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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
稳中有升，更趋理性

一股留学的“理性风”在一线城
市吹起。从数据上看，在经历 2013
年留学增长率的最低点之后，经过近
20 年的持续发展，一直是留学窗口
的一线城市留学人数增速持续放缓。

启德教育集团留学事业部助理总
经理金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近几
年的留学热相较之前明显的趋于理
性，原因主要在于留学信息比从前更
丰富、更透明，出国人群也在发生质
的改变。在一线大城市的留学生中，
这两点都更为明显。

“就获取信息本身来说，一线城
市不仅渠道更多，而且能够得到的反
馈更多。”金冉分析称，这有助于学
生和家长理性地看待出国。

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桑澎
则从留学服务机构的角度解释说，各
地留学服务的水平也不大一样。以北
京为例，留学权威机构多半都在这
里，处理起留学事务整体上都更方
便。

出国人群方面，随着本科阶段留
学人数的增加，出国读高中的人数也
不断增加，出国留学的年龄层次逐渐
向中学生发展，呈现出低龄化趋势。
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今年发布的报
告显示，选择初高中阶段出国的人约
占总人数的 14.12%，与 2005 年相比
增长率达到了将近365%。

桑澎认为，作为家长主导型留学
的新形态，低龄留学也是一种新时代
留学理性选择的表现。从年龄上看，
如今留学生的家长以“65 后”甚至

“70 后”为主，大都呈现出“三高”
特点，即高学历、高职位、高薪水。

启德教育集团《中国低龄留学生
研究报告》 调查问卷则显示，这些

“三高”父母大都居住在一线大城
市，并且至少一方有过留学海外的经
历。金冉认为，受城市开放程度的影
响，一线城市的家长往往更加开明，
比较放心在较早阶段让孩子出国，帮
助孩子获得更充足的时间解决语言沟
通和融入当地文化的问题。

据调查，在对出国留学最关注的
事项选择中，整体留学费用最受家长
关注。桑澎总结称，经济基础决定了
留学选择，年收入在 15 万元以下的
家庭，会在选择时格外考虑留学成本
和就业的回报率。而来自一线城市家

庭的学生家庭收入本身就不错，因此
留学的目的性、功利性较弱，出国以
开拓视野、培养爱好为主。

二三线城市：
接棒发展，后程发力

“现在一线城市留学市场逐渐饱
和，这样推算，留学热浪确实应该传
导到二三线城市了。”金冉表示。据

《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趋势报告》 显
示，随着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增长放
缓，二三线城市出国留学的比例增幅
却在逐年增长。

“周围的同学很多都在准备出
国，我也想试试。因为如果我直接就
业的话，我的本科学校在一线城市应
聘没有任何优势，直接回家乡又不甘
心，所以就选择了出国，回国后可能
在一线城市就会多一些机会。”在天
津一所大学读大四的杜宇航告诉本
报。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他，已经考过
两次雅思，正在准备申请英国的大
学。

专家分析，近年来，随着大学通
才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二三线城市大
学生们的个人预期和要求变得更高，
出国留学就成了他们一个不错的选
择。

“二三线城市接棒出国留学热
潮，留学热但并不一定盲目。”21世
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采
访时说，尽管出国留学越来越大众
化、普遍化，但是考虑到出国留学
费用对大多数二三线城市的工薪阶
层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此他们对
留学表现得相当理性和谨慎。熊丙
奇认为，这些人留学目的大多是大
学毕业后的继续深造，而且就业多
以回国为主。

伴随着二三线城市申请者的集中
发力，留学中介机构的资源也在逐渐
下放。

“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市场。
现在我们已经在调整布局，把资源从
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逐渐往石家庄这
样的二线城市下移调配。”澳际留学
石家庄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
他们在全国二三线城市已经建立了
29个直属分公司。

甚至，许多世界名校也将目光转
移至二三线城市。每年 10 月是中国
学生集中申报留学院校的月份。以美
国为例，尽管赴美留学人数持续增
多，但随着申请学生的增加，许多美

国名校录取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
城市的学生人数下降，而是把目光投
入到了二三线城市的学生。

“每年在美国名校招生官的桌子
上，总出现来自一线城市同一所学校
甚至同一个班级的学生的时候，考官
会倾向于打破同一性，寻找多样性。
教育资源相对弱些的二三线城市的学
生，也因此让他们眼前一亮。”金冉
认为，美国考官对那些在劣势环境下
凭借信念和努力取得骄人成就的人有
着天然的尊敬。

增速回落后：
留学应当理性看待

尽 管 中 国 出 国 留 学 增 长 率 在
2014 年重回两位数增长，增长率达
到了 11.09%，但相较之前 20%甚至
30%的增速已明显回落。我国开放出
国留学窗口比其他发达国家晚，再加
上中国人口基数大，即使增速回落，
但专家认为，出国留学人数增加的态
势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巨额
增加，不少家庭都富裕起来，他们有
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孩子出国读书，
再加上国内生活就业环境压力都比较
大，出国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熊
丙奇表示，出国留学热潮反映了家长
和孩子的视野更加国际化，但也反映
出大家对于国内教育教学质量和就业
生活环境的担忧。

这时，有些中介机构就会打出
“高考不理想，不如去留学”和“国
外一流名校等着你”等广告语来吸引
家长和孩子，殊不知在海外高校宽松
的入校标准背后，却有着更为严格的
毕业要求。由于对状况不了解，很多
留学生不能如期毕业，而这点也是最
容易被留学中介机构和社会认知屏蔽
的。

“起初只是觉得国外的环境好一
些，那种学习氛围和生活方式可能更
适合我。后来看到国外形形色色的学
校申请要求和毕业标准，就觉得这也
是一种锻炼自己能力的开始。”杜宇
航认为。

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纷纷表示，
留学确实是个因人而异的选择，需要
自己把握方向。从全局来看，留学生
与高考大军相比，确实还是少数。而
无论对学生自身发展还是分流国内高
考后的高校教育压力，出国留学都有
着积极的意义。

一线渐趋稳 二三线发力

留学热分化出新形态
刘少华 史 哲 吴 倩

像电影《中国合
伙人》中演绎的留学
潮一样，自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出国留学
热长盛不衰。教育部
统计数据显示，1978
年至 2014 年，中国出
国留学总人数达到了
351.84 万人，并保持
持 续 增 长 趋 势 。 但
2009年以后中国出国
留学增长率却出现放
缓的趋势。2009年留
学增长率为 27.53%，
2011 年 增 长 率 为
19.32%，2013 年的增
长率仅为3.58%，整体
保持增长放慢的态势。

在 这 种 背 景 之
下，今日留学热潮与
过去相比，涌现出哪
些新形态？

本报记者调查发
现，在中国出国留学
增长率整体放缓的趋
势中，一线城市的增
长 放 缓 表 现 较 为 明
显，而二三线城市却
出现了不缓反热的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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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留学大军，留学新热潮有哪些特点，权威专家帮大家
细数现象分析解读其中缘由。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随着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每年
回国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根据我们的数据统计，1978年至今累计
归国人数达到100多万。我们一直关注海归创新创业问题，因为留学
归来后的中国学生确实在高科技领域或者团队合作项目中能力更
强，这对于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有着主力军的作用。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秘书长赵涓如：新世纪的留学是新留
学，新留学热里有新趋势，呈现出很多新形态，例如留学大众化、
低龄化、目的地选择多元化、专业选择多元化、留学方式多样化、
留学层次多样化等特点。在这些新趋势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学生
和家长的理性改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现在的中国学生已经不是我
们印象中的那样了，现在选择出国的学生大多是“80后”、“90后”，
他们对社会环境、职业选择和学业水平有着自己的规划。在出国留
学之前，如果他们能准备充分，像生活习惯、语言障碍、文化差异
等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样来说，只要学生自己和家长准备好
了，出国留学对于锻炼和提升孩子独立学习生活能力是一件不可多
得的好事。

海外教育联盟：随着留学市场的火热，“中国班”成为新型留学
词汇。所谓“中国班”，就是指一个海外班级里大多数的学生是中国
人。学生到国外读书，但班里的学生大都是中国人，老师来上课就
像个外教一样。这是因为中国留学生在择校的时候大多会扎堆选择
三类：不能克服语言难关的选择语言学校，有着名校情结的一定要
去知名院校，经济条件能力有限的会考虑去大学门槛低、学费较为
便宜而教学质量一般的私立大学。

“留学生是国家的高精尖人
才，不仅为个人简历镀金，其实
也 是 件 利 国 的 好 事 。” 留 英 归
国，现自主创业的“80 后”海归
赵 艳 红 在 接 受 本 报 采 访 时 这 样
说。

海归的光环下，让我们听留学
生自述“留学冷暖”。

去年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的李
治颖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外国高
校学制短，一年或两年毕业很大程
度上节省了青春成本，回国就业时
不仅学历镀金，在同等学历的竞争
者中，年龄又成为了我自己的优
势。”

除此之外，因大环境而逐留学

热的同学也不在少数，刚刚通过校
间合作赴美留学的陈克涵告诉笔
者，“我父母同事的子女很多都有
留学经历，并且反响很好，都认为
出国留学是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我
父母也希望我出去见见世面，学有

所得。”无论从学生个人还是家长
的角度出发，出国留学都是一个能
够在多方面提升学生的绝好机会，
术业专攻、生活自理、开阔眼界、
增加阅历。

而美好的憧憬下，困难依旧存

在。现念大四的学生任豪目前在准
备出国留学相关事宜，谈到申请学
校所需材料及手续时，他表示由于
没有任何经验，无人帮助，全靠互
联网、论坛来自己准备。

除 了 手 续 、 文 件 繁 杂 琐 碎
外，启德教育今年发布的 《2015
中 国 学 生 留 学 意 向 调 查 报 告》
中，在有关留学中最担心的问题
上，57.9%的意向留学生担心自己
的语言及其他考试成绩不理想，
还有 50.4%的学生担心自己的学
习 成 绩 不 够 高 。 因 此 ， 个 人 能
力，自己的软背景条件以及申请
手续，都成为了留学筹备过程中
学生担心的问题。

“现在出去留学，其实跟在国内学习一样，只是孩子自己选择了
一条不同的路。”北京的张女士如是说。

本科毕业后，张女士的儿子小宇 （化名） 便选择去美国攻读法
律硕士学位，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全家人深思熟虑的。从小喜
欢西方文化的小宇一直渴望能体验在国外的生活，张女士则希望孩
子能更加独立，因此最终决定送儿子出国留学。

在张女士看来，出国留学对孩子和家长都是挑战，不顾自身情
况盲目出国的做法很不明智。“现在的孩子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从小
娇生惯养，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学习也挺不容易的。家长不仅要天
天担心孩子能不能适应，每年不少的留学费用也是很大的经济压
力。”张女士说，“留学不是唯一的路，要是家里收入不多或者孩子
根本就不想出国，没必要非得砸锅卖铁送出去。”

“以前总是觉得国外教育方式对孩子成长好，盲目逃避国内的教
育模式，但事实上出国也不是万能的。”张女士在向笔者介绍自己侄
女小凡 （化名） 时说。在河北邯郸读书的小凡高中尚未毕业就被父
母送去了澳大利亚，但由于性格内向、适应能力差、父母选择的专
业自己不喜欢，小凡在国外生活很不开心。

正如张女士所说，“出国留学只是孩子和家长共同选择的一种受
教育方式”，语言水平、适应能力、个人兴趣、家庭经济状况等都需
要慎重考虑。出国留学并非“万金油”，适合自己才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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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国际教育展上，学生在留学展台前咨询。
中新社发 老 罗摄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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