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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经济体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政策转型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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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其对人才的重视力度是逐渐加强的，各国对人才的争夺力度也越来越大。本

文通过对发达经济体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的现状、内容和影响进行相关阐述，以期能够良好应对并做好相关科技

创新人才流失预防、知识和技术共享权利等问题，从而达到良好提升国际影响力、强化国际话语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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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ts attention to talents i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talen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rong.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content and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n developed economies, in order to well deal with and do the 
prevention of brain drain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right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har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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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并且在新科技革命、新冠疫

情全球流行、经济全球退潮、国际力量变革、国际情

形动荡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复杂情形下，

世界整体格局正在“打破”、“重塑”，这一现象也

促使了传统的大国、强国和新兴强国之间的竞争日益

剧烈，也给国际教育合作和交流带来了新挑战。为了

更好的应对世界情形的复杂多变，发达经济体已经开

始在经济、外交、教育等领域进行了一定的政策调整，

这种调整模式也展现了发达经济体国际教育合作与交

流机制的转型以及向着全局性的方向发展的政治策略，

这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高等教育进行调整的做法，

对于促进我国教育的现代化、满足经济发展要求、提

高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等也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1 发达经济体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现状 
1.1 经济转型升级，人才争夺逐渐激烈 
新科技革命不是简单的对科学技术进行更改，所

以其带来的新型产业不会对传统产业有过多的依赖，

而且新型产业的构建还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需要投

入大量的人才资本，这也意味着各国要想抓住机遇、

大力发展自身经济，就必须要抓住“人才”这个关键

要素，使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甚至是跻身世界前列[1]。根

据历史发展可知，各国家要想强化国家综合人才，除

了要加强本土人才培养外，还要积极主动吸引各国优

秀人才，世界各发达国家就是典型的吸引人才的代表

国家，例如美国、英国等国家。自从世界第二次大战

后，这些发达国家通过人才战略吸引了大量的国际人

才，并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提升提

供了重要力量。 
1.2 国际学生流动呈现多元化 
国际学生受国际格局和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而受

到了一些流动波动，例如在之前的世界格局中，国家

硬实力是吸引学生的重要因素，所以其学生也主要分

布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但是伴随着世界格局的多元

化，国际学生对留学国家的选择也开始逐渐多元化。

根据大数据调查可知，留学生在选择留学国家时会着

重考虑教学质量、国家文化和生活模式、学校声誉、

学校国际排名以及该国家对留学生的包容度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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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表明了学生在对留学国家的选择上也越来越趋向

平衡多方面因素。 
2 发达经济体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政策调整措施 
2.1 调整就业签证等相关政策 
为了能够更好的在国际中抢夺人才，欧美等发达

国家都针对性的调整了相关就业签证政策，以期能够

更好的抢夺具有存量性质的国际人才。例如美国的就

业签证调整就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

领域的人才，其相关政策明确对于该领域取得博士学

位的非公民移民签证可以不受数量限制。例如英国的

就业签证政策则是主要针对高技能高学历人才，其相

关政策允许来自全球各地的高技能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不需要工作邀请就能够获取移民签证，而且近期还规

定了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学生可以在英国继续生活和

工作三年，而获得本科学历的国际学生也有两年。再

例如澳大利亚的就业签证政策，其主要是针对科技人

才，而且澳大利亚的“全球人才独立计划”其主要针

对的对象是在医疗技术、农业科技、网络安全、太空

与先进制造业、量子信息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的

人才。最后再例如加拿大的就业签证政策，其将政策

放宽至所有国籍学生，而且拿有快过期的签证还可以

申请一次性的 18 个月开放工作许可证。所以综合来看，

大多数的发达经济体开始逐渐调整自己国家的就业签

证等相关政策，以希望能够更好的留住人才。 
2.2 强化国际学生的软归属感 
在当前国际情形中，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逐渐开始

提出要构建从留学生入学到就业的一体化国际教育体

系，该种模式的提出也是为了更好的留住人才或者是

储备国际人才资源。比如美国，其在构建一体化国际

教育体系时就提出要让留学生与大学构建终生联系体

系，并且在留学生入学后规定大学要构建更可持续、

更先进、更具文化响应性、更公平、更人性的方式来

吸引留学生留下来。而英国在构建一体化国际教育体

系上提出要为留学生提供世界级的学习体验、提供更

加卓越的学术和研究并对相关留学申请程序进行一定

简化，强化留学生对校园的归属感，此外还积极的为

留学生创设了较为良好的就业前景。再例如澳大利亚，

其在构建一体化国际教育体系时，创新的将英美两国

的体系构建特点进行了融合，既强调学生的学习体验

又强调留学生与本国家之间的终身联系。而且根据相

关政策要求，在澳大利亚留学的留学生可以在特殊的

情况下要求教育服务机构退还该学生全部或者部分费

用等。另外受疫情的影响，澳大利亚还积极为学生构

建了多元化的海外和在线教育服务等。故此，发达经

济体除了在政策上放宽了留学生的就业签证要求，还

在学生留学体感上进行了完善、强化，并以此来加强

留学生对本国的软归属感。 
2.3 制定相关风险防范指南 
在当下局势逐渐复杂的情形下，怎样更好的保障

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不受影响，以及更好的防范外来

价值观念的入侵和关键技术的泄露等问题是当下各个

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发达经济体的操

作措施来看，其较一致的举措就是制定与之相适应的

政策指南，并使其能够良好为国际教育的合作和交流

提供政策保障。比如，澳大利亚在该方面的应对措施

上也采取了鼓励教育机构对潜在合作伙伴进行系列风

险评估，并对风险评估的结果进行一定的公示，加强

各相关领域对其预防，强化网络安全等[3]。除此之外澳

大利亚还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又对该内容进行了一定优

化、完善，使其在内容上、制度上更加全面、安全。

加拿大在强化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风险防范的基础上

还推出了“保护你的研究”网站，该网站主要是提供如

何保护其研究和创新的信息，并强调相关研究人员、

机构要更好的利用政府资助来对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

中的潜在风险进行研究、调查，特别是在关乎军民两

用方面的研究合作以及如何保护研究等方面。 
3 发达经济体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政策调整的影

响 
3.1 预防科技创新人才流失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签证政策

调整会引发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国际人才争夺的环境中。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下，其主要的竞争力还是

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之间，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会因

为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依旧处于劣势地位，其不

仅难以与发达国家进行人才争夺，还容易使得其自身

国家优秀人才“外流”到发达国家之中。该种现象的

产生也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的

活动中占有主要主导地位，而且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

际教育合作与交流中也占有较大的优势和份额。除此

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

的国际教育政策推行中，大力推进国际化是其主要发

展趋势。根据大数据调查报告可知，在发达经济体的

各国留学生比例中，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占有较大比

重，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占比最高，而且在发达国家

中的国际学者占比中也是如此。另外，对于发展中国

家而言，扩大在教育方面的对外开放也是证明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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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会促使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上更加活跃。比如中国作为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其在 2020 年就出台了相关政策意见，

即《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

该意见指出要加大中外合作办学的改革力度、改善好

高校境外办学以及完善优化好学校外事审批政策等。

所以综合来看，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签证政策调整会导

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优秀人才外流。 
3.2 知识和技术平等共享风险 
各国出于对国家间的经济利益和国际竞争等方面

因素影响，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对于政治制度不相同的

国家常抱有“防范”或者是“敌对”的态度，特别是

在当今世界格局复杂多样的大环境背景下，这种“防

范”也越来越严重，虽然很多发达经济体在系列防止

外国干预大学的政策上保持中立态度，但是其在私底

下还是主要针对非盟友国家，尤其是针对中国和与中

国友好的国家。在实际中，其实大多数的非盟友国在

和这些发达经济体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中，常常会

被以各种原因而将其排除在高新技术专业领域之中，

并以此来防止其国家知识产权被侵害、高新技术被军

用等[4]。 
4 结语 
综上，当前发达经济体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政

策逐渐趋于保守化，该保守并非“退守”，这些发达

经济体在进行政策调整的同时也为了更加良好的提升

自身国家教育软实力，以及为了更好的掌握对国际教

育新规则构建的主导权。对于中国来说，要想良好应

对发达经济体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政策变化，不能

“照搬”政策，但是可以充分考虑这些政策的施行能

否帮助我们更好的推动国家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并

针对性的做出相应的应对和政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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