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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拉力"因素分析及启示

魏建华

摘要: 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提出了"才巴马来西亚建成 21世纪亚太地区优质教育中心"的宏伟计划。于是，政府采取增加财政投

入、鼓励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改革学制、建立质量保障体系、加大对外宣传、调整留学政策等一系列积极措施。与此同时，高等院校积极配合政

府号召，通过开设全英文授课学位项目、采取灵活的入学政策以及安排实习和就业等方式吸引外国留学生，外国留学生教育获得快速发展。马来

西亚政府和高校的外国留学生教育措施对我国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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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 年马来西亚外国学生占世界流动学生的比例

二、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拉力"因素分析

美罔著名比较高等教育专家阿尔特巴赫曾提出影响国际间人

才流动的推拉理论，这种理论把人才流出同的各种不利因素统称为

"推力"，而把人才接收国的各种有利因素统称为"拉力"。在与其

他|萄家同等竞争吸引外国学生的外部条件下(即人才流出国的"推

力"因素相同)，现就马来西亚政府和高等院校积极应对全球日益

激烈的外国留学生教育市场竞争而主动采取的举措(人才接收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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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书和文凭、无权授予学位的私立高等院校以及面临接受高等教

育压力的学生的积极响应。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市学院与澳大利

亚墨尔本皇家技术学院的跨同合作项目开创了马来西亚国际合作

办学的先河，也揭开了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罔际化办学的新篇章。学

习跨国课程的学生只需出国1-2年或根本不需出罔，即可拿到外国

大学的学位。由于课程花费少、时间相对短等优势，跨国课程一经

推出就备受青睐。一时间，很多马来西亚学生放弃公立高校而选择

私立学院，同时英语授课跨国项目;在语言上的优势吸引了众多东南

亚国家学生就读。私立学院的活力日益显现，极大地推动了马来西

亚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外国留学生教

育快速发展，赴马留学的学生迅速增加，由1997年的5635入增加到

1998年底的11733人以及2000年的18892人。 2000年，马来西亚成为

亚太地区国家中仅次于澳大利亚和日本，吸引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

家(见表I) 0 I电006年，马来西亚外同留学生人数依旧保持亚太地区

领先地位(见图 I) 02008年 12月 31 日，外同留学生数已达70259人。口l

表 1 亚太地区国家 2000 年外国学生数

国家和地区|澳洲|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印度|中国台湾|南韩|泰国|菲律宾

人数 11209871636371 18892 111609\69881 6380 13850125081 2323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国

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各国高校的普遍重视。近年来，我

国外国留学生教育在政府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下获得

长足发展， if!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同家相比，还存在较大

差距。因此，探讨他网外国留学生教育政策，借鉴其外同留学生政

策的先进理念、经验和教训，对促进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国内背景和现状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始于 1962年的马来亚大学。独立后的马来西

亚只有一所大学，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短缺。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对高

层次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与需求之

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派遣学生出同留学成了马来西亚政府培

养人才的捷径。马来西亚政府提供大量经费资助学生出国留学，同

时鼓励公司、企业和民间团体通过提供经费或成立机构指导学生

等方式来资助学生出国留学。马来西亚出国学生人数稳步上升，由

1963年的7081人上升到 1978年占人口总数1.3 4%的22324人。 20世纪

70年代，马来西亚国内学生与国外留学人数之比大致为 2: 1。到了20

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资源紧缺、招生量过少的问题更加

突出，每年被录取人大学的人数不足申请人数的三分之一。 1983年，

国内在校大学生人数约为 28000人.而同年在罔外攻读学位的就达

35000人，留学生人数大大超过了同内就读人数。 111

这些留学国外的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一般都是在留学罔寻求

发展，这使得马来西亚不但流失了大量优秀人才，而且每年还要为

此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学生留学导致人才和|金融资本的严重流

失，严重削弱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实力。为了减少外汇流失，同时缓解

国家高等教育供给的压力，马来西亚政府决定扩大本国高等教育，

开始采取较为开放的私立高等教育政策。 1983年，允许建立私立高

等院校。从此，私立高等教育得到发展，到 1996年，在马来西亚高

等教育部注册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有 280多所。

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陷入困境，英国开始对欧洲以外的学

生收取全额费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留学费用也急剧增加，马来西

亚一些学生不得不中断在外国的学业或打消出国的念头。在这种情

况下，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号召私立高等院校和外国大学

合作开办跨国教育课程 (I'ln "1+2" 课程、 "2+1" 课程、 "3+0" 课程、

"学分转移"课程等) ，这样既可以为想获得外罔大学学位的学生节

省开支，又可以减少罔家外汇流失。总理的号召立即得到了有权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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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国际认可的学位成为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卖点。

(2) 入学政策方便灵活。为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大多数马来

西亚院校设置了一年两次的入学时间。一般来说，除每年7月份的入

学时间外，在12月份，对于一些专业仍有一次补招生的机会，为错过

第一次入学时间的学生节约了时间。 112)

在入学的语言标准上，马来西亚私立院校没有严格的语言要

求，公立大学研究生课程要求英文雅恩5.0 (有的是6.0) 或托福550

以上。但对于没有语言成绩或语言不过关的学生可以在各个大学的

语言中心学习密集英语课程，通过各大学自己组织的英语考试再进

入专业课程学习。

另外，马来西亚院校根据申请者的学历制定了灵活的入读制

度。高二结业以上学历者(包括三年级在读及以上学历者)均可申请

赴马来西亚各院校修读三年制学士学位课程。大学在读生以及大专

毕业生，均可获得相应的减免学分，他们攻读两年或更短时间就有

机会获得学士学位。对于申请硕士学位课程的学生，一般要求三年

制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13)

(3)实习和就业安排吸引学生。马来西亚私立院校的跨国课

程大多围绕如何运用专业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而设置，并为学生

提供大量的实习机会。同时，马来西亚在海外有大量产业，多数聘

用外籍雇员管理，这为高素质的外籍毕业生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

会，增加了马来西亚留学的吸引力。

三、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给我国的启示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得到了快

速发展。通过其快速发展的"拉力"因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国

留学教育的发展除了受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教育质量等因素影响

外，政府对教育总体发展方向和总体目标的确定、对留学教育的重

视程度和态度以及实践中采取措施的力度等，对留学教育的发展极

为重要。从1990年起，中国就一直是最主要的留学生派出国，留学

人数每年高居榜首。但与此极不相称的是，我国的来华留学生规模

小，而且专业覆盖面窄，学习层次不高。据粗略统计，从全国范围来

看，我国长短期留学生的总数尚不足在校生总数的1%，且多数集中

在汉语言学习上，我国高校在来华留学生数量上与创建国际化一流

大学的目标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学习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快速

发展的经验必将为我国外国留学生教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 政府重视是外国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基础

马来西亚政府对外国留学生教育不但制定了具体的发展规划

和目标，还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并通过积极鼓励私立高等院校发

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制制度与严格的质量保障体系、调动劳动

部和移民局等社会各相关部门调整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外国留

学生教育健康、快速发展。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虽然在近年来也提出

了具体的外国留学生发展目标，但其并未被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

划。而且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似乎还仅仅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

高校的事情，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国要快速

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就必须把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工作作为我国

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不仅要调动高校的工作积极性，调动与外国

留学生教育工作相关的外事部门、公安部门、劳动部门等各相关部

门，还要鼓励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

2 外语授课国际化专业建设是提高外国留学生教育竞争力的核心

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得益于其在跨国项目的基

础上推出全英文授课专业，做到了教育输入与教育输出有机结合。

截至2009年底，我国经审批和复核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合计

378个，但所有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其招生对象主要是我

国学生。政府应积极引导高校充分利用引人的跨国高等教育资源来

教育探索

提升本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开设外语授课

专业，使教育输入与教育输出有机结合，推动本国的教育服务输出，

大力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在审批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和项目时，应把高校如何利用合作办学项目开展外国留学生教育

作为一项审核指标。同时，政府应对积极开发外语授课专业的高校

和开展外国留学生教育工作突出的高校实施奖励政策，加大拨款力

度，支持其健康快速发展。

3 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的建立是我国留学生教育健康发展的前提

为保证外国留学生教育健康发展，马来西亚政府建立了质量

评估机构，专门负责私立院校的教学质量监控。为推动我国来华留

学生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部分高校积极推出外语授课国际化专

业，解决来华学习的语言瓶颈，招生前景看好。为保证外语授课国

际化专业高质量健康发展，教育部应不断建立并完善质量监督机

制。目前， «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英语授课)质量控制标准暂

行规定》已经出台，对医学留学生的培养标准、课程与计划、授课与

督导、招生录取、学校基本条件等都做了全面细致的规定，但对其

他外语授课国际化专业目前还缺少一套质量监控机制。在外语授

课专业生源较好的市场前景下，受经济利益剌激，不免会有高校忽

视教学质量。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督机制对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健康

发展不可或缺。

4 开展学分互认是扩大外国留学生教育的有效途径

马来西亚高校有着灵活的留学生入学制度。大学在读生或大专

毕业生均可获得一定的学分减免，用两年或更多时间就可获得本科

学位。而我国目前实施的政策是:除了合作院校的学生可以获得学

分互认外，其他学生若想获得我国大学的学位均需从零开始。这就

意味着一个大专生如想获得我国的本科学位，还需花费至少四年的

学习时间，严重阻碍了我国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

与3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既然已经签订了学历

学位互认协议，就意味着承认学生在这34个国家所受的教育，那么

认可学生在这34个国家高校所获得学分为什么也行不通呢?这个问

题应该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

5.有效的市场营销是打开外国留学生教育市场的必备条件

现代社会早已跨越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阶段，再好的

产品也需要营销。马来西亚政府和高校非常注重外国留学生教育

的海外营销工作，不仅赴留学生生源国组织教育展、设招生代理机

构，教育部还在最大生源国相继设立专门推广留学生教育的招生中

心和教育促进中心，同时与生源国知名网站全面合作，成效显著。我

国高校近几年虽然也走出国门开办高等教育展，与国外代理机构合

作，但仍处于各个高校单打独斗的分散宣传状态，经常会出现人走

茶凉和代理机构竞相攀比中介费等情况，效果并不理想。我国应该

以孔子学院为依托，在生源集中的国家成立宣传中国高等教育的非

营利性招生中心，开展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营销。

6.与时俱进的政策调整能够推动外国留学生教育健康发展

随着来华留学工作的不断发展，我国外国留学生教育的相关管

理规定应及时作出修订，以便更好地指导工作。政府部门对外国留

学生的勤工助学应有明确的指导意见，高校也应该不断完善外国留

学生管理制度，根据需求适当调整留学生入学时间，给予学生一定

的实习和就业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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