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野新生代中国留美学潮冶的定义

2008 年袁 中国的国民总产值达到 314 045 亿

元遥 中国超过日本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袁仅次

于美国[1]遥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与贸易的迅

猛发展与近 30 载的几乎连续双位数的 GDP 增长

率[1]袁使得中国从贫穷落后的经济弱国一跃而成为

野世界第一制造厂冶尧野经济强国冶遥 在欧美日多国经

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袁 在世界经济观察家认为中国

经济将崩溃的预言下袁 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续抵抗

传统经济周期的下滑性渊gravity冤袁并挑战美国世界

经济霸主的地位遥 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袁从
2008 年起袁中国留美学生的数量也直线上升遥截至

2015 年底袁中国累计出国留学人员已达 404.21 万

人袁年均增长 19.06%曰回国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袁从
1978 年的 248 人增加到去年的 40.91 万人袁 累计

回国人数达 221.86 万袁年均增长 22.46%[2]遥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 每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变

化都伴随着野出洋留学冶的涓涓细流或汹涌潮流遥
在鸦片战争中被野船坚炮利冶的英帝国击败的清政

府袁被迫发愤图强袁开始野以夷制夷冶的 野洋务运

动冶袁派遣少数留学生到欧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

技术遥 推翻满族帝制的中华民国袁采纳西方宪政与

资本主义制度袁也不断选派留学生到海外学习遥 除

了公费出国的留学生袁更多近代中国的留学生来自

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阶层和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3]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 政府也继续选派留学生到欧美袁但
更多是到前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深造[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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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后袁抵达欧美尧澳大利亚尧日本等发

达国家的留学生数量日增袁开始形成潮流遥 根据美

国国际教育学会 渊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
ion, 简称 IIE冤的数据袁中国赴美留学生在 2008 至

2015 的 8 年中袁 每年以两位数百分比增长袁至
2015 年底袁中国留学生已超过 30 万袁在美国高校

国际学生总人数中占到 1/3袁成为美国高校最大的

外国留学生群体[5]遥 根据这批留学生出国的时间之

新近要要要新生代渊21 世纪开始冤尧数量之多渊占美

国尧英国大学国际学生的三分之一冤以及消费能力

之大 渊校园内许多美国奢侈豪华车的买主为中国

留学生冤的特性[6]袁笔者将其定义为野新生代中国留

美学潮冶遥
在野新生代中国留美学潮冶中袁人数众多尧良莠

不齐的现象比以往的留学潮更为突出遥 由于中国

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发展袁 相比于前代留

学生袁新生代的中国留学生更为复杂多面遥 他们之

中有勤奋刻苦的优秀学生袁但也有野学术差尧不诚

信冶的学生 [7]袁有以留学为名但将学生身份作为移

民跳板的野挂靠生冶譹訛袁更有醉心奢华生活方式尧炫
富野飙车冶的野富二代冶[7]遥 而后者展示的特殊奢华与

媒体对此的轰动报道遮蔽了传统以来中国留学生

刻苦勤奋尧学业优异出色的正面精英形象袁更导致

美国许多名校开始减少或限制录取中国留学生袁
对日后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与发展留下

阴影袁成为中国留学运动的隐患[8]遥 此外袁本地主义

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也会以中国留学生中出现的

不良现象袁以偏概全袁诋毁攻击中国与中国人的形

象袁煽动当地的反华情绪遥
大批的中国留学生不仅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

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袁 也推动留学国的经济与文

化发展袁引起海内外媒体尧中国政府与留学国政府

的关注遥 近年来袁媒体的报道与政府的统计报告都

不在少数遥 但是袁学术界对此社会群体的研究仍落

后一步袁对于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的表象尧实质尧
发展趋势及其对母国与留学国的现实与长远影

响袁学者们尚未有太多研究成果遥 本文拟透过纷繁

复杂的表面现象袁选取与中国留学生尧美国本地学

生尧 美国高等院校教职员工以及中国留学生家长

的口述访谈尧 中美两国官方机构与私人研究智库

的数据报告尧 中英文报刊杂志的观察报道以及现

有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来分析评价新

生代中国留美学生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袁 希图从中

找出经验教训袁 为中国学生的留学观念与留学实

践提出管见遥

二尧新生代中国留美学潮
对留学国的影响

渊一冤经济影响

一般来说袁 美国州政府与公立高校对国际留

学生是张开双臂欢迎接待的遥 美国许多公立大学

的财政经费袁自 2008 年经济萧条以来袁不断受到

州政府的裁剪压缩袁在野节流冶之外袁仍入不敷出遥
因此袁各校争出奇招袁野广开财源冶遥 很多学校实行

学费野双轨制冶袁即本州学生与外州或国际学生的

学费标准不同遥 一般来说袁外州或国际学生的学费

为本州学生的一倍甚至数倍遥 因此袁招收或扩招留

学生成为美国大学的重要财源遥 以美国俄勒冈州

立大学为例遥 据叶华尔街日报曳报道袁因为俄勒冈州

决定进行财政预算削减袁为了增加收入袁其决定招

收更多的国际学生遥 颁布这一政策后袁俄勒冈州的

每位在校大学生的拨款下降了 45%袁 自费留学生

需要缴纳比州内生源高两到三倍的学费袁 根据专

业热门程度不同袁 俄勒冈州学生的每年学费为

3000 至 4000 美元袁 而留学生每年学费却高达 1.2
万至 1.4 万美元遥

相比美国学生袁中国留学生不但学费高昂袁而
且给他们享受奖学金的比例也很小遥 根据美国大

学招生官员的估计﹐约 60%-70%的美国学生能享

受全额或半额奖学金曰而在中国留学生中袁除博士

生基本上能拿到全额奖学金袁 本科生几乎全部是

自费袁研究生只能跟随导师做些科研项目袁可以有

一些经费报酬遥 美国各州政府鼓励本州公立大学

扩大招收留学生遥 扩招不但能支撑起州立大学扩

建袁还给州政府省下一大笔开支遥 美国公立学校扩

招国际学生成为赚钱生意遥 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冶
曾报道袁美国的教育是野生意冶袁而中国留学生是

野大客户冶袁2013 到 2014 学年袁 中国留学生为美国

经济贡献 268 亿美元[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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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政治影响

由于新生代中国留学生多处于求学奠定职业

基础阶段袁 他们对于美国社会的政治影响还来日

方长袁但是袁从媒体报道与学者的田野调查袁我们

也可以明显看到新生代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校园政

治的部分影响袁不少中国留学生认识到参与社会尧
参与政治的重要性遥 早在 2008 年袁在美国尧加拿

大尧澳大利亚尧欧洲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开展了维

护祖国统一的集会和游行活动遥 他们不仅反对分

裂势力袁维护国家尊严袁同时反对种族歧视及对中

国留学生尧当地华人的不公平对待遥 2018 年 3 月袁
意大利中国留学生组织发起了游行抗议示威活

动袁 旨在声援 2 名在当地无辜遭受殴打的中国留

学生遥 虽然就目前而言袁中国留学生对政治的参与

面仍然较窄袁 但是这依然为改变中国留学生的负

面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譺訛遥

渊三冤文化影响

中国留学生大军受到美国州政府和校方欢

迎袁但是大学教师们却不甚欢迎遥 据不少美国大学

教师反映袁 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很难跟上班级课程

进度以及完成授课内容和教学目标要求袁 为了让

他们更好的适应学习袁 很多教师不得不调整课程

教学内容和教学难度袁这让他们非常不满意遥 但对

留学方来说袁 中国留学生在班级中占了很大的比

例袁 美国教师根据对象不同来调整教学内容和方

式是合乎情理的遥 至少从中国留学生的角度出发袁
他们花了大价钱来美国野买冶教育袁某种程度上袁得
到野量身订做冶的教育也是情理之中的[5]遥

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入美国校园袁 大学城变成

中国城袁 对那些想走出中国人圈子更想去了解美

国社会的留学生而言袁反而被中国人圈子拉住袁走
不出来遥 目前在州立大学读书的很多中国学生想

选择转校袁他们想感受真正的美国氛围袁而不是在

跨越了半个地球后仍然感觉是在国内上学遥 逃离

大城市和知名公立大学袁 这似乎成了留美中国学

生择校的一个新趋势[5]遥

三尧新生代中国留美学潮归因

美国国际教育学会渊IIE冤发布的叶2015 美国门

户开放报告曳显示袁从总量上看袁中国出国留学中

60%的人数是中国赴美留学生 袁 同比增长了

10.8%袁从 2008 年开始至 2015 年,每年的增长速度

都在两位数百分比之上[9]遥 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的

逐年增长袁反映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趋势遥 那

么造成中国留美学生人数增加的原因是什么钥
首先袁 新生代的中国留美学生与其前代中国

留学生相比袁经济状况大为优越遥 中国留学生的较

优越的经济条件是中国经济发展尧 国民生活水平

提高的直接反映遥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袁中国城乡

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遥 尤其是在一尧二线城市的

居民袁其工资水平比 40 年前增加 100 倍渊而欧美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同期收入仅增加不到一

倍冤遥
其次袁 全球化使中国高中产阶级强烈意识到

海外教育的重要性甚至必要性遥 中产阶级的家长

尽力为自己的子女提供优先教育袁 以便他们在强

烈的竞争下能够先人一步遥 海外留学的年龄也逐

步降低袁还在中小学时期袁有经济能力的家长会带

孩子参加暑期的出国游学团到英美的著名大学参

观访问袁 甚至注册短期训练班或工作坊袁 让孩子

野摘花问路冶袁为将来留学做准备遥 中国的家长认识

到留学有助于丰富孩子的人生经历和思维方式的

多维度发展曰同时袁留学为孩子提供了全新的校园

环境尧教育资源尧校友资源袁也提升了孩子的知识

结构尧思维能力尧实践水平袁因而中国家长越来越

重视和支持国外留学譺訛遥
再次,具有海外教育背景能成为求职晋阶的有

利条件遥 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留学生能充分了解

国内国际市场袁有较宽广的人脉袁很多中国企业想

要走出去袁 这些留学生的资源使他们回国后能成

为企业求之不得的人才[2]袁在企业项目的前期谈判

和后期落地尧开拓海外市场方面袁留学生都能够起

到不同寻常的作用遥
第四, 全球化带动了中国留学中介服务产业

的发展与成熟遥 相比起以往中国留学中介市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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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粗放式尧量贩式和套路化的运作模式袁目前袁中
国留学中介服务产业已很完善遥 叶中国留学中介行

业发展现状与盈利前景预测报告渊2014-2018冤曳中
对中国留学中介行业的特点尧市场运行形势尧发展

走势等进行了全面分析袁 反映出中国留学中介行

业的成熟性遥 中国国内已经有很多留学教育机构

在开拓高端留学市场或推出高端定制留学服务袁
旨在增加学生被名校录取的几率遥

第五袁 中国政府也深知海外留学对中国与世

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袁 因此对海外留学采取

支持鼓励的态度遥 中国学生一旦成为留学生袁对国

家政府能带来良性的回馈袁 可以增加国家的人脉

财富和更多的国家利益遥 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以个

人为圆心袁作为野民间大使冶袁通过社交网络和日常

交流等向其周围人群进行辐射袁 其传播更具有广

泛性和深入性袁 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传播

的局限性遥 留学生在对外传播和交流方面能发挥

重要的作用遥
此外, 对中国教育制度中存在弊病或者对生

态环境的一些忧虑也是国人选择留学的原因遥

四尧新生代中国留美学潮的特点

一方面袁纵观新生代中国留美学潮袁在美留学

生呈现一些正面的特点院
1.经济状况优越

新生代的中国留学生与前代中国留学生相

比袁经济状况大为优越遥 表现为院绝大部分的中国

本科留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用都由学生家长负

担曰 而前代中国留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用多来自

打工赚取或中国政府与美国院校的奖学金遥 中国

留学生较优越的经济条件是中国经济发展尧 国民

生活水平提高的直接反映遥
2.熟悉网络软件的运用

新生代的中国留学生出生于中国网络通讯迅

猛发展尧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遥 从幼年到青少

年的成长时期袁他们紧密伴随各种电子学习尧社交

软件与游戏产品遥 即使初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对

美国流行的社交软件诸如 Facebook尧Twitter 和

Instagram袁使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遥因此袁在适应美

国的学校与社会生活时袁他们较少盲点遥
3.对美国流行文化较为熟悉

新生代时期袁 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外交流步伐

加大遥 因此袁新生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对美国文化

已有一定接触遥 不少留学生热衷观看讲述美国政

府的叶纸牌屋曳袁很多留学生是美国流行音乐及说

唱的忠实歌迷袁喜欢身着美国的潮流品牌服饰遥 此

外袁 世界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也极大缩小了中美文

化之间的差异遥 新生代中国留学生在初到美国时

所受到的 野文化震动冶 相比于前代留学生要小得

多遥
4.多才多艺

中国经济尧 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中国的儿童

教养渊特别是城市冤由传统的野散养冶转为野精养冶遥
从婴幼儿时期开始袁 有经济能力的父母便将孩子

送往各种才艺特长班袁进行野拔苗助长冶式的训练遥
这种 野精养冶 自然在儿童中培育出不少爱好与特

长遥 在知名的视频网站 YouTube 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高校里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各类晚会袁很
多中国留学生精通钢琴尧小提琴和萨克斯等乐器袁
而且他们会通过此类活动积极向外推广中国文

化遥 因此袁新生代的中国留学生中不乏各种人才遥
但是袁另一方面袁新生代中国留美学生也存在

很多负面的特点院
1.过分注重社会媒体

与 40 年前的中国留学生相比袁不少新生代的

中国留学生花更多时间在社会媒体圈袁 在学习态

度上容易满足于表面知识与一知半解袁 比较缺乏

锲而不舍的韧劲与耐心遥
渊1冤沉溺社会媒体圈遥 由于社会媒体日益成为

商业与娱乐的重要工具袁 社会媒体圈成为中国留

学生获取交流信息尧会友娱乐的主要渠道遥 在课堂

上袁 与美国学生相比袁 中国留学生更沉溺于埋头

野滑频冶而不用心听讲遥 面对新生代的学生对智能

手机过分上瘾的情况袁 美国许多大学的教授在其

教学大纲渊syllabus冤中明文规定院上课时间不能开

手机遥美国学生对此政令一般遵从遥而不少中国留

学生则阳奉阴违袁选择坐在教室的后部袁以书本掩

盖手机袁忙于野滑频冶譺訛遥
渊2冤满足于表面知识与一知半解袁导致违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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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诚信行为遥 由于网络时代信息的极大丰富与容

易获取袁新生代的中国留学生缺乏沉下心来尧专心

致志尧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与良好习惯遥 一心二用

或一心多用渊multitasking冤是新生代青年颇为自得

与自诩的特点遥 走路尧读书时戴着耳机听音乐是新

生代青年的普遍形象与生活方式遥 野一心不能二

用冶是我们自幼学来的常识与经验袁现代科学研究

也不断证明野一心二用冶看似高效率袁实则事倍功

半遥 比如斯坦福大学近年有关 multitasking 的研究

发现院人的大脑在被迫同时进行两项活动时袁每项

活动的效率都大大降低[10]遥长期一心二用会养成注

意力不集中尧容易分心的弱点袁因此难以适应要求

脑力高度集中尧难度大的学习与科研项目遥 这种缺

陷也无形中导致新生代的中国留学生迫于学习压

力袁求助于作弊尧剽窃的野捷径冶或其他违反学术诚

信的活动遥 根据美国留学生综合教育机构最近发

布的 野2016 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要劝退学生

群体状况分析冶袁在美国求学时被学校劝退的中国

留学生中袁70%在美国就读时间不到两年遥 在被劝

退学生中的 40% 以上为大学本科生遥 该报告整理

分析了在 2013 至 2016 年间被劝退的 2914 名中

国留学生被劝退原因的数据遥 结果显示袁在过去一

年中国留学生被学校劝退的两个主要原因分别为

野学术表现差冶渊占 40%冤 和 野学术不诚信冶渊占
33%冤袁 而后者的比率由前一年的 25%增至 33%遥
其他原因包括 野缺勤冶尧野行为不当冶尧野不了解学校

基本规范冶尧野心理问题冶以及野挂靠尧签证冶及其他

问题[7]遥
渊3冤缺少耐力与恒心袁难以胜任学术难度大的

功课与研究项目遥 与上面的分析相关联袁由于网络

时代更容易获取信息与知识袁 新生代的青年缺乏

前人野世上无难事袁只怕有心人冶尧野铁棒磨成针冶的
耐力与恒心袁 因此难以适应美国高等教育特别是

研究生教育中难度大尧 综合性强的复杂学术与科

研项目, 更在毕业后的求职过程中野初试不利冶遥 这

种缺陷对中国留学生的近期与长远产生不利影

响遥 野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

研究生招生政策袁 他说他们今后不太想招中国博

士研究生了遥 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袁他自己也是中

国人袁原来他也带了中国博士研究生袁开始学习成

绩都好袁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也表现够好袁但在

正式就业时袁 却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的教职遥 所

以袁 他们认为中国留学生胜任学术难度大的科研

项目的能力不足袁 所以对招收中国博士留学生产

生了犹豫遥 实际上袁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袁
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他大学袁 也讨论过同样的

问题袁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袁但从

那以后袁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遥 冶[8]

2.偏重实用性学科与知识袁更显实际与功利

新生代的中国留学生与其前代相比袁 显得更

为实际与功利遥 在对学科的选择上袁他们多偏重实

用性的学科与专业遥 在学习态度上袁他们多急功近

利袁偏重指南性知识袁而不屑社会科学尧人文科学

知识与人伦道德修养遥
渊1冤缺少理想主义袁注重实用技术遥 新生代的

中国留学生多遵从家长的意见选择毕业后工作有

保障尧收入稳定甚至丰厚的专业遥 在笔者教书的大

学袁 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几乎清一色选择会计与

商业管理专业譺訛遥 这种现象虽然与该校的本科会计

专业在美国排名居高有关袁 但有以小见大的示范

作用遥 纵观全美大学袁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取向基本

以商业尧工程尧计算机与数学的顺序排列遥 根据美

国国际教育机构 渊IIE冤 的公开数据袁 在 2014 至

2015 学年有 304 040 名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遥 其

中 181 176名为本科生袁152 199名为研究生袁28 871
名为其他留学生遥 而在所有的中国学生中袁26.5%的

学生选择商科袁19.7%的学生选择工程专业袁12.4%
的学生选择计算机和数学专业遥 同年有 43 114 名

中国留学生利用 OPT 渊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袁
在美国持有 F1 留学生签证者毕业后的实习阶段冤
留美工作袁 接近半数的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后返回

中国﹐成为野海归冶[2]遥 但是, 分析中国从中央到地方

的海归人才政策可以发现袁 国家稀缺首需的不是

金融尧管理尧人力资源等专业人才袁对海归人才需

求其实已经细化到小的学科分支,其中需求出现频

率最高的是生物科技尧新材料新能源尧机械装备制

造等专业遥
渊2冤向野钱冶看袁不向野厚冶看遥 一些新生代的中

国留学生与前代留学生相比袁非常功利实际遥 他们

专注实际利益袁 缺乏历史人文知识与道德修养袁

窑108窑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圆019 年 第 36 卷



野学养深厚冶尧野厚道冶尧野憨厚冶被看衰遥 中国传统道

德信仰的为人处世要野厚道冶尧野宽厚待人冶的品德袁
已被不少新生代青年摈弃遥 我国知识界尊重的野学
养深厚冶尧野厚德载道冶等高贵品质袁已不为某些新

生代青年仰望遥 在如此重利轻义的道德观指导下袁
少数新生代留学生成为鄙薄真才实学尧 急功近利

的浅薄浮夸者遥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在 2016

年 6 月与搜狐文化的对话中袁 谈到当今中国的青

年(也包括美国的青年)袁仅仅满足于野浅层阅读冶袁
无兴趣于野深层阅读冶遥 他感叹道野我们为什么要强

调深层阅读呢钥 因为浅层阅读的习惯有可能代替

深层阅读袁阻碍深层阅读遥 噎噎现在年轻的大学生

就有这个毛病遥 我的感觉是袁他们比 90 年代的大

学生和研究生退步了袁 以前的情况要比现在好得

多遥 冶[11]

3.与美国社会融合有限

由于中美教育制度的差异与语言的局限袁中
国留学生在多元化的美国校园中容易 野固步自

封冶袁 他们在课堂上不善于进行课堂小组讨论袁业
余时间忙于自身事情袁不乐意加入学生社团袁更不

愿参与一些志愿活动和社会实践袁 主动参与性极

其不足遥 一名姓范的中国留学生告诉 叶华尔街日

报曳的记者袁自 2013 年到美国以来袁他只交了两个

美国朋友袁一个是前室友袁另一个是通过网络认识

的当地酒吧员工遥他说,野来美国之前我想着交很多

美国朋友袁不过到了这里以后才发现袁语言和文化

差异的确是个问题遥 冶[5]一名俄勒冈大学的中国留

学生就反映她周围的中国留学生大都过着 野课堂

上课尧图书馆自习尧宿舍里跟其他中国人打游戏冶
的生活遥 他们感觉自己以后也不会留在美国袁所以

在学习上只要读好书袁考好试袁拿到美国文凭袁他
们对美国来说只是一个过客遥 而且中国留学生特

别爱扎堆袁喜欢凑成小圈子袁比较封闭[5]遥 美国中部

某大学自 2012 年以来袁中国留学生人数成倍增长袁
从原有的 10 人左右跃增至 150 人之多遥 由于中国

留学生人数增加袁在中国留学生内部出现地域性的

小团体袁被称为野山东帮冶尧野江苏帮冶尧野深圳帮冶等譺訛遥

五尧新生代中国留美学潮
的发展趋势

新生代的中国留美学生在就学时期与毕业之

后的趋势出现许多新的特点袁 包括就学时期专业

转换的多变性尧 就业选择的多面性以及毕业后流

向的多向性遥

渊一冤多变性

多变性的现象一般包括两个方面院其一为专业

的转换曰其二为由单一的学位到双学位尧多学位遥
1.专业转换院从文科转为商科尧资讯科曰从理科

转为商科尧资讯科遥 进入美国大专院校后袁在教授

与国际学生导师的指拨下袁 在与美国学生和其他

中国留学生交换信息后袁 中国留学生逐步了解美

国教育制度袁 开始学会利用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

灵活性与包容性转换专业遥 转换专业的现象一般

有几种院第一种袁在美国学习一个阶段之后袁发现

最初选择专业不一定就业率高袁因此,野跳槽冶转换

院系或专业遥 第二种袁在美国学校学习一个阶段之

后袁发现自己功课吃力袁成绩不佳袁便转换到自己

认为比较野容易冶的学科或专业遥 当然袁还有调换到

自己感兴趣的学科或专业的情况遥
2.从单一学位到双学位与多学位遥 同样袁由于

美国大学学制的灵活与包容性袁 不少中国留学生

选择双学位或多学位遥 根据就业需要袁双学位或多

学位一般呈现如下模式院文科主修+多媒体学科辅

修袁理科主修+商业管理科辅修袁计算机科学主修+
商业管理科辅修曰跨学科主修曰自行设计多学科主

修等遥

渊二冤多面性

中国留学生的就业不止进入科技文教界袁更
多人进入金融界尧财务管理业尧房地产业曰还有少

数人成为投资者尧收藏家遥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发展

和国内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袁 越来越多的家庭表

示愿意尊重留学生个人意愿及志向袁 中国留学生

在专业上的选择也从原来的计算机尧 工程学等专

业逐步扩展至诸如历史尧 语言学等早期中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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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较少涉及的专业遥 新生代的中国留学生在就业

选择上开始逐渐转变为以个人兴趣为重袁 也较以

往能更加便利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遥 例如袁在
密西根州立大学毕业的林奈刚袁 因为看到中国留

学生强大的消费能力袁 便购买学生区附近的一家

KTV遥虽然这家 KTV 位于一座不起眼楼房的二层袁
且无显眼招牌袁但总有大批留学生光顾消费遥 林奈

刚后来也发展成为企业家[12]遥

渊三冤多向性

中国留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选择不再是单向流

动 渊海华要海外华人或是海归要海外归国人冤袁而
是多向流动渊留学国要母国尧留学国要第三国尧第
三国要母国尧第三国要第三国等多项选择冤遥 这种

变化不单单是家庭经济及个人意愿的产物袁 更多

是留学生基于对国际现状的思考及判断遥 在留学

期间袁留学生通过自己的经历袁对所在留学国的社

会结构尧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有了亲身的感受袁使
得现在的中国留学生能更加冷静且客观地看待和

分析母国与留学国的优缺点遥 以从留学国返回母

国发展的留学生为例袁通过多年在留学国的居住尧
学习尧生活及观察袁不少留学生意识到袁伴随着中

国国内基建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袁 使得中国拥有

了不弱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基础建设袁 在中国的生

活水准已不亚于留学国甚至更为便利袁 同时仍处

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较留学国拥有更多的机遇袁
经过一系列考量之后袁 不少的留学生选择回母国

发展遥

六尧对新生代中国留美学生
的就业建议

在中国学生和家长心中袁通过留学袁可以得到

一张海外高校的文凭袁可以练成一口流利的外语袁
希望毕业后返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遥 但随着

海归人数不断增加袁靠一张洋文凭野吃遍天下冶的
时代已经过去遥 如何增加留学含金量袁切实提高自

身的竞争能力和水平袁 让自己在求职大军中脱颖

而出袁成了令中国家长和海归深思的问题遥

渊一冤可多方考取资格证

为了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晋升机会,留学生们可

以多方考取一些资格证袁获得更多入职资格遥 由美

国 CFA 协会颁发袁称为投行的野敲门砖冶或野华尔街

的入场券冶的野注册金融分析师冶或野特许金融分析

师冶(CFA袁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资格证一直

被认为是全球投资领域最严格尧 含金量最高的从

业资格证书遥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袁经过多

年体验袁CFA 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金融第一认

证体系遥 据了解袁CFA 考试分为 3 个等级袁备考学

生必须精通股票尧 债券分析和其他资产衍生工具

等知识袁 并具备较高的金融投资行业工作能力遥
CFA 证书含金量高尧市场认可度高袁考取的难度很

大遥 英国叶金融时报曳指出袁 CFA 的持有人可以相

对容易地进入瑞士信贷集团尧 美林证券尧 花旗银

行尧德意志银行尧加拿大皇家银行和中国招商银行

等全球一线金融机构遥

渊二冤 紧抓野一带一路冶机遇

目前,中国正在抓紧发展野一带一路冶袁在此机

遇下袁中国急需大量国际人才遥 现在海归整体人数

在不断增加袁 对海外国际化人才的要求也会不断

提高遥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袁
在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中袁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袁
海归的优势会越来越突出遥 海归返华以前带回来

的是技术袁之后是模式袁现在带来的是理念和创新

的思维模式遥 从实际工作过程来看袁海归有非常强

的创新思维和专业技能袁就业成功率更高袁未来具

备高素质尧高技能的海归的价值会越来越大遥 留学

生们在选择就业时袁 必须观察近 5 年内国家人才

需求袁 再结合个人的特长和兴趣做好个人职业生

涯规划遥

渊三冤 海外工作经历加分

对现在的海归群体袁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院
一类是从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袁 他们是站在求

职金字塔的人袁多年的学业积累已很优秀袁洋文凭

再为他们锦上添花遥 另一类是名牌背景没那么突

出的小海归袁他们在学业上不太出众袁人脉尧财富

资源相对较少袁因此袁他们在中国就业市场上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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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占优势袁 所以有没有相关行业的工作经验就很

关键遥 根据今年 6 月启德教育发布的叶海归就业报

告曳袁70%左右的受访者觉得海外工作经历对日后

求职非常有帮助遥 调查显示袁根据海外工作时间长

短袁海归群体内部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 在中国的

平均年收入达到 26.71 万元(人民币袁下同)通常具

有 5 年以上海外工作经验曰 在中国的平均年收入

为 16.5 万元的海归通常具有 5 年及以下海外工作

经验遥 启德调查团队还发现袁企业重点考察的方向

是沟通力和执行力袁62%的企业人力资源主管更看

重应聘者的专业技能袁 中国目前大部分岗位在招

聘中并不会对海归区别对待遥留学生想要回国就业

顺利袁 最好在出国前就多方了解留学国及专业方

向袁根据自身情况理性规划学习和职业目标袁如果

有海外工作经验袁回国竞争力就会大很多遥 不过有

关人士提醒袁想获取有用的工作经验袁留学生最好

不要打零工袁利用一个假期去正规公司实习袁这样

才能有完整系统的体验[2]遥

渊四冤进行野有营养冶的社交活动

中国学生远赴海外袁 学习生活上有很多的压

力和困难要克服袁 首先是要克服语言和心理上的

障碍袁野社交关冶就是一项很难的挑战遥 很多学生虽

然身在海外袁但在平常生活中袁为了找到安全感和

归属感袁留学生往往沉溺于野中国圈子冶袁不愿意走

进更多交往圈遥 有人把野中式交际圈冶比作双刃剑袁
认为野中式交际圈冶使刚到异国的中国留学生迅速

摆脱孤独袁但另外一方面也使他们受限袁没有更多

的交际动力遥 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是两点一线袁
每天奔走于图书馆和宿舍袁 全心期待拿到 3.8 或

4.0 的好成绩遥 这样做无可厚非袁有没有圈子并不

绝对重要袁但是留学生一定必须具备进入尧积累和

保持圈子的能力遥 当我们学有余力时袁也可以尝试

参加一些野有营养冶的社交活动遥 在硬件上袁我们需

要有留学文凭尧在海外的实习工作经验尧考取资格

证书等曰同时我们还需要很多无形的软实力袁比如

独立闯荡的能力尧 分析解决问题和适应环境的能

力等袁 这些都是留学的附加值袁 是课堂上学不到

的袁需要我们不断磨练获得遥 如果能保持较高的自

律意识袁同时不断尝试新鲜事物袁进行野有营养冶的

社交活动袁对很多留学生来说都是财富[2]遥

七尧结 语

自 2008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袁
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连续 8 年以双位数增长袁占
全美国际学生的 1/3遥 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留学生袁
这些新生代的中国留美学生具有经济状况优越尧
熟悉美国流行文化尧熟悉网络软件的应用尧注重社

交媒体尧注重实用性学科与知识等特点遥 他们在美

国的教育与工作生活经历对中国尧 美国或他们日

后居住的任何第三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都会产

生深刻的影响遥 中美与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

使他们的留学与就业前景充满与他们的前代留学

生所不同的挑战与机会遥 但是袁同他们的前代留学

生一样袁如何利用留学国的各种资源袁充实提高自

己袁 加强自身的竞争力袁 为母国与所在国做出贡

献袁应成为新生代留学生的首要目标遥

注院
譹訛 野挂靠生冶指以留学生签证入美的个人袁在美国大专院

校注册保持其学生身份袁但主要目的在于寻找机会滞

留美国遥
譺訛 笔者的田野调查包括对美国东中西部的大专院校以

及语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的问卷调查渊Surveys冤与口

述访谈渊Oral History Interviews冤遥 问卷与访谈的问题重

点围绕中国留学生家庭与教育背景尧 出国渠道或方

式尧在美求学的经济来源尧留学生活中的收获成长与

困难纠结烦恼尧毕业后去向尧对中美教育制度的比较

与思考等方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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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SA in the New generation:
Influ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LINGHU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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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loc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faculty and staff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arents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data reports from official institutions and private research think tank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bservation report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cademic journals, we can find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SA are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SA is financially well-
off, familiar with American pop culture, adept at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software,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social
media and practical disciplines and knowledge. Due to its large number, the new generation is more patchy than previous
generations. Due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SA are more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than previous overseas students.
They have many new characteristics in college and after graduation. For example, they often switch majors during
schooling period, and they have a wider variety of choices of employment upon graduation. Therefore, when they go job
hunting, they should put efforts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getting American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grasping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野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冶, gaining bonus points for overseas work experience, and
engaging in 野beneficial冶 social activities. Through observing and evalu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ope to draw lessons and experience from the study,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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