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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子

办理签证更便捷且少花费

来自美国驻华大使馆官网的数据显示，在 2014 财政年
度，美国驻中国使团审理了超过31.6万份学生和交流访问者
签证申请，比上一财年增长了 12％。发给中国国民的学生签
证占在中国发放的所有美国签证的16％。发给中国申请人的
学生和交流访问者签证占全世界所有此类签证发放的30％。
数据还显示，中国国民是构成美国的最大外国学生群体。

此外，签证有效期的改变不会影响申请签证的资格等
条件，基本签证审理费仍然维持160美元不变。

就新政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美国驻华大使馆官网发
布的新闻公告称：“到目前为止，许多短暂离开美国到国外
访问的中国学生被要求重新申请签证。在这个新政安排下，
中国学生将可以更容易、更方便地回家，因为在许多情况下，
他们不会被要求在返回美国学习之前必须获得新的签证。”

就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的陈晨 （化名） 告诉记者，新
政实施后，可以省下不少返签产生的相关费用。“而且不用
老惦记这个事，省了续签的麻烦，可以更自由些。对父母
来说，想来看我也更方便了。”

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西本·博卡斯在日前就签证新政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此次放宽签证政策的目的就是
为了更多便捷，更少花费，改变的只有便利性和签证申请成
本。因此，签证申请资格标准、签证费用、停留时间都保持不
变。

签证有效期不等于居留期

在不少留学生为新政点赞的同时，相关留学专家提
醒，本次签证有效期的更改不改变任何签证类型的停留许
可期限。超过停留许可期限滞留美国将违反美国移民法，
并可能失去以后前往美国的资格。

启德教育集团相关专家表示，5年是合法出入期限，并
非合法停留时长。此外，新政实施之前，每一本学生签证
中都明确注明了该签证有效期的截止日期，延长至5年的新
政政策，并不会帮助已经在美国就读的学生直接延长签证
有效期。留学生需要在原来有效的期限内，进行重新申请。

“例如，赴美读高中11年级的学生，I-20有效期通常为
2年，这意味着申请人在美国的合法学生身份就是2年，与
5年的签证有效期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签证的期限，取决于签证的类型。对
于交流类的J1签证来说，主要是根据项目的长度来给予相应
的签证有效期，项目时间多长，签证的有效期就多长。

逾百位洋博导在京选英才

本报电 （党丽军） 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
的博士生教育国际交流会日前在北京开幕。来自澳大
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近10个
国家的近 80 所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博士研究生学
院、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参会，约150位具备招博项目的
海外知名院校的教授、导师和招生官员等聚首北京。
据悉，此次交流会吸引了全国各地 2500多名研究生预
约参会，不少申请者是从天津、湖北等地赶来的。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指出，目前
各国对中国的高端人才思贤若渴，纷纷推出各种举措，
包括奖学金、助学金、签证居留等以吸引中国学生。

据主办单位介绍，博士生教育国际交流会是一个
与海外教授直接见面和交流的高端平台，为中国学生
国内面试、海外读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每
年都吸引来自全国的逾千名学生云集北京，95%以上的
参会学生表示收获颇丰。

为了让中国学生更好地了解参会院校的研究项
目，近30场博士生项目说明会同期举办，介绍各个大
学的研究项目、招生条件等。

最近英国高校的老师在进行全国罢工。这不算新
鲜事，从我到英国以来似乎每一两年就会碰到一次。
近两年因为经济下滑，为了高校教师薪酬平等和退休
金等权益，英国大学和学院联盟 （UCU） 这个工会组
织更是发动了多次维权罢工。抛开具体纠纷不说，参
加了几次罢工之后，我发现即便是在罢工这件事上，
也体现了十足的英国味和西方的“条框思维”。

首先，不是所有高校老师都可以罢工，只有缴纳
了会费成为工会成员的老师才可以罢工。因为罢工是
对雇佣合同中的劳务双方都有损害的，工会会员的罢
工权利受法律保护，会员的经济损失也会有相应的赔
偿，而那些没有加入工会的老师，若自愿参加罢工，
其经济和合同风险是要自己承担的。刚到英国时，我
曾很惊讶于每次罢工，有些老师 （工会成员）“撂挑
子”以示抗议，而有些老师 （非工会成员） 则须照常
工作。

其次，罢工在英国高校界可谓是“形式灵活多
样”。工会会按照不同的目的和事态的严重性来组织不
同形式的罢工：全天罢课或连续罢课并不常见，因为
老师会考虑到在争取自己权益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学
生学业的影响，所以去年几次罢工都是采取全国罢课
一小时的形式。这其中的逻辑是：老师在和学校抗
议，但师生关系融洽。

而这次的罢工，工会采取的则是“罢判作业”，即
全体工会人员拒绝提供任何评估学生学业的活动，比
如拒绝批改作业、审核成绩、出期末试卷，甚至拒绝
参加学位审核会议。但其他一切教学活动，如讲课、
讨论课、个体辅导等全部照常。有些留学生不熟悉英
国的高教文化，听说老师在罢工，便开始琢磨不如自
己也不要写作业了，反正“交了作业老师也不会判”。
这可是大错特错！因为从英国大学的角度看，这完全
是两码事：老师可以因为罢工而无限期延迟判作业，
但学生依旧要按时提交作业，迟交的作业依然是零分。

英国学生也有相应的“条框思维”：他们往往会支
持与理解老师的维权活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捍
卫自己的权益。比如“罢判作业”这个举动也许看似
不大，但在英国高教历史上就是个很有“杀伤力”的
罢工活动。这是因为学生的学业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老师在批改作业中给予的反馈，老师拒绝给反馈，
意味着学生未来的学习成绩也会受连锁影响。而英国
学生的权益意识很强，他们来大学并非仅仅是要一张
证书，更是要获得“物有所值”的学习体验。当我们
向学生公布此次罢工活动之后，我的一位大一的学生
写邮件说，他很支持老师们罢工，但他的作业没有及
时得到批改，他觉得自己向学校交的学费被打了折
扣，所以他决定向校长写信索要“退款”。

事实上，英国全国各地真的有很多学生及学生组
织这么做了，各个高校开始不仅担忧正常教学秩序的
中断，也担忧自己在未来全国毕业生满意度调查中的
排名。别看英国

“一码是一码”的
思维或许有时滑
稽，但也恰恰
是这种刻板促
成了学校、老
师、学生三方
相互清晰的权
益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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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美国国务院、美国教育部和美国
“国际教育学会”共同发布的《2014年国际教育交
流开放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在华盛顿国家
新闻大厦举行发布仪式。报告显示，赴美外国留
学生人数连续 8 年增加，2014 年达到近 90 万人的
历史高点。其中，中国留学生约 27.4 万，在各国
留学生中增长最快，并且以接受本科教育为主。

《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美国各高等
教 育 机 构 学 习 的 留 学 生 人 数 较 2000 年 增 加 了
72%。2013 至 2014 年度，进入美国高等教育机构
的留学生比例增加 8%，达到 88.6 万人的历史高
点。而中国留学生是这一轮增长背后的主要动
力，达到27.4万人。

记者注意到，虽然过去 15年间赴美外国留学
生总数持续增长，但学生的组成比例发生明显变
化。其中，中国大陆留学生占赴美外国留学生总
数的比例从11%增长到31%，增幅最大。

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顾问佩姬·布鲁门索
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赴美中国留学生多年
来持续保持高增长是多重因素推动的。首先，随
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能力将
孩子送往国外接受教育。其次，中国中学教育和
大学教育的普及程度在增加，能出国接受本科或
研究生教育的学生人数在增加。此外，一些中国
家长希望为孩子减少学习压力，因此选择把
孩子送到美国上学。布鲁门索尔表示，美
国高等教育中不少学科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部分成绩优异但无法进入中国最顶
尖高等学府的学生便会选择赴美求学。
不少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今后的职业
生涯将会与美中经贸合作联系在一
起，在美国不仅能学到专业知识，还
能熟悉美国文化，为今后奠定基础。
此外，美国大学本科新生并不急于确
定专业，他们在接触多个学科后再选
择今后主攻的方向，这种教育模式受
到学生欢迎。

中国赴美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去向
十分多元。布鲁门索尔表示，学成回国
的中国留学生不少投身高等教育，将美国
的教育模式和课程引入中国，让没能跨出
国门的中国学生享受美式教育资源。

延伸阅读▶▶▶
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增幅加大

李博雅 陈丽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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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美国签证新政出炉。根据该政
策，符合 F、M 或 J类签证条件的中国学生、
交流访问者及其家属有资格获得有效期长达5
年或其项目长度的多次入境签证。该项新政
引发留学生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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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去年完成学历学位认证逾11万份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
报告 （2013） 日前在京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总计完成各类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
11.3588 万份，较 2012 年同比增长 19.4%。其中，国外
学历认证申请9.9699万份，较2012年同比增长21.7%。

“从国家的分布来看，去年受理的国外学历认证申
请共涉及 84个国家，其中苏里南、牙买加、伊拉克和
喀麦隆这4个国家的学历认证申请是首次受理。”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主任孙建明说。

数据显示，2013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受理完成的
英国认证总数为3.0253万份，约占国外学历认证完成总
量的30%，居各国之首，与2012年相比，增幅高达39%。

“与其他国家相比，留英人员在英国的学习时间较
短，绝大多数为1年。英国学历认证申请中，约84%的
人员在英学习时间为1年以下 （含1年） ” 孙建明说。

此外，2013 年美国认证数量达到 1.428 万份，较
2012 年同比大幅增长 46%，认证申请人数首次超过澳
大利亚，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

美国签证政策变化

赴美留学会受何影响赴美留学会受何影响？？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中国家长爱子心切，望子成龙催生
了中国式陪读。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全
方位的陪读并不仅仅出现在国内。近几
年低龄留学兴起，很多家长跟着孩子
走，抛家舍业到国外陪读。

高中生家长陪读较多

“在孩子出国就读高中的家庭中，
选择出国陪读的家长比较多，特别是年
龄集中于 15-18岁，读私立和公立的走
读学生，陪读的家长占多数。”北京留
学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桑澎认为，近年来
出国陪读家长数量有所增长和低龄化留
学趋势的发展有关。

不过，桑澎同时也指出，中国家长
跨国陪读的现象并不普遍。因为对于中
国每年几十万的出国留学总人数来说，
15-18 岁这个年龄段所占的比重相对较
少。“以去年北京市留学服务机构送出
学生的人数为例，出国就读高中的学生
不足3%。”

此外，这和很多国家关于陪读的政
策规定也有关系，各国陪读政策差异还
是比较大的，有些国家不允许陪读，比
如英国、美国，这也会对父母陪读的决
定造成影响。“从国际上看，中国家
长不属于陪读较多的群体。韩国家长
陪读的情况较多一些。”桑澎介绍说。

对孩子在国外不放心

“隔壁房间的孩子一哭，她一边替
人家爸妈心疼，一边庆幸自己跟着孩子
出国了。”上海一家留学机构的工作人
员小茹 （化名） 讲述了她的朋友彭女士
的跨国陪读经历。

去年，小茹帮助彭女士12岁的女儿
申请了澳大利亚的初中，彭女士决定放
弃事业陪同女儿出国读书。“小女孩确
实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每天早上保姆帮
着穿衣服梳头发，自理能力差了点。”小
茹说。而对于陪同女儿出国读书，彭女士
几乎没有犹豫。“她真的很爱孩子。她当
时说如果是男孩子还放心点，女孩子一
个人在外边总觉得不安全，而且孩子还
这么小，只有她在我眼皮底下才放心。”
小茹转述了彭女士当时的话。女儿也撒
娇，“妈妈去我就去”。这更坚定了彭女士
陪读的想法。

桑澎认为，家长陪伴孩子出国，主观
上可以减轻家长对孩子的担忧，这是跨
国陪读的一个优点。

“几乎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孩子就
是她的中心”。 小茹这么描述彭女士在
澳大利亚的陪读生活。去澳大利亚陪读
之前，彭女士和朋友一起经营一家家居
用品店，虽然不是特别忙，但还是挺充实
的。为了陪读，她放弃了这份事业。“她英
语一般，在澳大利亚也没什么朋友，女儿
去上学她就上网，看哪个朋友在线能和
她聊聊天。我觉得孩子不孤单，她挺孤单
的，同时，她丈夫一个人在国内也挺孤单
的。”小茹以旁观者的角色谈她的感受：

“付出挺多的，尤其是她父母年龄也大
了，她还是独生女，都不能在身边照顾，
希望她女儿以后能理解妈妈为她付出了
很多。”

不利于孩子成长

家长爱子心切，可是往往忽略了出
国是为了让孩子适应国外生活，达到锻
炼孩子的目的。“她就像保姆一样，把
孩子生活上的所有事情都包办了，孩子

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差。”小茹觉得
彭女士的孩子没有和同批出去的小留学
生一样得到锻炼。“跟她差不多同时出
国的有个去美国读书的小孩，暑假回来
时明显感觉孩子长大了。”

和彭女士女儿主动要求家长陪读不
同的是，一些年龄稍大的留学生对家长
陪读更多的感觉是别扭。“我妈有时候
不太能理解国外的生活。”已经学成归
来的丁可 （化名） 对于曾经的“被陪
读”感觉有点无奈。最初去澳大利亚读
大学时，妈妈坚持过去陪读，她还挺乐
意的。当她熟悉了当地生活之后，开始
嫌弃妈妈“管教太多”。“比如，有当地
同学会组织通宵的舞会，妈妈就不让我
去参加，她会觉得晚上不安全。”当
然，面子也是个大问题。“学校的中国
学生中就我妈陪读，太别扭了，同学笑
我离不开妈妈。”由于女儿的抗议，丁
可妈妈陪读了小半年后回国了。

“我认为出国陪读不是一个值得推
荐的做法。”桑澎说，出国
陪读不仅花费不菲，而且易
造成孩子对家长的过度依
赖，无法融入当地环境，客
观上来说影响
孩 子 独 立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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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知道未必保护得了却依然
尽心尽力
构筑这一份温馨

来源：《杭州日报》来源：《杭州日报》 来源：微漫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