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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中國和澳洲近年來在國際事務、雙邊貿易、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等方面不斷加強建設性關係。本文著重分析

澳洲教育體制中的一些先進之處，特別強調某些能夠吸引留學生來澳的特色，指出中國留學生來澳人數逐年

不斷增加的現象。作者進一步提請中國政策制定者、政府部門行政主管和教育工作者注意──赴澳留學生是

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復興的一支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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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and Australia have established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rad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s during the recent decades. The present study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advanc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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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education system,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attra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points out the

phenomenon of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pursuing further education overseas. Furthermore, the authors

emphasize that the Chinese policy makers, administrators and educators should consider the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Australia as important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renaissance of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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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澳洲幅員廣闊，為世界第六大國。其地大物博，

資源極其豐富；但人口稀少，建國僅二百餘年。

因此，澳洲與中國既有相似之處又有一定的差

異，兩國在許多方面能夠有效地互補。澳洲是西

方發達國家中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最早的國家之

一。多年來，澳洲與中國在外交、經濟、文化、

教育等領域况一直維持和發展著友好合作關係。

中澳兩國在教育領域的合作與交流非常頻繁，

高等院校之間正式簽署與實施的交流與合作項目已

達460多個。2003年10月24日中澳兩國在澳洲首

都堪培拉又簽署了《關於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歷和

學位的協議》。國家主席胡錦濤與澳洲總理霍華德

（John Howard）出席了簽字儀式，駐澳洲大使武韜

先生和澳洲教育、科技與培訓部代理部長彼德·麥

加瀾先生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協議上簽署。這標誌

著中澳雙方教育領域的合作與交流在留學方面邁出

了重要的一步。目前中國已成為澳洲的最大國際留

學生來源國，這一協議將無疑吸引更多的中國學生

赴澳留學。據澳洲最大的海外留學機構 I D P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的專家估計，

由於協議的簽署和澳洲留學政策的調整，在澳留學

的中國學生人數將由目前的3.6萬名，增至2025年

的20萬名。

近年來，由於美國受9.11 事件的影響，加上

美國的簽證發放率明顯降低，澳洲已迎頭趕上，成

為最受中國學生歡迎的第三大留學國家。據統計，

目前澳洲各高校的海外學生已占學生總數的

18%，達到17萬餘人1。2002-2003年度，澳洲移

民部向海外簽發的學生簽證數前五位元的國家和地

區為：中國大陸（14,215 人），占 13%；美國

（10,477人），占9.6%；馬來西亞（8,032人），占

7.3%；韓國（7,323人），占6.7%；香港（6,576

人），占6%。中國留學生數從2002年6月的6,600

人激增至2003年 6月的11,000人，僅在一個財政

年度中的增長率就達到 67% 。據不完全統計，

3.6萬名在澳中國留學生中，在高等院校學習和研

究的有1.8萬人；職業教育與培訓學校有近5,000

人；中學有9,000人；語言學校有4,000人。本文所

做的留學生現狀分析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學習的學

生群體。

留學澳洲的優勢留學澳洲的優勢留學澳洲的優勢留學澳洲的優勢留學澳洲的優勢

澳洲是一個文教事業發達的國家。按人口比例衡

量，澳洲人均教學資源非常豐富。澳洲現有人口

2,000多萬，僅普通高校就有40所，在校生68萬；

高等職業技術學校92所，在校生250萬；承擔高

等職業教育的大學中心600所，在校生323萬。澳

洲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對各級各類教育的投資

達240多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4%。

澳洲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享有盛譽，其優勢

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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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和科研力量雄厚，其水平處於世界領先

地位2-4 。澳洲的生物技術、太陽能動力、藥

物學和天體物理等學科在當今科技領域佔有

重要地位。澳洲學者曾在健康、醫藥科學、

化學和物理等領域中獲得過 6 個諾貝爾獎

項。澳洲大學的畢業文憑和資格得到世界上

大多數國家的認可，其中包括中國在內。

2. 教育理念先進，教學方法新穎。學校鼓勵學

生自主學習和進行各項科研活動，注重培養

學生對不同觀點及論據的辯證思維能力，激

發學生的創新意識5-7 。教師鼓勵學生踴躍發

表個人見解，注重小組討論的教學形式。與

此同時，學生必須獨立完成作業，以加深對

問題的理解和知識技能的運用。澳洲高等院

校以擁有優秀的教師隊伍、獨特的教學方法

和完善的教學設施而享譽全球。

3. 課程設置多樣、靈活，教學內容更新快，範

圍廣。從中學、職業教育到大學本科、研究

生課程都有升級和學分轉換機制，以滿足學

生的學習興趣、能力發展和就業技能的需

要。課程設置注重理論聯繫實際，有很強的

實踐性，使學生更容易掌握和理解。教學注

重學生技能的培養和興趣愛好的開發，增強

了學生的自信心和自主性8。

4. 國際化教育環境。大學的教學科研人員不僅

廣泛頻繁地與海外知名大學保持聯繫與交

流，而且積極參加各國際科研組織的研究活

動，經常參加各種國際學術論壇，學習和分

享國際前沿的教育科研成果。每年來自世界

50多個國家的10多萬國際留學生為澳洲各高

校創造了多元文化的校園學習氛圍，形成了

極具吸引力的國際化教學環境9。

5. 英語水平要求靈活。澳洲各大學對海外學生

的英語程度考查不在於單純的英語考試成

績，而在於學生真實的英語學習能力。大學

准許國際留學生「帶條件入學」（provisional

admission），即先入學，再提供所要求的英

文成績（如留學生在申請學校時已提供了所

要求的英語考試成績，例如雅思7分，則稱

為「無條件入學」）。帶條件入學的留學生在

到校後如能提供有效的英語成績證明（通常

為雅思成績），即正式開始上課；如不能及

時提供，則可以在該校的語言培訓中心學習

3個月至半年，以達到所要求的英語水平，在

通過語言中心的考試後，即可正式入學。

6. 課程安排緊湊。學士學位一般為三年，課程

式的碩士學位通常為一年，研究式的碩士學

位為兩年，完成博士學位則需要三年或三年

以上。大學課程可以加修課程，例如，可在

平均4門課一學期的基礎上加修一至兩科，

以縮短總學習年限，或進行假期修課，如此

以來，大學三年課程則可縮短為兩年半甚至

兩年。

7. 學習與生活費用均較低。澳洲是在世界上在

教育方面人均投資第二多的國家，而其學費

和生活費與美國和英國相比卻低得多，因此

成為世界上很多國家學生首選的留學國家。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澳洲的物價，尤其是

在副食品和日用品方面，也相對便宜得多10。

8. 監管機制嚴格。澳洲教育管理部門對學校的

教學質量和學生出勤率均有嚴格的監管制

度，保證了學生學習的時效性。

除教育優勢外，澳洲對中國留學生還具有許

多其他的吸引之處：1、澳洲的官方語言是英語，

英語作為國際語言無疑為澳洲增加了在留學市場

上的國際競爭力，中國目前將英語作為從小學三

年級至大學的必修課，因此，澳洲為許多已有一

定英語基礎或希望通過留學來提高語言能力的中

二十一世紀人才強國之源──赴澳中國留學生現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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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2、在發達國家中，澳

洲是僅有的幾個可移民的國家之一，與到歐洲等國

留學相比，在澳洲留學意味著留學生可以對今後在

澳洲發展或是回國發展進行選擇；3、澳洲社會安

定、自然環境好，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多元文化國

家之一；4、地理位置優越，澳洲與中國同處於亞

太地區，是離中國最近的留學國家之一，乘飛機當

天即可到達；5、與其他理想的留學國家相比，除

了與其他國家類似的學習期間學生可以進行每周限

時的兼職工作政策外，澳洲是唯一允許學生在寒暑

假期做全職工作的國家。由於以上各優勢，澳洲被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視為最理想的留學國家。

應當在此指出的是，澳洲在留學生事務上也

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例如，有些私立學院倉促

上馬，不但設備欠完善，甚至連師資力量也較薄

弱；即使一些公立大學，也有對留學生的特殊需

要瞭解不深，對留學生“市場”需求也認識不足，

在決策上帶有一定的盲目性。不過，總的趨勢是

良好穩定的。

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對赴澳留學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對赴澳留學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對赴澳留學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對赴澳留學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對赴澳留學

趨勢的影響趨勢的影響趨勢的影響趨勢的影響趨勢的影響

1978年，鄧小平發表了關於擴大向國外派遣留學

生的重要講話，明確提出：留學生“要成千成萬

地派”，並“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鄧小平的這

番講話著眼於國家工作的大局，考慮到民族的現

實需要和長遠發展大計，表現出政治家和戰略家

的遠見卓識和宏大氣魄，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新

歷史時期大規模派遣留學人員的序幕，具有劃時

代的重大意義。截至目前，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

數已達58萬人，遍佈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形成了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範圍最

廣的一次出國留學熱潮。

中國學生如此大規模地赴澳留學，是從上世

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當時由於中國改革開放不

久，國家經濟還很困難，地區發展不平衡、而且

人民生活水平也不高，因此中國內陸地區的出國

留學主要以國家或單位公派的形式進行的。而因

為部分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較快，自費留學開始

悄然升起。

80年代末澳洲政府對中國的逐步開放，對接

受中國留學生有了較寬鬆的條件，有的課程只需

繳納數千澳元，就可以獲得來澳的簽證，而在澳

的英語學習時間最短僅為6周。這使得澳洲各地以

英語培訓為目的的語言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吸引了國內大批各種年齡且學歷層次參差不齊的

人群，形成了以學習英語為目的的出國熱。因受

當時大環境的影響，這批早期來到澳洲的中國留

學人員，大多數留在澳洲發展並成為澳洲公民。

他們中的少部分進入了澳洲主流社會並站住了

腳，而大部分則因語言和文化差異等原因，未能

進入主流社會。於是自己創業，成為各類餐館、

雜貨店、中介、旅行社等家庭式營運的小業主。

90 年代後期至今，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

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中澳關

係於此階段一直處於良好的發展，兩國間的經濟

和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迅猛發展。截至2003年

6月，澳洲在中國投資了共計5,600個項目，實際

投資超過了 3 1 億美元。而中國在澳洲投資了

21 8 個項目，金額達 4 . 5 億。根據澳洲移民部

（DIMIA）發佈的資料，最近四個財政年度中，澳

洲向中國大陸地區發出的學生簽證的總數為：

1999-2000年度6,079份；2000-2001年度8,899份；

2001-2002年度 13,452份；2002-2003年度 14,215

份。從不斷上升的中國留學生人數中可以看出，

中國留學生已將澳洲作為理想的留學國家。中國

留學人員也為澳洲經濟帶來非常可觀的效益。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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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自從澳洲進行教育產業化並實施教育出口

以來，教育產業為該國的出口創匯作出了重大貢

獻。2003財政年度，澳洲的教育出口為澳洲創造

了75億澳元（約合50億美元）的效益。目前，教

育和旅遊已成為澳洲經濟第三產業的兩大支柱。

據抽樣統計，目前在澳的留學人員中，19-25

歲的占52％，26-30歲的占32％。在澳洲大學學習

的中國學生以攻讀碩士學位以上的學生居多。以新

南威爾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為例，中國留學生人數為來自130個國家和地區留

學生總數之冠；根據最新的統計結果，新南威爾士

大學的全日在校學生人數為8,220名，其中有來自

中國大陸的留學生1,801名、香港1,235名。據瞭

解，現在在澳就讀的中國留學生都有著相當好的英

語水平。從中國大學畢業，一般的學生都要求通過

大學英語（CET）四級，研究生要求六級，英語專

業學生要求專業英語（TEM）四級或八級，因此大

多學生在赴澳留學前英語已可達到雅思至少5分以

上，一般則在6.5分以上。在專業方面，中國學生

均接受了國內嚴格的中學或大學教育，有扎實的基

礎，在進入澳洲正規的大學後，能夠很快適應教學

環境，並取得滿意的成績。中國留學生逐漸瞭解不

同的教育模式，進行獨立的學習和研究，並充分利

用澳洲大學先進的條件和設備，學習世界前沿的科

技知識。在綜合能力方面，中國學生在接觸了澳洲

的多元文化後，更具國際意識。他們積極利用學習

和打工的機會，從不同層面瞭解和學習澳洲的社會

和文化，結識各國的朋友，參加華人團體活動，嘗

試進入澳洲的主流社會，並建立起一定的人際關係

網路。

對於新南威爾士州各高校就讀的中國學生進

行統計的問卷顯示：約有半數的學生打算完成學

業後返回中國。訪談調查結果中，50%以上的博

士、碩士生和大學生在問及今後的打算時，明確

表示希望在完成學業後回國發展。其中一部分選

擇立即回國，另一部分則認為在澳工作兩年，在

取得國外工作經驗後，再回國發展。他們都認為

要幹出一番事業，還是在中國。如一位在澳學習

了5年的在讀博士生說：

“國內發展的機會比較多，我的親人都在

中國，我決定一拿到博士學位就回去創

業。”

分析目前在澳留學生希望學完後回國發展的原

因，有以下幾點：1、作為異國人，在澳洲很難找

到與專業對口的理想工作；2、留學生在澳所遭受

的文化衝擊，再加之英語程度和生活習慣等問題，

使其較難融入澳洲主流社會11，不少人覺得與其在

異國他鄉過寄人籬下的生活，不如回國好好幹一番

事業，以不辜負父母“望子成龍”的期望；3、中

國正在騰飛，祖國建設需要大量的各領域的精英人

才的參與，這種經濟高速發展的環境為高新技術人

才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4、留學生在海外的留

學經驗和學歷使他們在國內更具競爭力；5、他們

的家庭、社會關係甚至於部分工作網路都在國內，

回國意味著和家人團聚，亦不必為了重建社會關係

網路而煩心；6、在出國見識了西方文化後，才真

正認識到祖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他們從心底况更認

同生於斯、長於斯的華夏文化。

結論和建議結論和建議結論和建議結論和建議結論和建議

國運興衰，人才為本。中央科學地作出了“人才

資源是第一資源”的重要決斷，明確提出了實施

人才強國的重大戰略。指出廣大留學人員是國家

的寶貴財富，是我國人才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目前在澳留學的學生學歷普

遍高於80、90年代的留學生；他們的英語水平較

好；年齡大都在25-30歲之間；回國創業的意願較

強烈；在澳洲不僅結識了來自中國和世界其他各

二十一世紀人才強國之源──赴澳中國留學生現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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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學子，而且廣泛地與澳洲本地人結交朋友。

海外留學人員是中國未來經濟建設的急需人

才，是我們的人才強國之源。因此，我們建議國

內有關部門積極落實各項有助於海歸人員創業的

政策，吸納更多有志於回國發展的有志之士。另

一方面，中國的教育機構也可與澳洲的教育機構

定期舉辦不同形式的教育論壇、交流研討和長短

期學習培訓等，探討和交流中澳雙方教育合作與

交流的經驗，以更加明確我們培養人才的目標和

人才市場的需求，以促進教育交流，改進教育模

式，完善教育機制。通過以上各種與澳合作辦學

的方式，培養出更多的人才，使中國真正成為

21世紀的人才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