，国 家颁 布《中 国 汉语 水 平 考 试

（ＨＳＫ）办法》，对加强汉语水平的考试制度建设不

失为一项明智之举。

7�改革开放到８０年代，对外汉语教学得到了快速

发展，教师队伍也越来越庞大。但是，由于没有一个

检测教师质量的办法，对外汉语教师的质量得不到

很好的保障。９０年代，国家教委发布了《对外汉语

教师资格审定办法》（１９９０）及其实施细则（１９９６），促

使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查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不

合格的教师被取消资格，教师队伍的质量得以确保。

比如，１９９２年１月国家教委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查

委员会完成了对４４４名教师的资格审核，其中有

３７２名教师通过审核，占８３．７％ 7�［１５］ 7�。至２０００年，全

国持证者已达２０１０人 7�［１６］ 7�。对外汉语教师的队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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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断发展壮大，为我国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水平提供了

重要保障。

7�与此同时，教师培训工作也开展起来，有效地提

高了教师的素质。１９９１年，世界汉语教学交流中心

教师研修部举办了５期培训班，共培训国内外青年中

文教师６１名，其中海外汉语教师４１名，国内教师２０

名 7�［１７］ 7�。１９９３年，共举办国外汉语教师培训班１０期，

培训教师１８５名。其中，中国大陆以外教师１７０

名 7�［１８］ 7�。２０００年，国家新选拔１９名年轻对外汉语教师

参加了法、德、意、西、阿、俄等小语种外语培训 7�［１９］ 7�。

7�以上措施的出台，使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定制

度建立并完善起来，促使对外汉语教师“持证上岗”，

保障了对外汉语教师的质量，促进了对外汉语教学

的健康发展，以及整个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的规范

化建设。

7�１９９７年３月，国家教委办公厅印发了《外国留

学生奖学金年度评审暂行办法》，此后，外国留学生

奖学金年度评审开始实施。到２０００年４月，三年

中，共有７１１８名奖学金生参加了年度评审，通过评

审的有７００８名，占总数的９８．４５％；未通过者１１０

名，占总数的１．５５％。１１０名评审未通过的学生中，

７５名于当年中止学业回国，３５名申请自费或减免部

分费用继续在华学习 7�［２０］ 7�。

7�作为政府奖学金管理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年度评审制度的试行，对激励奖学金生刻苦学习，及

时淘汰个别学习不努力、成绩很差和无视校纪的学

生，提高政府奖学金的效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已

得到学校、派遣国政府及奖学金生本人的普遍理解。

总的来看，改革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7�此外，加强外国人短期学习班的评审规范了高

校的办班行为，促进了对外汉语教学和整个来华留

学生教育的健康发展；加强对外国留学生出入境和

居留的管理，有效遏止了部分非法居留的外国留学

生的非法活动，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加强本科生和研

究生的学历学位证书管理，确保了学历留学生的培

养质量；加强“三级管理”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

建设，既充分发挥了国家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宏观

调控功能，又很好地发挥了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发

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7�以上表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来华留学生教

育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规范化建设。

当然，政策也存在不足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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