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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出国留学的家庭期待、社会影响与反思
王效柳，刘悦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１６００）

［摘　要］中国学生出国留学，１９４９年之前主要有政府出资和家庭出资２种形式，新中国成立后至
改革开放初期以政府出资为主，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有国家、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３种形式，而当前自费
留学井喷式增长，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有一种强烈的留学愿望。自费留学者的家庭类型主要

有３种：经商家庭、公务员家庭和工薪家庭。父母选择子女出国留学的心理主要有４种类型：一是
希望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是为了子女回国后有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盲目从众攀比；四是

希望通过出国留学增加在该国就业的机会，进而实现移民的目的。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

促进中国留学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首先，父母应对孩子出国学习的必要性有

一个正确的评估，期望值不能与现实脱节；其次，父母在决定送子女出国留学前应充分考虑到家庭

经济承受能力；再次，父母应根据孩子所学的专业特点来确定是否有必要出国留学。因此，在对待

子女出国留学问题上，父母应秉持理性的态度，选择一种最恰当从而最正确的培养途径。

［关键词］出国留学；家庭出资；心理期待；低龄化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８．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８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事业
的发展与政策上的宽松，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将子

女孩子送往国外接受教育。据教育部统计，２０１３年
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４１．３９万人，比２０１２年增长
了３．５８％［１］。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家长选择送

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当下中国的教育是否存在一

些问题？目前的教育内容是不是已无法满足学生和

家长的需求？这些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对留学热这一现象进行过

分析与思考，如对中学生、高校毕业生、富二代出国

留学的动机进行分析等。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和思

考我国的留学热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但往

往都是立足于出国留学的主体来进行的分析。本文

拟在结合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面对当前出现的留学

热潮，从父母的心理期望方面进行分析，考察不同经

济状况的父母对于子女出国留学的态度和支持程

度，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留学热背后的社会心理基

础，总结留学热带来的积极和消极２个方面的社会

影响。

　　一、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历史与

动因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大致经历４个阶段，这些阶
段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或由政府公派，或自费

出国。可以说，以前的出国留学大多是量力而行，并

没有表现出某种热度，而近些年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突然急剧升温。

１．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历史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历史虽不算久远，但从

１８４７年中国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算起，中国学生的
出国留学史已逾百年。在过去的１６０多年的时间
里，中国学生的出国留学主要经历了４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１９４９年之前。容闳、黄宽等人随传教士赴美
留学，开启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先河。从清政府派遣

幼童前往美国学习军事技术，到民间个人出资出国

留学，如鲁迅、郭沫若、周恩来、邓小平等先后出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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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国留学的目的也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转变为向西方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真理。第二阶段

为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促进国家经
济的复苏，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和学习他国的先进

经验，由国家选拔人才公派出国。由于当时中国在

冷战中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因此留学的目的地主要

是苏联，以学习军事科技为主，也有少数留学生去欧

洲国家学习语言。第三阶段是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这
段时期留学生人数稳步增长，通过国家公派留学、单

位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３种渠道前往不同的国家进
行学习。２００４年底公布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在海外的留学人员遍及世界各地，甚至连梵蒂冈、斐

济等小国家都能见到我国留学生的身影，其中自费

留学占留学人员总数的 ８０％。［２］第四阶段是 ２０００
年以后。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留学生人数急剧上
升，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 ３０５．８６
万人，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留学生输出国。［１］改革开

放以来，出国留学状况发生了极大改变，由之前的政

治学习目的转为个人深造，出国留学人员不再只是

大学生，而是高中生、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有，

出国的目的地也由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转移到西方

发达国家。调查显示，中国自费出国留学前往美英

澳加４个国家的人数占中国留学生总数的７５％以
上，其中美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３］出国人员年龄

呈现低龄化态势。《２０１３年中国留学生白皮书》指
出，２０１２年中国国际教育展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计
划出国留学的学生学历层次方面，本科生占５１％，
高中生占 ３８％。《２０１３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指
出，在有留学意向的高中生中，有５９％的人表示希
望高中毕业就出国，１８％的人表示出国读高中；１４％
的人表示大学毕业后再留学；９％的人表示先考国内
大学试试。［４］

２．近年来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动因
目前，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发展、

民族的振兴，加速了社会对人才的渴求。在洋务运

动时期，中国便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希望通过学习

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知识来拯救清王朝，“师夷

长技以制夷”。而如今，中国政府也希望通过运用

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促进国家的强盛，因此，

对于留学回国人员日益重视，这也成了父母对子女

出国留学热衷的动因。中国父母自古就有“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心理，父母希望子女的学业水平和

未来生活能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希冀子女通过

知识而改变命运，进而光宗耀祖。同时，子女的成就

可以成为父母们相互攀比的资本，这种攀比心理虽

然是不恰当的，却深深地植根于人的本性中，因此父

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由于社会对”海

归“的重视，父母希望通过这一途径使得子女出人

头地，实现他们的期望。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

系日益密切，中国高等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进一

步扩大，中外高校之间合作办学越来越多，出现了许

多”国内加国外“学习模式的学科专业，这无形中为

学生增加了出国学习的机会。同时，许多留学中介

机构纷纷建立，出国留学迎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

期，逐渐形成了一股留学热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日益深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出国留学的费用相对来说降

低了，这使得一些普通的家庭也能够担负得起出国

的费用。加之政府对出国留学政策的调整，出国门

槛有所降低，出国留学已不再遥不可及。目前，“留

学已经成为我国学生继升学和就业之后的第三条出

路”［５］。

总之，１９４９年之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主要是政
府出资和家庭出资２种形式；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
开放初期以政府出资为主；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有国家、
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３种形式；而当前自费留学井
喷式增长，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有一种强烈的

留学愿望。

　　二、自费留学的家庭类型

出国留学的费用，不同目的国情况不太一样，但

是，大体来看都不是一个小数目。例如，去美国留

学，读完 ４年本科，费用大概需要 １００万元人民
币［６］；在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留学，费用各不相等。

对于一个中国的普通家庭来说，要担负起孩子出国

留学的高昂费用是有一定困难的。目前在中国，父

母选择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类型主要有以下

３种。
１．经商家庭
胡润联合兴业银行发布的《２０１２中国高净值

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显示，中国个人资产在６００
万元以上的高净值者达到 ２７０万人，平均年龄为
３９岁；亿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者约６．３５万人，平
均年龄为４１岁。前者有８５％的人计划送子女出
国留学，后者有９０％的人计划送子女出国留学［７］。

在这些富户中，大多是经商家庭。由于受儒家文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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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影响，中国家长普遍重视子女的学历水平和

受教育程度，希望子女在学历上能超越自己，至少

也要达到自己的水平，或者将自己未完成的梦想

寄希望于下一代完成，因而往往对子女抱有较高

的期望。由于这类家庭经济实力雄厚，能为子女

提供出国留学所需的高昂费用，故不管是出于继

续深造的目的还是仅仅为没有考上大学的子女提

供另一种学习的途径，父母都倾向于选择送子女

出国留学这一受教育方式。

２．公务员家庭
有学者认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和

职业地位呈正相关。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ＭｅｌｖｉｎＬ．
Ｋｏｈｎ［８］认为，人们所处的阶级与他们的工作经验，
不但影响到个人的人格取向及其价值观，还会把这

些工作经验所塑造的人格取向和价值观带进家庭，

传递到子女身上，从而影响子女的价值观和行为。

作为公务员家庭的父母往往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着

较高的学历，受到自身职业地位和周围生活环境的

影响，他们有能力并且希望送子女出国留学。

３．工薪家庭
中国大部分家庭都属于工薪家庭，他们虽有送

子女出国留学的意愿却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

多选择留学费用比较低的国家，如荷兰、乌克兰、新

加坡、韩国等，每年只需１０万元人民币左右。同时，
这些国家的教育质量也比较好，如乌克兰、波兰等国

的教育质量均处于欧洲前列，并且也有不少享有盛

名的大学。还有一些学生，虽然家庭不具备给其提

供出国留学所需的经济条件，但由于其品学兼优，可

通过申请奖学金或勤工俭学的方式减轻家里的负

担，实现出国留学的梦想。他们若被美国、澳洲等名

校录取，如美国纽约州立、加州州立、堪萨斯州立等

６０所经中国教育部认证的名校，便有机会获得
５０％～１００％的奖学金，最高额度达上万美金。

　　三、自费留学的家庭期待

教育部２００９年２月第６次新闻发布会披露，从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１３９．１５万人，２００８年全年出国留学人数高达１７．９８
万人，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数１６．１６万人，占当年出
国留学人员总数的８９．９％。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底，中国
在外留学人员总数已达 １４２万。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年
均出国留学人数增长超过２３％，中国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留学生生源国。［９］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出国留学
人数统计具体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统计表

年份
出国留学

人数／人
自费出国留学

人数／人
自费留学人数

比率／％

２０００ ３８９８９ ３２２９３ ８２．８
２００１ ８３９７３ ７６０５２ ９０．６
２００２ １２５１７９ １１７０００ ９３．５
２００３ １１７３０７ １０９２００ ９３．１
２００４ １１４６８２ １０４２８１ ９１．０
２００５ １１８５１５ １０６５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３４０００ １２１０００ ９０．３
２００７ １４４０００ １２９０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７９８００ １６１６００ ８９．９
２００９ ２２９３００ ２０９４００ ９１．６３
２０１０ ２８４７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 ９１．３２
２０１１ ３３９７００ ３１４８００ ９２．６７
２０１２ ３９９６００ ３７４５００ ９３．７２
２０１３ ４１３９００ ３８４３００ ９２．８５

　注：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统计资料整理。

近年留学热的形成与父母对子女出国留学的心

理期望密不可分。父母对子女出国留学的心理，归

结起来主要有以下４种类型。
第一，希望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随着高考制

度的恢复，中国的教育事业日益受到重视，目前的教

育质量和水平已有很大提升，但国人普遍认为，国外

的教育具有更多的自由性和选择性，知名高校多，可

以保证更好的教学质量。在当今世界著名大学前

１００名排名中，６０％为欧美大学，前５０名中亚洲仅
有１１所。［１０］据启得教育集团的调查，３９％的人选择
留学国家的首要因素是教育质量；选择学校考虑最

多的是专业排名（占３１％）。［１１］在中国，高考是衡量
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越来越多高考失利

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而父母也更愿意倾尽全力送

子女出国接受国外的教育，以便让子女继续接受教

育，同时又能提高外语口语水平。

第二，为了子女回国后有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知名高校毕业是毕业生拥有较好职业和工作机会

的重要砝码。现如今，随着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的

逐年增多，就业压力也不断增大，工作难、就业难问

题成为困扰父母和子女的现实问题。近年来，国家

在对留学回国人员采取一系列特殊的优惠和鼓励政

策的同时，不断开放留学市场，出台各类优惠政策，

这使得家长鼓动子女出国留学和青年人自身渴望出

国留学的热情越来越高，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认

识：国外的学位含金量高；要想立业，先要留学。因

此，有更多的父母会选择送子女出国深造，希望通过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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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镀金”，使子女回国后在就业方面更具有竞争

力，为子女未来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加筹码。

第三，盲目从众攀比。有些父母对于出国留学

本身并不是很了解，仅仅是因为看到这股“出国

热”，而盲目认为出国留学对子女一定是最好的。

这类父母既不知道子女是否适合出国留学，也不了

解出国留学的利弊，在送子女出国留学前缺乏必要

的心理准备，糊里糊涂地就为子女选择了这么一条

出路。

第四，希望通过出国留学增加在留学国就业的

机会，进而达到移民的目的。这类父母比较向往西

方的生活方式，将出国作为达成最终移民目的的一

个跳板。他们在为孩子选择出国留学时有着比较理

性的态度，将子女的学业水平与未来的发展和职业

规划联系在了一起。

　　四、自费留学的社会影响

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会对社会、家

庭和子女产生一定的影响。出国留学与任何事物一

样，具有两面性，其社会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

消极的一面。

１．积极影响
从社会层面看，在信息化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

今天，出国留学对于中国了解与认识世界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加之

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人逐渐

认识到了解世界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与留学事业的

发展，以及大批留学生的回国，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世

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另外，留学生还成为传

播文化和沟通友谊的桥梁，他们不仅学习到了外国

优秀的文化，提高了外语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文

化在国外的传播。

从个体层面看，出国留学大大促进了学生健康

成长。根据“皮格马利翁效应”，人们基于对某种情

境的知觉而形成的期望或预言，会使该情境产生适

应这一期望或预言的效应，它暗示人们会不自觉地

受到他人期望的影响。赞美、信任和期待能给人提

供能量，改变人的行为。当一个人获得另一个人的

信任、赞美时，他便感觉获得了社会支持，从而增强

了自我价值，变得自信、自尊，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

动力，并尽力达到对方的期待，以避免对方失望，从

而维持这种社会支持的连续性。［１２］送子女出国留学

这一行为本身就暗含着父母对子女的美好期望，不

管父母出于何种心理，一切为了孩子都是这一行为

的最终目的。因此，父母对子女未来学业或生活上

的期望，会成为子女不断进取的动力，这使得出国留

学不仅能够获得一张很好的学历文凭，也锻炼了留

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

２．消极影响
出国留学的热潮对国内的大学会形成一定的压

力，特别是出国留学逐渐出现低龄化趋势，对中国高

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一些留学生

毕业后选择留在国外并取得他国国籍，对中国社会

来说，属于严重的人才流失。

父母的期望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留学怪现象。比

如，一些孩子，由于父母提供着足够的经济支持，在

国外吃喝玩乐、不思进取，个别的在出国后，发现原

来国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于是便偷偷地潜回

国内大肆挥霍；还有一些留学生学业成绩不尽如人

意，又不敢告诉父母，便选择钱钟书先生在《围城》

中所说的“克莱登大学”，最终只拿到一张国内外都

不承认的文凭。

此外，留学回国的学生大多有一种“蝙蝠心

态”，他们认为自己接受过国外的文化和教育，理应

享受更好的待遇。同时，随着留学人数的日益增多，

留学生身价的不断贬值，人们对这些留学生也有着

一种心理落差，认为其并没有达到留学生应当有的

素质。所以许多留学生回国后的工作生活并不十分

理想。

　　五、对自费留学的反思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出国留学也是如此。父

母对于子女的出国留学问题要有准确的判断，要在

听取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其利弊得失做充分的

评估，不要跟风和盲从。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很好地

利用留学机会拓展自己的视野，学到有用的知识。

首先，作为父母，对孩子出国学习的必要性要有

一个正确的评估，期望值不能与现实脱节。也就是

说，不应对子女有着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否则不仅

自身会有心理落差，也会给子女造成一定程度的心

理压力。

其次，父母在决定送子女出国留学前应充分考

虑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如果家庭经济条件确实宽

裕，足以支付子女的留学费用，那么，为了拓宽孩子

的眼界，可以考虑让子女出国留学。

再次，父母应根据子女所学的专业特点来确定

是否有必要出国留学。某些专业国外的研究确实领

先于国内，若子女选择学习这样的专业，在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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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情况下，父母可以考虑送子女出国留学做专

门研究。若子女所学的学科专业国内已发展得较为

成熟，其研究水平已位于世界领先之列，或一些学科

本身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没有出国留学的

必要。

总之，父母期望子女成才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们应看到，一方面，成才的途径有很多，只要能

够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都能够实现孩子的自身

价值，也都会给家庭带来荣耀；另一方面，家长应该

认识到，由于出国留学人数的不断增多，留学去向国

家的大中小学校良莠不齐，出国留学生并不一定都

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甚至有的反而可能荒废了学

业，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变为“海带”的现象便是

证明。另外，也应该认识到，很多“土生土长”的学

生在国内也能够抓住机会获得较好发展，更能够游

刃有余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因此，在对待子女

出国留学问题上，父母应持更加理性的态度，把对孩

子的期望与孩子自身的条件做充分的评估，从而选

择一种最恰当从而最正确的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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