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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教育是当前各国发展经济政治的重要战略阵地，也是各大高校积极开展的对外业务之一。在全球化背景

下，各国正不断更新完善国际学生教育管理制度，扩大国际学生教育培养规模，提高本地文化在世界的影响

力。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教育科研前沿阵地，一直是各国学生留学的首选，也是最大的留学生

流入地。中国自改革开放后，来华留学生数量及规模日益增加。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持续实施和教育部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使得中国日益成为备受各国青睐的留学目的地。但由于缺乏经验、管理制度

不合理等，中国来华留学教育依然存在问题。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对比中美国际学生教育管理政策，提出

优化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的手段，以帮助高校做强“留学中国”品牌，打造来华留学重点专案和精品工程，

多措并举推动来华留学实现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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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开启了来华留学的序幕，如今已走过 70 余年历史。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

几年随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

159 个国家设立了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1500 余所，累计在 180 多个国家开展中文教育项目（吴应辉等，

2020）。《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2）》称，2018 年，中国跃居世界第三大、亚洲第一大留学目的国。

2018 年，共有来自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2 万名留学生，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004 所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研修、培训，学历生比例正不断提高。在这 70 余年的进程中，

我国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来华留学体系，也正在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来华留学教育管理模式。

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中明确提出“推进‘中文

+ 职业技能’项目，助力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中文 + 职业教育”的提出，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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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学生留学中国。“国际化”也成为教育主管部门考察评价各

高校教育培养水平的一大指标，发展国际教育也是高校成为“双一流”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也使得越来

越多的高校加入到来华留学培养的队伍中，这其中不乏尚处于摸索阶段的高职院校。但由于中国来华教

育开展时间依然较短，学历教育尚处于起始阶段。各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来华留学存在教育教学管理水

平较低，机制体制不规范，招生依赖于中介等现象，使得国际学生管理受到社会一定程度的质疑。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其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教育基础和优势，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美国拥有世界排名最顶尖的知名高校，是国际学生教育最主要的

流入地。美国在国际学生培养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得益于其深耕多年的国际学生教育管理政策法规与策

略的实施。

本文将中国和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贝雷迪比较四步法，对两国

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系的特点和现状分别进行了描述，并对国际学生教育管理面临的挑战加以解释和研

究。通过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比较，进而揭示我国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系的不足之处，并借鉴美国的

高校教育管理国际学生的成功经验，以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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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方法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1  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特征

1.1  管理理念

一是“特殊礼遇”时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来华留学处于发展初期，来华留学生类别以外交人员

为主，多分布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家重点建设院校，其人才培养目标以“外交汉语”“商务汉语”

等特殊类别汉语为主，目的在于培养为两国搭建沟通桥梁的外交商务人才。在这种背景和政治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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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国以“外交礼遇”对待汉语学习的外交人员，为汉语学习者提供多方面的优质服务。改革开放后，

我国来华留学生人数逐步扩大，种类也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普通外国学生来到中国就读汉语言等专业。

在这期间，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始终有别于其他学生，处于学校的“特别序列”。

二是“趋同化管理”时期：2010 年，教育部正式提出“趋同化管理”，并在多个涉及来华留学生管

理文件上对“趋同化管理”进行解读。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留学中国计划》《来华留学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等多个文件中，均提到我国要逐步提升教育

国际化水平，在招生、教学、管理、服务等方面，积极推动来华留学生与我国学生管理和服务方面的趋

同化，并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教育规模和水平相适应的来华留学工作和服务体系。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

全国招收和培养留学生的高校开始实施“趋同化管理”，不断改革和完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1.2  管理架构

为方便留学生的日常管理和教学，中国高校基本均设立了专门的留学生管理机构，如国际处、国际

教育学院等。这种权责分明的留学生教育架构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留学生的日常管理。大部分高校还设

立了留学生专职辅导员，有专人负责留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和学习，降低了留学生违法乱纪现象的出现。

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也均设有国际处，与高校国际处保持紧密联系。国际处相关工作人员也会与地方教

育主管部门、公安出入境机关、地方政府外事部门开展工作联络，及时报告和跟进留学生事务。可以说，

专门的留学生管理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高校建立稳定的教育管理体系，使留学生群体不再是高校的

“边缘地带”或“特殊地带”，推动了留学生教学的正规化。下图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留学生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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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留学生教学管理架构

Figure 2 Teaching management structu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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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以下简称“北语”）是我国最早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高校之一，也是来华留学领

域的佼佼者，有“小联合国”之称。校内留学生人数超过中国学生，拥有全国最多的来华留学生。该校

各学院均设有独立的留学生项目，管理体系自成一体，发展较为成熟。由上图可知，北语的教学和管理

职能是完全分开的，教学单位负责国际学生教学任务，而管理则由专门的管理部门负责。权责分明也是

北语的最大特点。

尽管我国部分高校的来华留学管理已趋于成熟，但很多高校依然存在留学生管理体系不健全、管理

与教学混乱等问题。例如，部分高校的教务处、学生处、人事处、团委等行政部门均不承担任何与留学

生教育管理相关的职责，导致“趋同化管理”难以实施。规模较大的高校通常将管理与教学分开，留学

生教学由各教学单位或专业教师负责。而规模较小的学校则可能将教学和管理混合在一起。有些高校留

管人员需兼任日常行政、留学生来华手续办理、留学生在校教学、留学生辅导员等多重角色，大大增加

了教职工的工作压力，导致留管干部出现“职业倦怠”，负面情绪较大，不利于留学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2  美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特征

2.1  管理理念

美国以其“统一性”管理著称，不论是国际学生还是本国学生，均适用于同样的管理理念。然而，

高校对学生的管理理念依然经历了几次变迁。从最初的“规范管理”到快速发展时期的“精致服务”，

现今则强调“关注学习”。

“关注学习”必然强调“以学生为主”的教育教学理念。学生事务处与各教学单位、行政部门相互

配合，致力于激发学生的内在驱动力，不断营造有利于全体学生发展的大学学习环境。其一，各高校均

设立了专门的英语学习机构，以帮助国际学生迅速提高英语水平，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其二，

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学校信息指导和新生入学培训等，以促进师生互动，建立和谐的校园环境。同时为新

生提供心理辅导服务，以降低他们的“文化冲突”。其三，得益于高超的国际化水平，美国高校拥有良

好的国际化氛围。学生事务处、学生社团、各教学机构等会通过搭建各种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活动和学生联谊活动，完善校园多元文化建设。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地降低国际学生遭遇“文化冲突”的

频率，帮助学生更快地适应留学生活。

2.2  管理架构

美国高校大多是自主运营，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政府避免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干预高校运营。而一

些行业协会则在高校运营管理中起到了主要作用。美国国际教育者协会是主管美国国际学生事务的最权

威行业协会，为高校搭建起资源交流共享平台，提供培训、资格认证等一系列促进行业发展的工作。

高校将国际学生管理纳入全校学生事务管理中，实行全校统一管理，由学校进行项目的权限分配，

设立专门的学生事务管理机构，下设不同的管理部门。各部门协同工作，互为补充。美国高校不再单独

设立留学生管理部门，而是将其纳入学校统一管理。这也反映出美国高校的“统一性”管理理念。美国

专职的学生事务管理人员大多拥有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生学历，没有单独的留学生管理干部。以美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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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比亚大学事务管理（如图 3 所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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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事务处图解（来源于张洁云《浅议中美高校留学生事务管理》）

Figure 3 Illustration of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Zhang Jieyun)

3  中美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系差异比较

3.1  生源结构及招生策略

3.1.1  中国来华留学生生源结构

我国来华留学可以追溯到 1950 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此后，清华大学开始

筹建对外汉语教学机构，随后专修班转到北京大学继续汉语言学习。来华留学最初以汉语培训为主，一

直发展到今天，全国开展来华留学教育的高等院校中也有近一半为非学历教育。尤其是发展较晚的高职

院校和专科院校，其留学生教育主要集中在语言教学和长短期汉语项目。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该校除

学历教育外，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非学历项目培训，如通用汉语培训、专门用途汉语培训、职业技能培训，

以及与哈佛大学合作的“哈佛北京书院”暑期培训项目等。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18 年共有来自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185 名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 31 个省

（区、市）的 1004 所高等院校学习。其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总计 258，122 人，占来华生总

数的 52.44%。中国政府奖学金生 63，041 人，占来华生总数的 12.81%。生源地以亚洲为主，韩国、泰国、

巴基斯坦是留学生来源地国家的前三名。下图为主要统计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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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来华留学生生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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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8 来华留学生生学历结构示意

Figure 4 The academic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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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8 来华留学生生前十名生源地示意

Figure 5 The top 10 student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in 2018 

2018 来华留学生生源洲际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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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8 来华留学生生生源地洲际统计图

Figure 6 2018 intercontinental statistical chart of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虽然近年来我国学历生比重正不断增加，但仍有近一半是非学历生，学历生占比仍有较大的上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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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非学历生包括普通进修生、高级进修生和各类长短期项目生。凡逗留时间在六个月以内的学生被定

义为短期留学生，这些学生可能在华时间不足一月甚至更短。据调查，许多开展“中文 + 职业教育”项

目的院校，其培训时间长则半月，短则一周，并不能真正达到汉语培训的目的。

受“一带一路”等国家政策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我国来华留学生中超过一半来自亚洲国家，而欧美等发

达国家的学生数量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部分高校来华留学生生源质量较低，无法获得较理想的财

务收入。以笔者所在地区的高职院校为例，大部分学生来自泰国、老挝等地，学生家庭条件较差，来到中国

均享受学校奖学金政策，无法支付学费，也无法为学校创收。这也是目前很多高职院校面临的一大挑战。

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尚在发展中也有一定的关系。根据 2025 年最新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我

国有 24 所大学进入前 100 名，其中 6 所进入前 20。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排名第 14 位和第 20 位，清

华大学重返前 20。尽管如此，我国高等院校的世界知名度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较大的差距。

前十名大学依然是由美英等欧美强国占据，由此可见我国高校与美国高校在国际学生竞争力方面仍有差距。

3.1.2  美国来华留学生生源结构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发布的 2023 年度《门户开放报告》

数据显示，2022—2023 学年，在美国学习的国际生人数同比 2022 年增长 11.5%，总人数达到 1，057，188 人。

其中，非学历生仅占 2.8%，中国和印度是美国国际学生的生源大国，两个国家的国际学生整体之和占据

总国际生人数的 53%。具体数据如下图所示。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948/49—2022/23

1, 200, 000

1,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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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美国国际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s）数量统计（来源于美国《门户开放报告》）

Figure 7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Y ACADEMIC LEVEL

Academic Level          2021/22        2022/23             Total         Change

Undergraduate 109, 492 100, 349 34.7% -8.4%

Graduate 123, 182 126, 028 43.5% 2.3%

Non-Degree 6, 213 8, 016 2.8% 29.0%

OPT 51, 199 55, 133 19.0% 7.7%

图 8  美国国际学生生源学历结构示意（来源于美国《门户开放报告》）

Figure 8 Chart of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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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来华留学生生源结构相比，美国留学生结构比例良好，仅有不到 3% 的非学历生，且研究生

比例高于本科生，同时还有近 20% 的实习学生。由此可见，美国的学历教育发展较为优越，也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经历了疫情的短暂影响后，2022—2023 年，美国国际学生数量达到了百万，这是

其他国家难以与之匹敌的数字。

用人口迁移理论—推拉理论解释，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是促进人口流动的拉力。而美国具有

世界领先的经济科技发展能力、高等院校的先进科研能力，以及英语的全球通用性，这些因素都成为了

吸引国际学生赴美留学的原因。超百万的国际学生也为美国带来了超 400 亿美元的 GDP 贡献。这也就更

易理解为何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3.2  管理理念

3.2.1  中国的“特殊性”管理和“趋同化管理”理念

中美高校在对留学生的管理理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形成了“和为贵”“礼

仪之邦”的待客原则。在来华留学刚刚发展的阶段，尤其是 2000 年代，中国高校多以“特殊化”来

管理留学生。留学生的教育管理系统与中国学生是两套不同的系统，高校教师会为了更好地帮助留

学生适应留学生活而采取无微不至的照顾。从教育主管部门到高校到具体教职工，均希望留学生有

“宾至如归”的感觉。这种特殊性的管理理念，一方面让留学生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中国文化，也让

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化冲突的影响，使他们友好地对待中国师生，同时让他们更加主动地

宣传中国，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也因为中国的友好而选择来华留学，成为“知华、友华、爱华”的使者。

另一方面，特殊性的管理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舆论问题。例如，部分高校的留学生住宿条件明显优

于中国学生，且住宿费非常优惠甚至是免费住宿。学校甚至提供接送机、专人陪护医疗等各种便利

措施，这些行为加剧了社会矛盾，也让部分留学生产生了优越感，出现了违法乱纪现象，在社会上

引发了诸多负面舆论，让来华留学受到质疑和冲击。同时，对外国留学生的特殊照顾，导致很多院

校出现了留学生“扎推”现象。他们在课余时间不主动与中国学生交流，抱团出动，在一定程度上

也不利于各自的学业进步。

随着来华留学经验的积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 2017 年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

发布的《第 42 号令 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2018 年教育部出台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

质量规范（试行）》，以及 2021 年教育部修订的《关于规范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

等，均对来华留学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其中，《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明确提出，

要推进中外学生教学、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要求高校将来华留学生教育纳入全校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实现统一标准的教学管理和考试考核制度，保障中外学生的合法权益。

3.2.2  美国“统一性”管理理念

美国对国际学生的管理理念与我国目前提倡的“趋同化管理”有相似之处。美国高校除签证要求外，

国际学生与本国学生在生活、学习、就业等各方面的要求和管理均体现“统一性”，一视同仁地对待国

际学生和本国学生。与前期“无微不至”的来华留学服务观念相比，美国的留学生管理系统相对简单，

管理工作也相对轻松。国际学生事务负责人员的工作压力对比中国的留管人员小了很多。美国高校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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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设立留学生公寓、餐厅，也不会对留学生的学业有特殊照顾，教职工不会付出额外的私人时间为留

学生解决生活上的难题。这也让留美学生更快地适应留学生活、提高其自理能力。并且，国际学生在美

国学习生活的时候，不会出现扎堆现象，能够更快地融入到当地学生中，对自身语言的进步和学业的提

升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3.3  课程结构

从专业来看，大部分来华留学生将专业选在了汉语言文学、经济、中医、教育、艺术等文科类专业。

此类专业对汉语的要求相对较低，且学费较低，受到了更多亚非拉地区学生的青睐。

在美国高校，有 55% 的留美学生选择了时下热门的 STEM 领域专业，集中在数学与计算机类、工程

类、商业与管理类、社会科学类。理工科专业对于毕业生申请绿卡、留美工作更具优势。这也从侧面体

现出美国高校完备、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和卓越的国际化教学水平。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雄厚的经济条件和先进的科研水平为高校提供了优越的教育资

源，各学科各专业发展均衡，尤其在医学、人工智能、芯片技术、计算机等高端专业上吸引了更多的

国际学生。而中国的高校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具备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外，高校的国际

化水平、教科研水平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来华留学的历史仅有 70 余年，专业结构发展不均衡，

目前仍以人文学科为主，且能够开展全英文授课的学校、教师人数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留

学生对专业的选择。

但我们仍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来华留学教育。汉语言、教育、艺术、中医等学科在留学生教育领域

的领先发展，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因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感兴趣、对

中国悠久的文化感兴趣而选择来华留学。来华留学教育应继续发展优势学科，树立文化自信。同时，应

积极提升自身的教科研水平，不断促进来华留学专业的均衡发展。

4  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完善路径

受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一直倡导“以和为贵”。一直以来，来华留学生“求同存异”的管理

理念无不体现着中国五千年“有朋自远方来”的人文观，这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对在中国的留学

生活赞不绝口。上到国家“政府奖学金”“孔子奖学金”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下到各学校学生们对留学

生的喜爱和帮助，无不向世界展示了“仁爱、礼仪、和谐”的中华传统美德。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中国

也成为了亚洲最大的留学生流入地，来华留学人数日益增长。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世界始终维

持着“汉语热”“来华留学热”。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在这种理念下形成的教育管理模式依然存在不少

问题。通过对比中美高校的管理理念，笔者认为可以在某些层面借鉴美国高校的理念，与我国管理政策

相结合，“求同存异”，使得我国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更加科学、更具针对性。

一是摒除“特殊照顾”等理念，将国际化指标切实放在质量提升上，淡化数量的要求。将“趋同

化管理”融入日常管理，借鉴美国高校的“统一化”管理理念，强调外国学生与本国学生的共同性而

非特殊性。除招生、签证等政策外，在校的生活、学习应与本国学生一视同仁。杜绝要求学校教师或

本国学生为外国学生提供接送机、办理电话银行卡、就餐服务、学习辅助等一系列教学之外的“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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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真正将外国学生纳入所有学生的管理范畴，将外国学生编入本国学生班级，不再区分本土班

级和国际生班级。

二是学生管理理念应从“关注服务”逐步转向“关注学习”。“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理念，

不是要做学生的保姆，事无巨细的为学生解决问题，而是应把关注点放在学生的专业发展和学习上。

在信息化发展的今天，美国高等教育越发关注“学习”，“提升学习能力”应成为学生管理部门的

关注重点。这要求来华留学管理部门和相关教职工要不断提高教学水平，确保留学生学有所获。尤

其在国家倡导“中文 + 职业技能”的背景下，培养适合国际市场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应成为高校的人

才培养目标。

三是以“5C 核心素养”为教育指导理念。来华留学生的培养也应结合 5C 模型。培养留学生的“创新、

沟通、合作、思辨”能力，同时以“文化理解和传承”为核心，引导留学生理解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

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使者。在这一教育理念下，高校应转变管理方式，培养留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创新实践能力，使留学生能够“尊重、理解、共情”，以降低文化不适感，减少违法乱纪行为的

发生。

5  结语

七十余年的来华留学发展进程，我们积累了经验，也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教育国际

化发展的体系。但在新时代的要求下，教育对外开放的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培养体

制机制依然存在障碍。美国作为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代表，在理念、模式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和

借鉴。如何破除障碍，加大来华留学教育管理改革力度，持续推进来华留学生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是

下一步各高等院校所面临且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应辉，刘帅奇．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汉语+”和“+汉语”［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1）：

34-37．

［2］陈烨．中美留学生教育结构比较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3］张慧君．国际化进程中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的提升［J］．中国高等教育，2007（24）：46-47．

［4］刘洁予．美国高校国际学生事务管理的经验与启示［J］．高校辅导员，2017（5）：76-79．

［5］马佳妮，周作宇．“一带一路”沿线高端留学生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18

（1）：100-106．

［6］黄华，马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

2019（22）：91-97．

［7］陆颖．“一带一路”与来华高职留学生教育：现状、问题及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

（13）：64-67．

［8］伊鸿慧．高校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的思考与实践［J］．教育教学论坛，2015（38）：8-9．

［9］张铮．试论留学生管理的“特殊照顾”与“同一管理”——中美高校留学生管理之比较［J］．经济与

社会发展，2010（3）：167-169，172．



中美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比较研究2024 年 6 月
第 6 卷第 3 期 ·71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https://doi.org/10.35534/es.0603094

［10］刘涛．从文化差异到文化认同：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创新策略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22（3）：157-164．

［11］吉兆麟，钱小龙．美国高等教育接收国际学生情况研究与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12（5）：64-

70．

［12］倪雯．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中美高校留学生管理模式浅析［J］．现代企业教育，2014（14）：352-

353．

［13］李欣，张国锦．美国高校“以学生为中心”的国际学生事务工作特色及对我国高校国际化的启示——

以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为例［J］．教育现代化，2018（18）：144-145，149．

［14］张洁云．浅议中美高校留学生事务管理［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33）：169-170．

［15］Paul A Kramer．Is the World our Campu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US Global Power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J］．Diplomatic History，2009（33）：775-806．

［16］Niall Hegarty．Where We Are Now-The Presence and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2014（3）：223-235．

［17］张芬．美国大学国际学生招生策略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18］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EB/OL］．（2020-06-23）［2024-

05-23］．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06/t20200623_467784.html．

［19］教育部．2018来华留学数据统计［EB/OL］．（2019-04-12）［2024-05-23］．http://www.moe.gov.cn/

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20］世界大学QS排名（2025）［EB/OL］．（2024-06-06）［2024-06-20］．https://www.msn.cn/zh-cn/news/

other/2025qs世界大学排名发布/ar-BB1nHyMh?ocid=BingNewsSerp．

［21］美国国际教育协会《门户开放报告》（2023）．美国国际学生数据统计［EB/OL］．（2023-11-13）

［2024-6-25］．https://www.iie.org/events/open-doors-report-data-delease/．



·720·
中美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比较研究 2024 年 6 月

第 6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es.0603094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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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battlefiel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foreign businesses actively carried out by 
major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countries are constantly updating and improving 
their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expanding the scal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f local culture in the world. As the only superpower 
and forefront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been the first choice 
for studen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to study abroad, and also the largest destin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have been increasing day by day. With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policy 
an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expand the opening of educa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na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favored destination for studying abroad. However, due to lack 
of experience and unreasonable management system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China’s study abroad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are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polic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case studies, and propose means to optimize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in order to help universities strengthen the 
“Study in China” brand, create key projects and boutique projects for studying in China, an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studying in China.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Teaching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