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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虽然发展速度快，但其市场优势还远不如发达的教育强国。本文基于波特钻石理

论模型，利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对我国及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和比较

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组织效率、相关及支持产业和政策制度五方面为基准选取

指标，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探究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经

费投入、科研能力、交通便利程度、师资条件及留学资助水平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起着重要

作用。最后，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增强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供一定的现实

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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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trade is developing rapidly, its market advantage is still 
far from that of developed education powerhouses. Based on Porter’s diamond theory model, this 
paper uses the trad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dex to measure and comparatively analyze the in-
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trade in China and major developed coun-
tries. On this basis, indicators are selected from five benchmarks: production factors, demand fac-
tors,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 and policy system, and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trade are explored 
through the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study finds that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re-
search capability, accessibility, faculty conditions and study abroad fund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trade in China. Finally, the corresponding coun-
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practical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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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速，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服务贸易总额

中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加大。自从 2001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教育服务领域做了较大范围开放的

承诺。根据教育部官网相关报告可知，在“十三五”时期，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

即高等教育服务进口大国。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虽然发展速度快，但市场优势还远不如发达的教育强

国。因此，我们可以从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入手，提高我国高等教

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弘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抢占教育国际市场的贸易份额，由此进

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各国中的综合实力地位。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就有不少相关研究。其中，高等教育服务

贸易是指国与国(地区)之间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而开展的有关髙等教育服务的输入和输出，属于服务贸易的

范畴，有别于货物贸易[1]。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的是在国际市场上，一国的高等教育产业

服务贸易能够保持贸易顺差或者平衡的能力。在研究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方面，Naidoo
和 Guruz 提出影响留学生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分为东道国和生源国两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

东道国方面，主要包括在其经济发展水平、留学生的消费支出水平等[2] [3]；Findlay 和 Weisser 根据政府

对本国教育重视程度以及 GDP 中高等教育投入占比作为衡量指标，提出政府对教育投入和该国教育规模

水平成正比，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高，该国的教育水平和规模就相对更好，进而就能吸引更多的留

学生到该国来留学[4] [5]。而国内学者卢永红等从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两方面对现今我国教育服务贸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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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探讨，建议从三个方面来提升我国教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即充分发挥我国教育产业成本优势以

及比较优势，增强我国教育服务产业的竞争力，打造属于我国的品牌优势[6]。基于上述背景和研究现状，

本文将以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衡量指标，分析我国及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

力的现状比较，并基于波特钻石理论模型，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探究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

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由此就提升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2.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是指国与国(地区)之间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而开展的有关髙等教育服务的输入和

输出，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有别于货物贸易[7]。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有关规定，髙等

教育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四种形式。例如出国留学，

接受外国的高等教育服务，属于境外消费。以我国为例，我国留学生出国接受教育是高等教育服务贸

易的进口，与之相反，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对于我国而言则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而高等教育

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的就是在国际市场上，一国的高等教育产业服务贸易能够保持贸易顺差或者平

衡的能力[8]。 

2.2. 理论基础 

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了用来解释某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

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即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一国的国内经济状况对企业开发自身竞争能力有很

大的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有六项：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企业战略和组织

结构、机遇和政府。 
本文探讨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指一国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方面的竞争力，属

于产业竞争力的层次。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分析的基本对象是“产业”，高等教育由于其社会性、非

营利性等特殊性质，产业性质并不明显。但随着全球经济向知识化发展，《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教育纳

入“服务贸易”范畴，并明确规定其运行方式，教育服务贸易产业也正在快速发展，因此该理论也适用

于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等教育产业和机构。用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教育产业的竞争力，突破了仅从

“教育”本身分析学校竞争力的局限，更适合教育服务贸易产业的竞争局面和发展局势，它将研究不仅

局限于教育机构内部因素，也更关注教育机构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如需求、相关支持产业等，为我

们分析教育服务贸易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因此，竞争优势理论对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

易的国际竞争力是适用的。 

3.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的国际比较分析 

加入 WTO 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开放程度逐步扩大，国家放宽了留学教育政策，来华留学

的人数大幅增加，中外合作办学数量也急剧增加。国际竞争力一般通过该产业的进出口情况来反映。我

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判断标准可以通过将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与世界其他国家

作相关比较，运用竞争力指标来进行分析。常用的统计指标有国际市场占有率、出口贡献率、贸易竞争

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劳动生产效率等。 
本文将选取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测度指标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采用贸

易竞争力指数(TC 指数)分析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是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

分析的一种有力工具，因此，该指数又称为贸易专业化系数。它是指一国某类产品的出口与进口的差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12895


蒋梦诗 
 

 

DOI: 10.12677/aam.2022.1112895 8466 应用数学进展 
 

额与该类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一般用来反映一国某类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状况[9]。具体测算

公式如下所示。 

ie ie
ie

ie ie

X M
TC

X M
−

=
+

                               (公式 1) 

公式中 TCie 为在特定时间单位内，i 国高等教育服务的贸易竞争力指数，Ｍie、Ｘie 分别代表在特定时间

单位内，i 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进口以及出口额。这个指标可以反映出该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产业相

对世界市场上其他国家供应的教育产业来说是否具有竞争优势。TCie指数取值范围为[−1, 1]，当其值接近

于 0 时，说明比较优势接近平均水平；当 TCie大于 0 时，说明比较优势大，且越接近 1 越大，竞争力也

越强；反之，则说明比较优势小，竞争力也小。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全面考虑了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在

国际市场竞争中，能够对一个国家的某产业是否具备竞争优势作出比较完整的反应。 
由于计算该指标时需要同进出口差额的相对数相结合，使得无论绝对进出口额是多少，该指标数值

总介于[−1, 1]之间。因此，该指标有以下优点：一是剔除了通货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二是

排除了因国家规模、产业发展程度不同等原因导致数据的不可比性。在这种情况下，TC 指数相对于其他

指标而言，能更准确地反映一国某产业或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结合上述分析，笔者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中获取 2004~2018 年关于

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等原始数据进行换算，由于教育服务国际贸易以高等教育产业为主，因此该数据

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可信度，同时兼顾到所选国家的相关数据可获取性和权威性，笔者以我国、加拿大、

德国和日本为代表进行比较分析。从图 1 可知，在 2004~2018 年间，德国 TC 值基本为正数，且大体上

呈现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优势较强的态势，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属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

国；加拿大在 2004~2011 年的 TC 值均小于 0，但一直趋于稳中有涨的发展方向，除了在 2013 年和 2017
年稍有回落，总体而言加拿大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具有逐步提升的态势；而处于东亚地

区的我国和日本的 TC 值基本为负数，其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轨迹大体一致，属于高等教育服务贸

易的进口国。我国在 2010 年开始推行《留学我国计划》，以推进来华留学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在 2011~2014 年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虽明显增强，但整体发展后劲

不足，仍需向其他教育服务贸易进口大国学习经验，以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为发

展方针，打造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品牌。 
 

 
Figure 1. Comparison of TC indices of trade in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s among China and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2004~2018 
图 1. 2004~2018 年我国及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TC 指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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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研究方法 

为深入分析教育发展中各个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

析法，对各项指标的影响进行测算。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数学中的一个方法，其基本思想是通过确定参

考数据列和若干个比较数据列的几何形状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对样本量的多少和样本有无

规律都没有特殊要求。因此，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亦称作“灰

色关联度”，研究事物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复杂因素的影响作用，找出影响目标值的重要因素，使各

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清晰化。 

4.2.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结合前文所提及的以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作为衡量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指标，笔者在

此直接选取 TC 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 TC 为符号代表。以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为数据来源，从中获取 2004~2018 年关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作为原始数据进行换算，

从而保证研究数据的真实有效性。 
基于波特钻石模型以及我国教育产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以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组织效率、相关产

业及支持产业和制度政策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得出以下解释变量作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

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研究： 
1) 生产要素 
高等教育服务的生产要素主要是指教育经费、社会声誉、师资条件、设备资料、科研能力、专业学

科、课程体系和校园文化等因素。其中教育经费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及社会力量与个人直接用于教育的费

用，是发展教育事业和提高质量的重要物质保证。因此，本文选用高等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作为衡量

生产要素的指标之一；以研发经费占 GDP 比例和高等学校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作为科研能力的衡量指标，

其中研发经费以高等学校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值为衡量标准；以普通高等院校和研究生培养机构的

数量作为教育供给能力的衡量指标；普通高校生师比反映了教育服务贸易中人力资源的投入，在一定程

度上间接体现了高等教育质量。 
2) 需求要素 
教育被认为是促进就业、提升全民整体素质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教育需求越来越高，而人们对教

育投入的增加更是反映了教育需求的扩大。考虑到数据量化的问题，本文选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城镇

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教育支出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衡量标准之一。 
3) 组织效率 
学校管理效率是保持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之一。学校管理目标是为人才营造更好的发展

环境，通过一定机构和制度，引导师生员工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有效实现学校工作的目标。因此，教职

工比例可以作为反映学校的组织效率的一个指标。当教职工比例适当，学校就能更充分利用资源以平衡

教育目标和教育成本，提高其竞争力。结合本文研究主题和对象，在此选用高校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总量

的比例作为衡量标准之一。 
4) 相关产业及支持产业 
由于高等教育服务行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与其相关的产业涉及范围广，因此将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与其他产业相结合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促进作用，在相辅相成中有利于提升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在此本文以交通便利程度和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作为二级衡量指标，分别选用铁路营业里程和

互联网上网人数来进行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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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度政策 
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政府政策等会对教育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

为准公共产品，其发展离不开财政的支持，一般选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量的比例来衡量

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政府对留学生的资助政策对留学目的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在此选用我国政

府所资助的留学生占来华留学生总数比例作为衡量标准之一。 
根据以上指标选择，笔者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教育部统计数据官网、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我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获取 2004~2018 年相

关数据，并进行了相应的转换计算，各级指标经整理后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trade in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s 
表 1. 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符号 

生产要素 

教育经费 高等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 X1 

科研能力 
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例(%) X2 

高等学校发表科技论文数量(篇) X3 

教育供给能力 
普通高等院校数量(所) X4 

研究生培养机构数量(所) X5 

教育质量 普通高校生师比(%) X6 

需求要素 
入学率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X7 

家庭教育支出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教育支出(元) X8 

组织效率 教职工比例 高校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总量的比例(%) X9 

相关及支持产业 
交通便利程度 铁路营业里程(万公里) X10 

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互联网上网人数(万人) X11 

制度政策 
留学生奖励政策 我国政府所资助的留学生占来华留学生总数比例(%) X12 

国家财政投入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量的比例(%) X13 

4.3. 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教育发展中各个方面对我国教育服务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本文通过 Matlab 软

件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操作，对各指标的影响程度进行测算。 
第一步，结合上文和评价目的分析，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即比较数列为 13 个影响因素指标，参考数列

为上文所测算的 2004~2018 年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TC 指数。 
第二步，对指标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保证变量数据的可比性和有效性。 
第三步，统计比较数列和参考数列的关联系数： 

( ) ( )( ) ( )0 , i
i

m Mr x k x k
k M
ρ
ρ

+
=
∆ +

                           (公式 2) 

其中， ( ) ( )( )0 , ir x k x k 为关联系数； ( )i k∆ 为评价指标体系与参考数据列之差的绝对值；m 为 ( )i k∆ 中的

最小值，M 为 ( )i k∆ 中的最大值。 ρ 为分辨系数，取值范围为(0, 1)， ρ 越小，关联系数间的差异越大，

区分能力越强，通常 ρ 取值 0.5。 
第四步，计算关联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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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0
1

1,
n

i i
k

r X X r k
n =

= ∑                                (公式 3) 

其中， ( )0 , ir X X 为关联度，n 为个数据列中数据的个数， ( )0ir k 为关联系数，即关联度等于关联系数的

算术平均数。 
第五步，依据排列各因素的关联序，得出其影响效果的综合评价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分析得出下表，观察可知以 TC 指标衡量的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与各

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序为 X1 > X2 > X10 > X3 > X5 > X9 > X4 > X13 > X12 > X7 > X6 > X11，具体关联度及影响效

果排序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and the TC index of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trade in China and the 
ranking of the influence effect 
表 2. 各影响因素与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TC 指数的关联度及影响效果排序 

变量符号 影响因素 关联度 排名 

X1 高等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 0.7269 1 

X2 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例(%) 0.7249 2 

X3 高等学校发表科技论文数量(篇) 0.7242 4 

X4 普通高等院校数量(所) 0.7129 7 

X5 研究生培养机构数量(所) 0.7196 5 

X6 普通高校生师比(教师人数=1)(%) 0.6601 11 

X7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0.667 10 

X8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教育支出(元) 0.659 12 

X9 高校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总量的比例(%) 0.716 6 

X10 铁路营业里程(万公里) 0.7248 3 

X11 互联网上网人数(万人) 0.5958 13 

X12 我国政府所资助的留学生占来华留学生总数比例(%) 0.6862 9 

X13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 0.7121 8 

 
通过以上影响效果排序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据

其与 TC 指数关联度的大小，可以将其归为三类。关联度大于或等于 0.72 的为高影响型因素，即对我国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十分显著的因素；0.72 至 0.68 之间的为中影响型因素，即影响相对显

著的因素；小于 0.68 为低影响型因素，即影响相对较小的因素。根据此标准，各影响因素可以归类如下

表 3 所示。 
 
Table 3. Type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trade in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s 
表 3. 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类型 

类型 影响因素 关联度 

高影响型因素 

高等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 0.7269 

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例(%) 0.7249 

铁路营业里程(万公里) 0.7248 

高等学校发表科技论文数量(篇) 0.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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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中影响型因素 

研究生培养机构数量(所) 0.7196 

高校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总量的比例(%) 0.716 

普通高等院校数量(所) 0.7129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 0.7121 

我国政府所资助的留学生占来华留学生总数比例(%) 0.6862 

低影响型因素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0.667 

普通高校生师比(教师人数 = 1) (%) 0.6601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教育支出(元) 0.659 

互联网上网人数(万人) 0.5958 

4.4. 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测算分析可知，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高等教

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例、铁路营业里程以及高等学校发表科技论文数量。这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科研能力及交通便利程度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起着重

要作用。但我国跟主要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达国家相比，在高等教育经费和研发经费投入方面依然有

待提升。从 OECD 数据库可得，德国近年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占教育经费总投入基本达 80%以上，加拿大

近年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占比也在 50%左右，但我国直至 2019 年高等教育投入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才

达到 26.8%的水平。因此，我国需紧抓关键要素，加大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优化教育经费投入结构，

以进一步提高本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研究生培养机构数量、高校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总量的比例、普通高等院校数量、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以及我国政府所资助的留学生占来华留学生总数比例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

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为中度类型，影响效果较为显著。其中，对于研究生培养机构数量的教育供给能力影

响相对更为显著，而对于留学生资助的政策影响相对较弱。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政府对来华留学生的

资助规模和奖学金制度还不完善。根据我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政府给予留学生的资助比

例仅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10.21%。政策和制度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留学生的进入。我国对于留

学生的其他相关政策也还有待进一步改善。我国现行法律对外国留学生打工的限制是比较严格的，只允

许留学生从事与其知识特长或所学专业相关的科研、文化等服务活动。另外，留学环境中的其他问题，

如医疗保险问题、人身与交通安全问题等，也都是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中亟须解决的[10]。而一些发达

国家的奖学金等留学制度则较为完善，其中部分经验也非常值得我国借鉴学习，并根据自身国情进行相

应的调适，以更好地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国际品牌。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普通高校生师比、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教育支出以及互联网上网人数等相

对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其中，以互联网上网人数为衡量指标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效果最为薄弱。目前全球各国的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其应用普及率也均为相对较高，

由此可见，该因素在各国之间的差异程度不大，也间接导致在相关及支持产业中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对于提

升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不明显，正如测算结果的综合评价关联度排序所示。 

5. 关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力的对策建议 

5.1. 加大高等教育经费和研发经费投入 

我国目前整体的高等教育水平与其他教育强国相比，依然需要进一步的经费投入以提升高等教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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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增加科研奖学金吸引国外学子来华留学，比如外国留学生可以凭借

“研究助理”身份获得大学全额奖学金；增加科技人才的薪资水平，吸引更多的国内外高层次高水平人

才进入我国高校求学和工作，保证教学和科研能人两者兼备，为我国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和教育质量提供

智力支持。 

5.2. 完善关于留学生的资助政策和管理制度 

由于我国对于目前管理留学生的制度政策中仍有不少待完善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外学子

来华留学的欲望，从而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高。因此，一方面需要完

善教育机构的组织工作，包括招生、学前培训以及日常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将留学生教育系统化，使学

生能尽快融入我国高校中；另一方面要完善来华留学生的奖学金和兼职工作相关制度政策，完善留学生

的相关保险政策，为留学生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保障，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教育规模和水平相适应的来

华留学工作与服务体系。 

5.3. 建立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 

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要，我国亟须以构建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构建为着力点，合理有

效地配置高等教育资源。首先，根据办学目标和发展方向，建立精简高效的组织机构，减少冗员，优

化人员结构，如提高高校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总量的比例等；其次，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进行全员

考核，逐步完善竞争机制，充分调动高校教职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最后，鼓励我国高校多样化

发展，以适应国内外学子的不同需求。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不仅有利于培育不同类型、多层次的海

内外人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同质化问题和就业问题，由此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外学子来华

留学。 

5.4. 充分发挥具有我国特色的留学专业优势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文渐渐发展成为来华留学生学习的热点与潮流。借此机遇，因此，我

国应加大具有我国特色的本土专业的宣传力度，重点支持具有我国特色和国际比较优势的学位课程，如

汉语言文学、中医药学、国画艺术学等相关专业，细化生源市场，找准国际市场定位。由此进一步响应

和落实《留学我国计划》的发展目标，形成来华留学教育特色鲜明的大学群和高水平学科群，打造我国

教育的国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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