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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交换生”，一般指根据相
关国家、地区、学校或研究机构所达
成的协议，经过一定的选拔程序到指
定地点进行交流学习的学生。从交换
的地域来看，既有跨越国境的国际交
换生，也有在同一国家不同学校之间
的国内交换生。

交换与留学有何异同

出国交换是否属于留学？这个问题之所以产
生，原因在于两者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异。

出国交换与留学都是教育国际化的产物，都
有利于增强不同国家的文化沟通和教育交流。国
际交换生和留学生，事实上都在自己国家以外的
地方学习、生活了一定的时间。

“对于留学，我国和其他各国有不同的定义。
按照各国的通常做法，只将在大学里正式注册的
学生算为留学生，其中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
生、博士研究生、访问学者、大学里的预科生和
语言生。”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桑澎说，在
上述各类学生中既有攻读学位的，也有不读学位
的。同时他补充，我国对来华留学生的统计不仅
包括上述所有在校大学生，也包括中小学生。

可以说中外对于留学定义是有所差异的，而
对于“交换生”的解释则相对一致。

“交换生一般是指不同国家的在校生以交换的
形式到对方国家的学校学习，既包括高等学校，

也包括其他学校。”桑澎介绍，几乎所有留学的目的
国都有交换生。且交换渠道多样，包括国际组织的
交换项目及国家间、学校间、地区间的交换项目等。

交换属于留学吗

在我们之前的采访中，有过交换生经历的学
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一。他们的思考，更多
的是根据从自身的交换经历中所获得的感受。

对此，社会各界也各有看法。
如果从二者的定义上来看，关于留学生与交换

生的解释并无冲突，甚至可将交换生看成是留学生
的一部分。“交换生只要在留学生的统计范围之内
都应视为留学生，不论学习时间的长短，也不论就
读什么学历层次。”桑澎表示。但他也提出，在我国
的统计方法中，将在中学就读的交换生也算在留学
生的范畴里，这与国外的统计是不同的。

“我国社会各界习惯于将所有交换生视为留学

生。”桑澎说。
前途出国是新东方集团旗下从事留学服务的

专属机构，对于留学的相关内容也有不少了解。
该机构的留学指导老师对此则提出了不同的看
法：“我们通常所说的留学，是到国外的学校正式
攻读一个学位。而大多数交换课程并不能获得国
外学校的学位，只是有一段在国外的学习经历，
因此更多的只能说是一种体验。”

归国交换生是海归吗

对于“交换是否属于留学”的问题有所争
议，这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交换生归国后能否
被称作海归？

“有在海外学习或工作一年以上经历的，即可
视为海归。”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胡滨介绍，这是
他们协会对于海归的定义，申请入会的会员均要
满足该标准。因此在该协会看来，出国交换时间
在一年以上的交换生，归国之后便属于海归。

国家为了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发展，出台
了一系列针对海归的福利政策。不少企业单位也
在招聘时倾向于寻找海归。而要享受这些福利待
遇，一般需要提交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或 《国
外学历学位认证》 以证明海归身份。因此，归国
交换生是否是海归，有人便根据这些证明来判
定。同时，这也是归国交换生能否享受海归的相
关福利待遇的根据。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交换生归国后不能算是
我们通常所指的海归。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中国认
可的海外高校学位。”新东方前途出国的留学指导
老师说，“当然，他们在国外的学习经历也会帮助
他们扩大国际视野和提高外语能力。但是，同真
正的留学经历还是有差别的。”

“交换生的前提是在校生，所以交换结束之后
理应返回原校继续完成学业，没有什么特殊的待
遇可言。”桑澎表示，“但是我国交换生中的确有
一部分人逾期不归，留在国外继续学习，这些学
生学成回国之后应当按照其最后学历，享受国家
对留学人员的相关待遇。”

（题图来源：南湖晚报）

在8月25日的海外学子版面上，刊登过一篇题为《“短

期交换”让学子多一个选择》的文章，探讨了短期出国交换

的利弊。选择出国交换的学生，实际上也度过了一段“海外

学子”的生活。但随后读者们提出了更细致的一个问题：虽

然也是去了他乡，虽然也是正经上课，但出国交换是否属于

留学？交换生回国，也能享受海归的优惠政策吗？

前一阵我因为参加瑞典政府举办的一个发
展学研究会议而来到斯德歌尔摩。这届研究会
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超越以往欧美社会对非洲
等地区“想当然”式的援助：即天然认为帮助
当地“发展”，就是让当地向欧美模式学习，所
谓的“现代化”即欧美化。这种单一的发展观
早就受到很多批评，很多地方也收效甚微，但
很多来自非洲的案例引发的一个思考是，其实
要跨越西方的“大家长作风”不仅需要欧美机
构的反思，也需要发展中地区本身的自省。因
为有的时候恰恰是欠发达地区对于“什么是发
展”的狭窄看法助长了“大一统”的全球化。
虽然会议主要针对非洲经验，但我觉得对中国
很多地区或许也有启发。

我来瑞典参会发言还有一个私心，就是顺
道可以参观一下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故居。在
我看来，斯特林堡堪称是个天才：他是瑞典最
著名的作家和戏剧家之一，还是位很了不起的
画家。除此之外他在音乐、摄影和艺术评论等
方面都很有造诣。但同很多天才一样，斯特林
堡也是个谜，他对社会阶级认同敏感又清高。
来瑞典前翻查斯特林堡的文献时，我无意中了
解到他和画家高更之间的一段书信争执。我觉得
这场争论倒是暗合了发展学会议上的很多观点。

这场争论的起因是在 19世纪末期，斯特林
堡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思
维上的守旧，而特意搬去巴黎这个工业化的前
沿大都市。1895 年的时候，画家高更邀请斯特
林堡为他在塔希提岛画的油画展写序。和斯特
林堡恰好相反，高更是个地道的巴黎人，人到
中年后厌倦了现代化的光怪陆离，而干脆搬到
了偏僻的南太平洋热带岛屿塔希提岛，并对那
里原生态的风土民情进行艺术创作。

对于高更的邀请，斯特林堡写信坚决地回
绝了，说他既看不懂也不喜欢高更那些“俗
艳”的油画。但后来高更还是用了斯特林堡这
封信和自己的回信一起作为油画展的序言。更有趣的是，别看斯特林堡
通篇都在批评和拒斥高更对“粗鄙”生活的描绘，但写到末尾，似乎有
点理解高更的追求了——那个所谓更高级的、“现代的”文明，到底是为
了打造一种更为超脱的人性，还是为了开启更为尊重个体本真的生活？

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斯特林堡的困惑似乎依然是个没有定论的
问题。虽然这位因嫌弃斯堪的纳维亚的落后而特意搬来巴黎、希望受到

“现代化”启迪的斯特林堡大概永远会对“返璞归真”持戒备的态度，但
至少在对高更作品批评的过程中，他忽然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只具唯一正
确答案的问题了。

不论是高更表面崇尚的所谓的粗俗，还是斯特林堡所探寻的所谓的
高尚，其实都是为了能够成为一个更“现
代”的人。斯特林堡摒旧立新的发展观未
必有错，但高更鲜活的画面也未尝不是对
现代发展逐末忘本的提醒。高更在回信里
鼓励斯特林堡继续就这个问题挖掘下去，
或许有一天就能理解高更的用心。不过高
更应该想到的是，在获得对其自身发展的
底气之前，斯特林堡或许是不敢直面塔希
提岛的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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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在留学期间打工，已经
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他们往往
会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一方面
可以补贴生活费，另一方面又可
以体验生活，感受世间冷暖。

打工是件寻常事儿

孙林同目前在韩国外国语大
学留学。他曾在微信朋友圈就留
学生打工这一现象发表了如下看
法：酒吧、烤肉店、便利店、各
种化妆品店都有我们的身影，街
边发传单、宾馆换床单、暑期拔
萝卜、上树摘松子、半夜扛大
包，这些工作我们都经历过，出
国留学不是来玩儿的。

孙林同某种程度上说出了留
学生的心声。海外留学的高昂费

用，让不少普通工薪阶层的留学家庭
承担着不小的经济压力。

因此，留学生在学习之余打工兼职
赚些钱，成为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或者充
实自我的重要途径。

不同的国家，对于留学生打工有
着不同的政策规定。比如在美国留学
的同学，由于拿的是学生签证，没有
机会去社会上打工，只能在校园里做
做兼职。比如澳大利亚，对于学生的
打工时间有一定的限制，打工的工种
也有严格的规定，酒吧、夜店等工作
是严厉禁止的。此外，有些国家例如
韩国，如果学生想要打工，需要向学
校申请办理打工证。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留学生打工
兼职，已经成为一件十分寻常的事情。

孙林同认为，通过合法打工，留
学生基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解决生
活费，而不用再向家人伸手要钱。王
佳颖目前在韩国汉阳大学留学。她也
观察到周围很多同学都在打工。她十

分羡慕这些同学可以自食其力，
自己也受到激励而开始打工。

顾芳 （化名） 目前就读于日
本金泽大学。她发现，打工的现
象在自己身边的留学生群体中十
分普遍。郭小航目前在澳大利亚
留学。他表示，尽管澳大利亚规
定留学生每周打工不得超过 20 小
时，但是至少有 1/4 的留学生在打
工。

留学路上的艰辛写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打工是海外
学子留学的艰辛写照。

孙林同曾在物流公司当过搬运
工。从下午 4 时开始搬运，运气好的
时候，下班时可以赶上末班车；运气不
好的话，凌晨下班后只能走着回去，回
到家后直接累倒在床上。

顾芳曾在药妆店做翻译，接待前
来日本旅游的游客，经常会遇到脾气
不好的顾客。而身为打工者，有时也
难免与老板发生各种摩擦和争执。在
居酒屋打工的日子里，顾芳就曾与老
板发生矛盾。有一天老板让她换碟
子，在日语里，“碟子”与“烟灰
缸”相似，顾芳以为是去换烟灰缸，
最后等她换完了烟灰缸，老板却急了
眼：“不是让你去换碟子吗？”此外，
居酒屋的老板有两家店面，一家店的
店长说人手不够了，于是老板便让顾
芳在两家店都工作，但是工资却依旧。

因为迫切想要寻找到打工的机
会，不少留学生还受过中介的欺骗。由
于初到国外，人生地不熟，留学生常常
依靠中介机构去寻找打工机会。孙林
同曾经被中介介绍到一家养鸡厂去挖
鸡内脏。在那里，他们需要“全副武装”
起来，在夏天酷热的天气下，不到两小
时就差点中暑了。他从下午4时一直

做到第二天凌晨 5 时，而等到凌晨 5
时准备结算工资的时候，养鸡厂的老
板却依旧拖着不给工资。

别忘了学习

留学生的主要任务依旧是学习。因
此，打工的同时，还需要兼顾到学习。这
考验着学子合理安排时间的能力。打工
的时间根据工作的内容不同会有所不
同，有的工作需要半夜起来干活，有的
则仅仅需要在双休日来店里帮忙。

顾芳曾经一连 7 天都在打工，导
致自己十分疲惫。孙林同在大一的时
候，曾夜里打工白天上课，以至于课堂
成了他睡觉的场所，导致课程内容不
得不自学。这样的恶性循环让孙林同
意识到合理安排时间的重要性。在不
断的实践摸索下，他找到了打工与学
习的平衡点：“周末没有课的时候打
工，平日里认真学习。感觉有余力、有
时间可以多打一天工，但绝不贪多。”

而王佳颖一般是这样安排自己的
时间：“我会选择在双休日的时候打
工。一般周末期间的工作比较受欢
迎，因为在周末打工不会占用上课时
间。或者我会把自己的课集中安排到
一起，这样我就可以留出一段完整的
时间来打工了。”

尽管打工路上有着各种艰辛，但
孙林同认为：“打工是一种宝贵的经
历，是独立自主与生存技能的证明。
它可以告诉我们钱财来之不易，让我
们懂得珍惜。”

吃饭馆？太贵！

与留学生交流时，大家一提到生活费花销，首先都
会提到“吃饭”这一项。

人是铁饭是钢，吃得好是保证一天精力充沛的基
础。唐山现在德国读书。他说：“在外面吃中餐，一顿
饭人均大约要16、17欧元。如果是自己做饭，一天的花
销则一般是 5欧元上下吧，而且能吃得很好。”在德国，
牛羊肉、培根之类的肉类食品相比国内较为便宜。如果
自己做饭能够省出一大笔钱。

“有时候大家出于省钱、减肥的考虑，一天就吃两顿
饭。在德国，早餐都是比较便宜的，所以早饭的时候就多
吃点。到了中午的时候不太饿，午饭这顿就能省了。再加
一顿晚饭，一天的食物摄入量差不多足够了。”唐山笑着
说，“但这种方式还是女生比较多。女生胃小，吃得也少。
像我们男生，一天两顿可能就顶不住。”

“我有时间会自己做饭。但是中午的时候，因为时

间很紧张，就会在学校附近吃点美式中餐，但特别难
吃。” 乔钰婷目前就读于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她
说：“晚饭一般是自己在家煮面条，这样比较快。”她表
示，大一的时候基本都是自己做饭，但现在课业越来越
忙，做饭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租房是笔大开销

在计算自己的月开销时，乔钰婷这样说：“我每个
月有600美元的生活费，房租就要花掉300美元。”

对于乔钰婷来说，租房方面的开销占到她生活费总
额的近一半，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支出。“我现在和三
个人合租一套房子。其中两个是越南人。”乔钰婷说，

“但因为大家不同专业，平时上课时间也不同，所以我
们之间的关系仅仅只是普通朋友，平时交流也比较少。”

唐山说：“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合租了一套房子，位
置就相当于北京五环左右。房租一个月 260欧元，算是
比较便宜的了。”据唐山介绍，他和他的舍友之前互相
都不认识，也是到了德国后才了解、熟悉起来。“因为
我们几个之前都住过学校宿舍，大家都比较谦让，也相
处得比较和气。大家都有过群体生活的经历，也就比较
知道怎么在一个屋檐下相处。”唐山说，“比如周六、周

日大家也会一起做饭、一起吃。”
黄冠宇目前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读经济专业。他

说：“我现在是一个人住单身公寓。因为出于卫生和隐私
的考虑，感觉还是一个人住比较舒服。”他也表示，租房这
部分的花费其实挺大的，大概占生活费的1/4。

自食其力 丰衣足食

有些国家对于留学生打工的要求非常严格。
“在加拿大，留学生打工是合法的。”黄冠宇说道。
“现在属于假期，所以我会打些零工，给自己赚点零

用钱。”黄冠宇说道。他现在每周会抽出1至2天的时间送
外卖，大概能赚400-600美元左右。“其实我是试验了很
多次才选择在星期五、星期六下午送外卖，因为那会儿是
小费给得最多的时候。”黄冠宇笑着说道，“我之前也做过
很多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如在餐馆里打工。虽然赚得不
多，但是起码自己多了些零用钱，有能力买些自己喜欢的
东西。”

而在美国，留学生校内打工是合法的。但如果想在校
外打工，一定要获得专业实习（OPT）的申请才可以。

“我现在在校内打工，零用钱基本能够自给自足。”
乔钰婷说。比如她打工的一项内容是在学校联赛上做篮
球裁判，时薪10美元。同时她也会给教授打工，一学期
500美元。

“其实在学习之余，做这些兼职是很累的，也很花
时间、精力。” 乔钰婷说。

因为篮球裁判这份兼职一般都是晚上做，所以一整
个学期晚上的时间基本都被占用，没有时间学习，只能
熬夜看书。乔钰婷说：“上个学期我一整个学期都在熬
夜，真的很伤身体，再也不敢了。”因为学业比较繁
重，乔钰婷下个学期准备辞掉篮球裁判这份工作，只保
留给教授做事这份工作。“给教授打工这份工作还是很
有竞争力的，一般3000人竞争，挑选30个人。”乔钰婷
说道。

留学生在海外，有时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随性、
安逸，他们也会为了省钱自己做饭、为了房租更便宜而
选择离学校并不那么近的地点，为了给父母减少压力自
己打工赚钱。与此同时，学子更要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不
断努力前进，让在海外辛苦奋斗的日日夜夜有所回报。

（图片来源：东南快报）

留学时，学费是硬性花销；生活费则是“软”性花销。
为啥？因为它没谱！

学子在海外

生活费怎么花？
杨心怡

打打工工，，

既是体验既是体验

更是生活更是生活
周继凤周继凤

出国交出国交换换，， 算是留学吗算是留学吗？？
洪娇虹洪娇虹

交换生在交换期间的学习生活其实与
留学生相比并无太大差异。张龙飞是厦门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他于大三期间
到韩国中央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交换。
虽作为交换生，但他积极融入当地的学习
与生活环境中，并与当地的学生打成一
片。他们常常在校一同上课，外出一起玩
耍。图为张龙飞 （左） 与韩国学生和中国
留学生外出聚餐后的合影。 张龙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