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42 

Education Research 

表 1 来华留学生学费的研究内容和结果

作者 研究内容 研究结果或结论

卢晓东(2002) 1.留学生高等教育的属性

2.学费定价的理论基础

应允许高校根据自身情况确定

学费并允许盈利

项良琦(2012) 1.学费定价理论基础

2.学费定价影响因素分析

3.分析学费标准的合理性

1.来华留学生学费偏低

2.建议用多因素市场决定论作

为学费定价的理论基础

伍海泉,项良琦

(2012)

国际因素对学费定价的影响 1.建立市场主导的学费定价机

制

2.实行学费的差异化定价方法

3.完善留学生奖学金制度

李晓静,邓潇玥,

李宝铭(2015)

分析了留学生生均教育成本等影响

学费价格的因素

1.提出定价策略

2.考虑提高学费

张缨(2018) 分析留学生收费政策的问题 针对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如修订

政策里内容相互矛盾的部分,以

及来华留学生学费定价急需建

立市场化机制

张正秋(2018) 分析留学生教育属性、成本补偿来

源、收益等相关因素之间的关联

1.提出改进学费定价策略

2.推动生态补助体系建设

3.创建支持行业

4.优化教育管理流程

5.完善教育监管与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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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来华留学生教育迅速发展,留学生学费如何调整以及学费定价机制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本

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收录的相关文献为样本来源,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结

果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学界对来华留学生学费研究的关注度不够,缺乏实证研究且研究

方法较为单一。本文建议应该更加重视来华留学生学费定价方面的研究,未来需要更多的多学科研究

和实证研究。 

[关键词] 来华留学生；学费；定价机制；研究综述 

 

来华留学教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

发展至今,来华留学人数越来越多,为

了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

需要重视留学生教育成本、学费及定价

机制的研究。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来华

留学生的学费定价仍然根据国家教育

委员会于1998年颁发的《关于调整自费

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的通知》的规定。

从1998年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开展来

华留学生教育的高校迅速增多,为了留

学生教育的长远发展,重视研究适应我

国现阶段的留学生学费标准和定价机

制很有必要。 

1 学费与学费研究现状 

1.1来华留学生学费情况 

以临床医学专业来华留学生为例,

本文从各高校官网收集了2018—2019学

年国内26所高校来华留学生临床医学专

业本科教育(MBBS)学费数据,这些高校

遍布我国的六大行政区。如图1所示,经

济较发达的华东地区高校学费平均值不

如西南和中南地区的高校学费的平均值,

临床医学专业来华留学生学费没有因各

高校所处地理位置的经济发展情况等因

素而有规律可循。这26所高校学费的均

数是36146.15元,标准差为6330.51元,

我国高校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学费差异

较大。 

1.2研究论文发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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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于中国知识资源

总库(CNKI)。2019年12月5日,按照篇名、

主题为“来华留学生学费”的索检条件

和内容,共索检到相关文献42篇。除去重

复检索文章、其他非学术类文章以及与

本文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章,共获得有效

样本文献8篇作为本研究的样本。 

2 主要结论与成果 

分析8篇论文,其主要研究内容与研

究结果见表1。 

2.1界定了来华留学生学费属性 

如表1所示,虽然目前国内对于来华

留学生学费该如何合理定价还处于探索

阶段,但是国内学者对来华留学生高等

教育是私人产品属性达成了一致。2014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对＜学校招收和

培养留学生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的公告》提出高校可按实际情

况设定学费,这也肯定了来华留学生高

等教育的私人产品属性。 

2.2探讨了学费定价理论基础 

国内学者目前对于留学生学费定价

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存在分歧,支持成本

补偿理论的或支持多因素市场决定论的

学者都较多,而且各位学者都就自己选

择的理论基础给出了支撑理由。现在国

内还在探索来华留学生学费该如何合理

定价,各位学者的讨论对以后的研究有

参考价值。 

2.3总结了影响来华留学生学费定

价的因素 

目前的研究总结了影响学费定价的

因素,探讨了学费定价机制。除了院校所

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专业排名,区域气

候等因素外,还涉及到了国际汇率等影

响因素。这些比较全面的总结为以后学

费的合理制定提供了参考。 

3 研究的不足 

3.1学界对来华留学生学费研究不

够重视 

从2002年到2019年,作者在中国学

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只查到8篇关

于来华留学生学费研究的文献。而作者

用 关 键 词“ international student 

tuition”在EBSCO外文数据库查到了相

关文献261篇,与国外相比国内关于这一

主题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欧美很多学校

都在研究如何在国际学生教育上获得

最大的收益,英国,奥地利和爱尔兰等

国家向国际学生收取比本国学生更高

的学费。随着国际高等教育的市场化,

以前不收学费的国家也开始收取国际

学生的学费,即使是芬兰这个具有强烈

的平等主义传统的国家也在2016年开

始向欧盟和欧洲经济区以外的学生收

取学费来创造额外收入以应对教育的

国际竞争。留学生教育属于私人产品性

质,所以留学生学费需要更多教育成本

研究,定价机制研究和改革探索的实证

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将留学生教育视为

一种产业来发展,这为他们带去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我国也可以借鉴其部分做

法,通过合理制定留学生学费来获得收

益,再将收益的一部分用于聘请更好的

教师,购买更好的设备来提高教育质量,

如此良性循环,更有利于留学生教育的

长远发展。所以关注留学生学费定价,

研究留学生学费现状对我国提升留学

生教育质量有重要作用,这一课题需要

更多的人来关注和研究。 

3.2研究方法单一 

研究者主要采取文献分析法,少数

研究者采取比较研究法,极少涉及实证

研究及其他研究方法,缺乏对高校留学

生具体专业进行成本核算的研究。而不

同专业在我国国家战略定位、教育优

势、教育资源、定价机制等方面可能都

有较大差异,对各个具体专业都应该深

入研究。 

3.3研究深度不够 

国内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对留学生学

费制定进行整体,宏观的分析,没有从经

济学角度对具体学校某个专业来华留学

生教育成本构成进行详细研究,也没有

学界公认的学费定价的成功案例,目前

的研究结果对学费制定的指导意义还没

有显现。目前学费的研究很少涉及更详

细的各专业情况分析,来华留学生的学

费研究因为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院校的

具体情况不同而变得复杂,所以选取单

个专业来进行系统研究更为可取。对于

来华留学生学费定价的建议不够具体,

部分研究者只是整体地给出一个学费定

价的思路,没有更加具体的建议。 

4 未来我国留学生学费研究发

展趋势 

4.1研究方法更加多样 

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文献和我

国关于来华留学生的相关政策的分析上,

研究者多采取文献分析法,只有少数研

究者采取比较研究法。未来将更加重视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实证研究等方法将

更多地被使用。 

留学生学费定价和国内学生的学费

不同,由于留学生教育的私人产品属性

允许学校进行盈利,所以高校应该重视

留学生教育成本的核算。由于要考虑各

个地区的高等学校的教育成本和学科声

誉等因素的不同,要合理制定留学生学

费有一定难度。留学生生均教育成本的

数额对于学费制定有重要影响,研究可

以采取实证研究,高校及研究人员可以

组建专业团队来研究留学生生均成本,

而且应该建立调整机制,学费不能长期

不变,可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对学费价

格进行调整。 

4.2研究更加深入 

研究会选取具体的学校和专业来

进行深入研究。高校为了更为合理地制

定学费可以请专业的会计公司来对留

学生生均成本进行核算。比如2017年中

山大学委托某公司对学校学生2016年

度的生均成本进行测算,在不考虑在学

科系数的前提下,中山大学培养一个学

生的成本大概为70,542.64元。只有核

算清楚学校的生均教育成本,才能更加

合理地制定学费,目前进行了生均成本

测算的高校还非常少,中山大学的经验

值得借鉴,高校为了更为合理地制定学

费可以请专业的第三方来对留学生生

均成本进行核算。教育部发布的《关于

2015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

工作的实施意见》中也提出各省(区、

市)要对每年的生均教育成本进行监

审。与普通高等教育培养成本的核算相

比,高校应该注重对具有私人产品性质

的留学生项目进行成本核算,只有核算

清楚成本才能更好地制定留学生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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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发展留学生教育,既为其他国家

培养人才,也可以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

展做出贡献。 

4.3多学科研究人员合作 

来华留学生学费制定具有复杂性,

因为不同院校不同专业实际情况的不同

为来华留学生学费合理的制定带来一定

的难度。而且研究学费会涉及到成本的

测算,来华留学生学费研究对于研究者

们的专业要求较高,研究者需要有跨专

业背景,或多学科研究人员的合作才能

推进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4.4学费定价机制的研究将更受

重视 

由于学费的合理制定涉及到留学生

教育的长远发展,学费定价受到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不同高校专业水平和声誉、

国际大环境、教育成本、可利用教学资

源等的影响,未来还会从多途径、多角

度、多层次开展学费定价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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