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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访谈、调查问卷和数据统计等方法对四川师范大学留学生来华前后对

中国的认识差异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的气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性格、家庭与婚姻、中

国的经济和社会六个大的方面,并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本论文为研究的第三部分,主要分析留学生对中

国经济社会来华前后认知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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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期研究简介 

本论文为研究《留学生来华前后对

中国认识差异研究——以四川师范大学

为例》的第三部分。本研究通过文献分

析、访谈、调查问卷和数据统计等方法

对四川师范大学留学生来华前后对中国

的认识差异进行调查。研究的第一部分

对于本研究的研究目标及意义、前期研

究概况、研究方法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说

明。研究的第二部分调查分析了来华留

学生对于中国人的性格、婚姻及中国南

方(四川)的气候,在来华前后的认识是

否有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本论文

为研究的第三部分内容,主要分析留学

生对中国经济科技社会等宏观层面来华

前后认知的差异。 

2 来华前后留学生有关中国的

综合国力认知的调查 

外国学者将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

确定为经济、军事、政治三方面,具体

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人口数量、

国民生产总值、工业能力、金融贸易、

科技、军备状况、民族特性、国民意志、

外交素质、政府素质。问卷的第22题至

第31题以我国综合国力的工业、科技两

方面为基础对留学生进行提问以了解

留学生来华前后对中国部分综合国力

认识的差异。 

2.1综合国力的工业能力认知调查 

问卷关于综合国力的工业能力方面

的考察设置在第22、23、24、25、26和

28题。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

平,不仅要考察人均GDP水平,还要考察

产业结构水平、就业结构、消费结构、

工业结构变动、外贸结构水平以及城镇

化水平等。问卷选取部分指标进行考察,

其中第23、24和26题是考察城镇化水平

的认识,第25题考察人均GDP水平的认

识,第22、27和28题考察工业结构变动

的认识。 

留学生对于我国城镇化水平及公共

交通设施等持乐观的态度,在来中国之

前,有90%的留学生认为中国的汽车和高

楼大厦很多或者较多,这与留学生在来

中国之后的认识相一致。有50%的留学生

在来中国之前认为中国交通状况便利,

而来中国之后,认为中国交通便利的留

学生比例上升到90%。自改革 放以来,

中国交通业实现了革命性跨越式的发展,

具体表现为各种交通指标不断上台阶,

交通总资本占社会总资本不断上升。中

国主要交通指标增长速度均超过发达国

家,在全世界比重迅速增加,已经位居世

界前列。留学生对中国交通便利程度评

价的大幅提高,说明虽然有一定量的留

学生在来华前对中国交通发展有一定认

识,但很显然在总体上来看,中国交通的

便利发达程度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关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留学生的

认识差异较大。在“很高、比较高、不

高、有的高有的不高”四个选项中,来中

国之前,认为中国国民收入比较高或不

高合计占70%,来中国之后留学生对中国

国民收入的认识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但

多数人认为中国国民收入有的高有的不

高。中国已经顺利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

行列,而26%的留学生认为中国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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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21%的留学生认为很高,只有11%的

留学生选择了处于中间选项的比较高。 

这些差异性选择其实反映了我国现

阶段发展的一个特点。总体上来说,我国

人民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

水平,但人均来看,并不是非常理想。贫

富差距还较大,东西部收入差距也很明

显,城市和偏远乡村的收入差距也没有

得到根本改观。因此,留学生基于他所看

到的某些实际情况,就会做出相应的选

择判断。 

留学生对于中国产业工业化的认识

有些不足。我国当前工业结构的工业化

水平,大致处于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

工度化阶段逐步推进的时期,亦即工业

化进入中期阶段。在来中国前,60%的留

学生认为中国商品大部分或全部由手工

制作,即手工工业占比重 大。在来中国

之后,58%的留学生认为中国商品大部分

由机器制作,但其余42%的留学生仍认为

中国商品大部分或全部由手工制作。留

学生常见的中国产品主要为生活用品和

电子产品,其中电子产品以小米品牌

为出名,留学生认为中国主要生产的产

品与他们常见的中国产品一致,这两者

的一致程度集中表现在电子产品和生活

用品上。综合来看,留学生对中国产业工

业化的认识有些不足,这也体现了我国

正处在由传统工业向高加工度工业的转

型期。 

2.2综合国力的科技方面 

问卷关于综合国力的科技方面的考

察设置在第30、31题。 

60%以上的留学生表示不清楚中国

的高科技产品,20%左右的留学生认为中

国的高科技产品是电子产品。留学生对

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认识很不全面,这与

我国高科技产品的推广方面有较大联

系。在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结构中,计算

机与通讯技术类产品占了很大比重,具

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其他技术类产品

的出口份额比较小,不具有贸易竞争力。

基于这一事实,留学生对我国高科技产

品认识不足是有理可循的。 

结合综合国力的工业能力和科技两

方面的考察,留学生对中国综合国力的

认识在来华前后较为一致,但在科技和

产品产业方面的认识无论来华前后都存

在较大空白。这说明我国对综合国力的

方面宣传力度需要加强。 

3 留学生来华前后对中国社会

现象的认识情况 

调查问卷的18、32、33、34、35和

36题是考查留学生对中国社会其中一些

部分的了解,包括热点问题、特有政策和

比较有名的事件等,题目的形式有选择

题和问答题,通过对有效问卷中留学生

的回答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3.1来华前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的

认识 

对于特有政策及著名事件,有32、

33、34三道题,这三道题分别是考查留学

生是否知道中国举办过奥运会,是否知

道中国的计划生育以及是否知道“打工”

是什么意思。留学生知道的百分比,各题

分别为： 

32：55%；33：65%；34：50%；平均

值：56.6% 

对于有关宗教及热点问题的几道题,

留学生认知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各题百

分比为： 

18：60%；35：25%；36：60%；平均

值：48.3% 

由此可以看出,来中国之前,对中国

特有政策和比较有名的事件有56.6%的

留学生是知道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留学

生在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

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来中国之前,留学生

对中国宗教和一些热点问题的认识比较

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数占48.3%。总体

来看,留学生在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社会

现象的认识程度没有对中国家庭婚姻的

认识程度高。 

3.2来中国之后留学生对中国社会

的认识 

来中国后,对于特有政策及著名事

件,留学生知道的百分比,各题分别为： 

32：85%；33：85%；34：950%；平

均值：86.6% 

对于有关宗教及热点问题的几道题,

留学生认知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各题百

分比为： 

18：90%；35：10%；36：55%；平均

值：51.6% 

将来华前后的数据用折线图反映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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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折线图中可以看出,对中国特有

政策和比较有名的事件,留学生知道人

数的百分比来中国后有明显的增加,说

明有更多的留学生在来中国之后了解了

中国特有政策和比较有名的事件。通过

访谈我们了解到留学生知道这些的主要

途径是老师上课的讲述以及互联网。对

比可以看出,留学生在18题宗教上来华

后认识符合中国实际的百分比与来华前

相比有很大的提升,说明有更多留学生

在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宗教有了一个比

较正确的认识,但是也存在一部分留学

生只知道中国是有宗教的,并不知道中

国具体有哪些宗教。 

4 调查结论与启示 

结合我们所做的全部调查,我们的

总结及启示如下： 

(1)留学生对华认识有前后保持

一致的方面,但这种一致有的符合实

际,有些则始终不准确。如有关中国家

庭婚姻、南方气候、日常生活的认识,

这些认识基本上前后一致且符合实

际。但留学生对中国工业能力和科技

的认识虽然前后也较一致,但认识一

直存在偏差。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我

国高科技发展的认识上,留学生对我

国科技发展存在认识空白。 

(2)留学生来华前后对中国人的性

格认识差异较大,但这种差异总体上主

要是向正面转变。留学生对中国人性格

的总体印象趋向为中国人友好、努力、

诚实、爱笑和内向,这种改变主要是受到

了解中国的渠道、与中国人的交往程度

等因素的影响。 

调查的启示： 

(1)针对留学生来华前对中国认识

有误解的部分,中国应加大自我宣传,通

过电视、电影、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

纠正其误解。 

(2)针对来华后留学生仍有误解的

部分,汉语老师在课堂上予以正确地引

导,汉语教材的编写上可以对留学生容

易出现认知偏差的部分进行知识普及。 

(3)适当根据留学生的情况,设计时

事热点的教学内容,让留学生能够更好

地了解新时代的新中国。 

(4)鼓励在校留学生更多地与中国

学生接触交流,通过与中国学生的相处

与沟通,更直接全面地了解中国人的性

格、日常生活、婚姻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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