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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stimated influence factors of study result for overseas students. Hierarchical Li-
near Model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overseas students’ study achievements. Interview survey has 
conducted to collect primary data and has estimated the respondents by random coefficient model 
with binomial distribution in 3 typical universities. It indicated that positive motivation would 
promote overseas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 population effect and so-
cioeconomic statu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overseas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s. In conclusion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of overseas students would be accelerating by rasing up of scholarship 
coverage. And Chinese language training for overseas students sh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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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高校的在校外国留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调查，收集一手数据，并利用分层随机系数模型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a
https://doi.org/10.12677/sa.2018.74055
https://doi.org/10.12677/sa.2018.74055
http://www.hanspub.org


张旭吟 
 

 

DOI: 10.12677/sa.2018.74055 477 统计学与应用 
 

分析来华留学生学习成绩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来华留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学生的国别特性、个人社会经济

变量和学习态度有关。因此本文得出两个结论：1) 提高留学生人才培养质量可以通过提高来华留学生资

助力度实现；2) 来华留学生汉语教育水平需要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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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国力的日趋强大，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开始将中国作为留学的首选国

家。根据教育部 2017 年统计，我国已经成为亚洲地区首要留学目的国，境内约有 48 万名外国留学生。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来华留学工作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来华留学工作一直秉承着服务于教育发展

和国家大外交战略。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来华留学的工作重点是为国家在国际上培养知华、友华人士。

但是随着国家教育改革的日益深入和外交政策的战略转变，来华留学工作只满足于过去的内容已跟不上

时代发展。近年来，来华留学已逐渐成为各校促进教育改革，加快教育国际化的抓手。在此变革的阶段，

很多长期以来积攒下来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公众对来华留学生生源和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随着“中

国花大价钱买留学生”等新闻的传播甚嚣尘上，这说明社会普遍对来华留学工作的好奇和不了解。但是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针对来华留学人员准入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准化评价体系，想要比较科学和系统地了

解来华留学人员人才培养质量相对困难。因此针对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但

是目前相关实证研究较少。所以本文将通过对北京市高校的在校外国留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来

华留学生学习成绩影响因素。从而为来华留学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2. 数据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8 年针对北京市外国来华留学生在校学习情况调查。该调查主要通过收集问卷

的形式进行。表 1 对调查样本进行了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样本整体来看，如图 1 所示超过 7 成的受访者是男性，71.26%，而女性受访者只占 28.74%。从年

龄层次来看，多数样本的年龄集中在 25~30 之间，最大年龄为 44 岁，最小为 21 岁，平均年龄 30.69 岁，

年龄中位数和众数分别为 30 岁和 28 岁。从学历层次来看主要以硕士和博士为主，占总体比例的 90.7%，

其中博士生 54.65%，硕士生 36.05%，此外还有 4.65%的本科生，3.49%的交换生和 1.16%的语言生。这

说明本次调查中样本的学生受教育水平总体偏高，近 9 成受访者在中国接受了较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同

时这也解释了样本年龄为何集中在 25~30 之间。如图 2 所示，从生源地来源上看 47.5%的受访者来自亚

洲，40%的受访者来自非洲，8.75%来自欧洲，美洲及其他大洲的占 3.75%。根据表 2，其中受访者主要

来源国前五名分别是：巴基斯坦、几内亚、卢旺达、蒙古和法国，共占总数的 53.75%。此外，约有四成

受访者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受访人群中超过半数的父亲受过高等教育，而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有

32.18%。考虑到受访者多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受访者是来自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的家

庭。虽然国家目前 21.86%的受访者承认在校期间存在打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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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与模型 

分层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HLM)原理是将变量差异分解成情景差异和单位差异

[1]。根据朗文字典对社会做出的定义：社会具有一定法律、组织等使人们能够生活在一起的结构，因此

人是社会整体的一个构成部分。从“社会人”角度分析，人不是孤立的个体，在满足生物属性的基础之

上，人同时还满足社会属性。每个人类个体都具有不同的背景，或属于某个家庭，或属于某个社区，某

个组织，某种阶层。因此人类个体的行为不仅受其本身特性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其所处的环境及背景的

影响。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种属性可以被描述成低级层次个体嵌套于高级层次个体的层级结构属性。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LEVEL-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VARIABLE % VARIABLE % 

性别(男性 = 1) 71.26 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比例  

年龄 最大 = 44 
最小 = 21 父亲 50.00 

学历层次  母亲 32.18 

语言生 1.16 总比例 40.94 

交换生 3.49 成绩  

博士生 54.65 A 等 67.44 

硕士生 36.05 B 等 31.40 

本科生 4.65 C 等 1.16 

生源地分布  住宿情况  

亚洲 47.50 宿舍 88.37 

欧洲 8.75 学校附近 4.65 

非洲 40.00 离学校较远 6.98 

美洲 2.50   

其他 1.25   

 

 
Figure 1. Gender ratio 
图 1. 性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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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stribution areas of student source 
图 2. 生源地洲别分布 

 
Table 2. Country statistics of student sources 
表 2. 生源国别统计 

来源国别统计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孟加拉 1.25% 纳米比亚 1.25% 

英国 2.50% 尼日利亚 3.75% 

厄立特里亚 1.25% 巴基斯坦 32.50% 

法国 5.00% 卢旺达 5.00% 

加纳 3.75% 塞拉利昂 1.25% 

几内亚 6.25% 南苏丹 2.50% 

科特迪瓦 1.25% 瑞士 1.25% 

牙买加 1.25% 坦桑尼亚 2.50% 

肯尼亚 3.75%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50% 

韩国 2.50% 乌干达 1.25% 

利比里亚 2.50% 越南 2.50% 

蒙古 5.00% 津巴布韦 2.50% 

缅甸 1.25% 朝鲜 2.50% 

其它 1.25%   

 
比如：学生成绩水平嵌套于学校，选民的选举偏好嵌套于社区等[2]。本研究只将全部样本分为单位个体

和国家两层。预测变量为是否学习成绩，由于因变量是连续变量，因此本文将采用连续变量模型。 

随机系数回归模型(Random-Coefficients Regression Model) 

随机系数模型其实是由两种模型构成的：随机截距模型和随机斜率模型他们都属于有条件模型。

(Raudenbush, 2007)随机截距模型的原理是：假设下层预测变量的截距会伴随上层特性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对于本研究而言就是加入地区特征变量以及残差并且假定残差的产生是随机的。同时每个区域回归的斜

率是固定的[3]。其形式如下： 
LEVEL1 MODEL 

(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6 6GRADE ACL SFI GENDER EDUF EDUM DOM PJOB r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LEVEL2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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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 01 0GDPINPC uβ γ γ= + +  

1 1 7 7, ,β γ β γ= =  

MIXED MODEL 

( ) ( ) ( ) ( )
( ) ( ) ( ) ( )

00 01 10 20 30

40 50 60 70 0

GDPINPC ACL SFI GENDER

EDUF EDUM DOM PJOB +r

η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µ

= + + + +

+ + + + +
 

与随机截距模型相似，随机斜率模型是对 level-1 模型中变量的斜率进行设定。因此在最终的组合模

型中会产生交互项。其形式如下： 

0i W uβ γ γ= + +∑  

这两种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随机截距模型假定各层对预测变量的影响是独立的，而随机斜率模型

假定各层对预测变量存在相互影响。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分离地区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的特征对排放

行为的影响。因此只考虑使用随机截距模型。 

4. 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 HLM6.02 版本软件进行来华留学生成绩影响因素的分层分析。 

4.1. 带随机效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Model with Random Effects) 

从零模型结果来看，来华留学生成绩影响因素的组内相关系数为： 

( )00
2

00

P 0.17147 0.17147 1.41519 0.11
τ

τ σ
= = + ≈

+
，说明预测变量(来华留学生学习成绩)的变化约有 11%的

区别可以被国家间的差距所解释。 

4.2. 随机截距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将自变量分解成层一个体特征变量(level1)和层二国别特征变量(level2)。模型具体设计是层一只

包括受访来华留学生个体特征如：性别、父母接受高等教育情况、是否住校、打工时间、在校期间主动

合作学习情况以及在校期间师生互动情况。层二模型针对层一模型的截距项设置变量与随机误差，国别

特征主要包括人均 GDP 增速，其余的斜率都是固定的。模型具体结果如表 3。 

4.3. 最终模型随机效应估计(表 4) 

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国家特性对来华留学生在校成绩的影响，不考虑每层之间的交互效应，因此本

模型支队截距项设定变量和随机项。因此本文所用随机截距模型进行分析，这样一来就可以将所有层间

的交互作用以及所产生的变异误差全部归为国家差别的随机误差中，最终能够独立的分析国家层解释变

量对来华留学生在校学习成绩的影响。其中为了方便对截距项进行解释，对数据进行了对中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 τ00 = 0.17147 是 level 2 截距残差的方差估计，而对于无条件模型而言其 τ00 = 0.51964 ，

这说明当 level 2 加入了地区变量之后解释了原来截距方差的(0.51964 − 0.17147)/0.51964 ≈ 0.670022。也

就是说国家人均 GDP 增长变量可以解释原有方差的 67%，换句话说各国的人均 GDP 增长差异解释了各

国来华留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的 67%。这也说明了在 level 2 中加入国家变量确实能够使模型更合理。 
1) 截距项的解释：对于一个来自人均 GDP 增速处于样本生源国平均水平(肯尼亚或塞拉利昂)，在主

动与同学合作学习和师生互动方面表现处于中等水平的，家里母亲没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成绩为 A-。 
2) 对于国家变量而言，国家的人均 GDP 增长速度越快，该国家的来华留学生的学习成绩相对会变

得比较低，对应的成绩下降程度是 0.3 分。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当一国的人均 GDP 

https://doi.org/10.12677/sa.2018.74055


张旭吟 
 

 

DOI: 10.12677/sa.2018.74055 481 统计学与应用 
 

Table 3. Final estimation of fixed effects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 
表 3. 固定效应最终估计(稳健标准误差下的模型)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误差 

层一截距 B0   

层二截距 G00 3.015020*** 0.174221 

国家人均 GDP 增速 G01 −0.100528** 0.036264 

层一主动合作学习斜率 B1   

层二截距 G10 0.096806*** 0.034878 

层一师生互动情况斜率 B2   

层二截距 G20 −0.110215*** 0.017276 

层一性别斜率 B3   

层二截距 G30 0.443135 0.455413 

层一父亲教育水平斜率 B4   

层二截距 G40 0.344327 0.274427 

层一母亲教育水平斜率 B5   

层二截距 G50 −0.732233*** 0.267999 

层一是否住校斜率 B6   

层二截距 G60 0.367704 0.316540 

层一打工时间斜率 B7   

层二截距 G70 −0.027315 0.037042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 10%、5%、1%水平上显著。 
 
Table 4. Final estimation of variance components 
表 4. 方差成分的最终估计 

随机效应  标准差 方差分量 

截距 U0 0.41409** 0.17147 

层一随机项 R 1.18962 1.41519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 10%、5%、1%水平上显著。 
 
增长速度上升 1 个百分点的时候，该国来华留学生在校成绩会下降 0.3 分。一种比较可能的解释为，若

一国的人均 GDP 增速较快，则说明该国国民能感知到的经济状况变好，家庭生活质量较以往有所提高。

而生活条件的提高，通常代表着物质条件的提高，因此随着学生家庭物质条件的增长，通常其学习刻苦

程度会相应下降。 
3) 就主动合作学习情况而言，模型结果符合大众认知的预期，越主动和同学合作学习的学生其成绩

越好。平均在主动合作学习方面得分表现每提高 1 分，该来华留学生的总成绩提高约为 0.3 分。这表明

越主动学习，越积极向同学请教学生的成绩与其所付出的努力成正比。 
4) 母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来华留学生比母亲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成绩要低 2.2 分。虽然分数

看上去所差不多，但是首先要知道按照成绩制度，大约每 3 分就可以拉开一个成绩等级。也就是说，在

同样条件下的两个人，母亲受到过高等教育的来华留学生比母亲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成绩平均要

低将近一档。但是，这一结果似乎不太符合大众预期，通常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后代的受教育水平应

https://doi.org/10.12677/sa.2018.74055


张旭吟 
 

 

DOI: 10.12677/sa.2018.74055 482 统计学与应用 
 

该越高，但是考虑到受访样本是来华留学生，并且主要生源地多为发展中国家就可以理解了。来自这些

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其国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相对比较低，而来自母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意味

着该生大概率来自该国相对精英阶层的家庭，因此家庭条件相对较好，来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学生其学

习刻苦的动力普遍比来自相对贫困家庭的学生要低。 
5) 师生互动情况较多的来华留学生比师生互动情况较少的来华留学生成绩要高。根据结果，师生互

动情况程度每多 1 分，该生成绩则提高约 0.33 分。这个结论初看上去似乎违反了认知常识，通常师生互

动越频繁的学生，学习自主性越强，学习越刻苦，成绩应该更好。但是在本模型中，师生互动情况对成

绩却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实对这一结论产生质疑的原因是忽略了受访者的身份。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

在京来华留学生，他们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具有外国人身份，母语多数非汉语或英语。因此，所有师生互

动频繁的学生他们具有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他们可以和学校教职员工进行相对较流畅的沟通，因此这些学

生的汉语能力相对较好。而从实际教学经验来看，对于来华留学生而言，本科生普遍汉语能力要比硕博

研究生高。除了入学语言考试标准严格之外，日常分班及教学实际情况也给予本科来华留学生更多的汉

语学习和实践机会，因此多数本科来华留学生汉语能力显著高于其他学历层次学生。但另一方面，由于

多数本科来华留学生学习汉语时间短，而本科期间多数课程为公共基础课(如：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化

学等)，这些课程对于中国学生而言都比较难学，更不用说使用非母语学习的来华留学生了，因此本科来

华留学生普遍成绩较低。而硕博研究生课程则多数以专业课为主，同时硕博研究生有一定的专业基础，

因此硕博来华留学生的成绩相对较高。因此这也就合理解释了师生互动频繁的学生成绩反而低的原因。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 26 个国家的北京高校来华留学生学习成绩与影响因素。通过分层模型(HLM)的分析认为

对于具有层次结构的数据应当使用分层模型来分析，不然将会造成估计结果的有偏。总体来说，高校来

华留学生学习成绩的国别特性和个人特性对成绩所造成的影响是能够被分解的。本文通过对学生个人成

绩影响模型中国别因素变量的分离解释了不同国家间学生成绩差异的 11%。通过随机截距模型的分析，

在个人层面上，主动合作学习、师生互动程度、母亲教育水平对来华留学生成绩有显著影响。在国家层

面上，各国人均 GDP 增速也对学生成绩有显著影响。 
因此本文得出如下两个结论：1) 从提高学校来华人才培养质量的角度出发，应适当加大对来华留学

人员的资助力度，以吸引学有余力且具有相当研究潜能的贫困国家和地区学生能够来华接受高等教育，

提高来华生源质量。2) 从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大外交战略角度来看，目前我国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教育需要

加快改革的步伐。为了完成培养知华、友华和爱华的国际人才这一外交目标，同时也为了在国际高等教

育这一市场中凸显我国的教育主权，高校应当有责任培养大量的懂中文的国际人才。而目前我国来华留

学生的汉语水平离我国的战略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因此我国需

要完善一系列配套方案从而加快来华留学生汉语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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