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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角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来华留学生招生品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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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来华留学生的规模逐年扩大,专业和学习形式也日趋丰富,呈现出学历生后来居上、自费生比例占多等特点。H.C.学院作为一

所地方性“运用型”本科院校,地处有丰富自然文化优势的桂西北地区,但来华留学工作却相对滞后,本文通过对全国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华留

学情况和现状进行分析,对桂西北“运用型”本科院校的来华留学招生机制、扩大规模策略、优化结构、提升教学质量等方面进行探讨,提出可

持续、全方位的来华留学招生工作策略。 

[关键词] “一带一路”战略；地方“运用型”本科；教育品牌营销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会不断的

深化与扩展！继续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实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共赢发展。高等教育的来华留学工作首当其冲,来华留学工作是

“一带一路”战略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助推器,既能培养大批建设项目

所需的专业人才,又能促进中华语言文化与沿线国家人文相通。高等教育

国际化的趋势下,广西既是中国-东盟开放交流的“桥头堡”,又占据着“一

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关键节点的区位优势。桂西北地区坐拥丰富的民族

文化和自然文化资源,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拓宽深化来华留学生招

生渠道,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丰富来华留学生学习层次和专业,为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培养输送人才成为必然。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现状及特点 

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2万名留学

生来华留学,中国成为亚洲 大留学目的国。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留学生31.72万人,占总人数的64.85%,增幅达11.58%。”
[1]
。近年来,丝路

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数量不断提升,生源国持续增加,学习模式和层次

不断多样化,学习专业的范围持续扩大,自费生为主要类别。特点主要包

括：从绝对数量看,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一带一路”国家2004年来华留

学生人数为24896人,2010年突破11万,2016年突破20万,2018年突破30万,

达到31.72万人。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的增长速

度,其规模扩张 为迅猛,成为我国留学教育的新亮点。“一带一路”沿线

共65个国家,至2017年,“一带一路”所有国家均有学生来华留学。在系列

国家“一带一路”教育政策的激励下,沿线国家将会是来华留学生教育发

展主要动力,成为来华留学 后重要的生源地。学历生多、专业学科更

加合理,层次越来越高、经费来源以自费为主,学习中文为主的专业趋势

被打破,学生学习专业学科更加全面、合理,2016年来华留学学生学习中

文的人数占比总留学生人数的38.2%,而2012年学习中文的学生占当年

来华留学人数的53.5%,学习中文人数2016年比2012年比例下降15.3%。

2016年,学习理工科、工程、教育和农学学生数量比2012年增加超过100%,

经济、西医、文学、法学、管理等学科学生数量增幅均超过50%,其中,

占比增长幅度 快的为工科,2016年比2012年增加了5.2个百分点,西

医、工科、经济和管理是学历生就读人数 多的四个学科,其次为汉语

言专业,排第五。2017年共有来自180个国家的5.86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

生在华学习,占总数的11.97％。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与高等教育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是以经济贸易为主要载体、以互联互通为核心概念、

以互利共赢为基本目的的跨国战略合作设想,沿途连通亚洲、非洲、欧洲

等64个国家,目前总人口约44亿人,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

的63%和29%。“一带一路”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土木工程、机械电气

工程等专业管理人才。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评估报告显示,2010～2020年,

亚洲各国累计需要投入7.97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涉及

989个交通运输和88个能源跨境项目。
[2]
“一带一路”沿线有64个国家,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催生了当地中国语言文化人才的

培养需求,急需大量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当地人才。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对医疗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由此可见,“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的人才涵盖：交通、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人才、贸

易与投资经营人才、语言文化人才、医疗人才等。 

3 桂西北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来华留学教育概况 

表1   2013年至2019年H.C.学院在校来华留学生 

年份 总人数 国别 就读形式

2013 4 泰国 短期

2014 8 泰国 短期

2015 15 泰国 短期

2016 9 泰国 短期

2017 62 泰国、几内亚、尼日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 长期

2018 103 泰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巴基斯

坦、孟加拉国等

四年学历生、一年语

言生

2019 135 孟加拉国、巴布新几内亚、埃塞俄比亚、蒙古国等25个

“一带一路”国家

学历生108,一年期

语言生27名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从2013年迎来首批来华留学生以来,桂西北“应用

型”本科院校,来华留学生人数从4个增加到了2019年的135名,生源国从泰

国单一国家增加到几内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

坦、坦桑尼亚等25个“一带一路”国家。虽然从生源地到数量都有所扩大,

但形式依然严峻,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来华留学生招生渠道单一,当前来华

留学生是以校际交换学生为主的招生模式,若校际交流合作能长期稳定,

生源便相对稳定,但是每年招收的交换生多为中文短期进修生,少则一个

月,多则一年,始终只是停留在语言培训的简单层面,造成留学生教育专业

学科层次的单一；二是学习项目单一,自2013年第一批4名来自泰国的短期

汉语语言交换生开始以来,直到2016年,开设的来华留学项目仅为商务汉

语言学习,学历生学习项目专业单一,2017年9月才实现学历生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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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的专业仅包括商务汉语、商务英语两个语言类专业,2019年达到了135

名；三是国际化师资力量不足,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能有英文授课的师资力

量不能满足来华留学生人数增加的需求。 

4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扩大来华留学招生的路劲 

4.1内向路径 

(1)根据学校的专业学科优势,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开发联合培养项目,

并努力实现不同高校间课程学分的相互认可,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不同

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打破现有学科的分类布局,整合外语、汉语言文学、经

济、旅游及理工等已有学科专业,开发跨专业的“一带一路”学科,尝试“外

语＋X(旅游管理、机械工程、市场营销、贸易经济等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实施重点、合作机制、规则标准以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民族宗教等通识内容,并努力将

相关要素渗透在各学科的专业教育内容之中,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的英语授课体系和学位课程,打造来华留学生教育精品课程和品牌专业,

让学生来华留学“学得好”、回国“用得上”。 

(2)提高夯实来华留学生管理服务水平,针对留学生源来自不同国家、

文化背景、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提高留学生管理服务水平,除高水平的

师资外,还需要一批工作认真细致、具有爱心、耐心,富有奉献精神、熟悉

国家相关政策、具有国际视野的留学生管理队伍”
[3]
,成为留学生的贴心

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好朋友。对他们出现的困难及时予以帮助,对不良行

为及时予以制止。 

(3)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吸引优质生源,立足于主动服务和融入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在已有奖学金及学费政策的基础上,建立来华留学

“一带一路”奖学金,针对申请到我校就读的优秀来华留学本科生,学习时

间超过半年的中国文化以及汉语培训的短期学习优秀学生、部分与我校合

作的高校优秀交换生给予“一带一路”校级奖学金,免交学费；对学习成

绩优秀的留学生颁发“一带一路”校长奖学金,吸引优质生源。 

4.2外延路径 

(1)拓宽来华留学教育招生渠道,来华留学招生渠道是重要短板,依法

选择专业的来华留学中介,拓展来华留学生申请来校学习渠道。高等教育国

际化趋势,催生了一批专业来华留学中介机构,有一批专业的生源国工作人

员,熟知所在国家的学生需求,可靠性大,能提供比较稳定的来华留学生源。 

(2)开展多层次海外办学,拓展国际合作院校,建立双向、多国交流的

国际合作项目,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学校来华留学国家化水平,

建立中加合作办学项目,“H.C.学院+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温尼伯格大

学”,3+1,、2+2项目,中泰合作办学项目,H.C.学院3+1、2+2项目。来校学

习的优秀留学生,获得到加拿大合作高校或者东盟国家高校的学习机会。

“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高校“走出去”开展多层次海外办学提供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利用好我国高等教育的各种资源

和渠道,加大境外办学力度,在沿线国家共建大学或开办分校,同国外学府

合作授予双重学位,传播中国文化,扩大中国高校的影响力。目前,哈萨克

斯坦、巴基斯坦、约旦、埃及等十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向中国发

出了赴境外办学的邀请。其中约旦和埃及等国家希望中国的应用技术学校

和相关专业赴当地办学。
［3］

 

5 小结 

在教育全球化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下,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挑战,

更是机遇,桂西北地区地方“运用型”本科来华留学教育大有可为,来华留

学生招生与教育是一项立体多维度工作,涵盖学校专业学科建设质量、高

等教育服务质量、校园设施、文化氛围与人文关怀等。确立“外向型”来

华留学招生教育策略,内修学校专业学科与师资力量、学校教学设施建设,

以国际化包容性的视野、高质量的教育,外修稳定可高的多渠道全方位的

来华留学招生体系,桂西北地方性“应用型”本科可实现来华留学在“质”

和“量”都得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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