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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通讯员李
适雅报道：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9年
度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相关数据。数据
显示，2019 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
数为 70.35 万人，较上一年度增加

4.14 万人，增长 6.25%；各类留学
回国人员总数为58.03万人，较

上一年度增加 6.09 万人，增
长11.73%。

1978 年 至
2019 年 度 ，中 国

各类出国留

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165.62
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或
研究；490.44 万人已完成学业，423.17
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
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6.28%。

另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英国大使
馆文化教育处数据显示，在2018/2019
年间，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向中国公民
签发第四层级签证（Tier4）近12万个，
较 2018 年 增 幅 达 20.86% 。 近 七 年
（2013-2019 年）中国大陆地区留学英
国人数呈现上升的趋势。

报告显示，STEM（科学、技术、
工程、数学）依然是热门专业，工程
专业排名第一，占总人数的20.5%，
但就读人数较去年再次减少，此次
下降 4.4%，为 220542 人。数学和
计算机科学就读人数上升0.9%，依
旧排名第二，占总数的19.1%。

商科虽然是国际生的热门专
业 ，但 是 同 比 下 降 了 4.2% ，为
174470人，占总数的16.2%。下降
幅度最大的是建筑专业，降幅高达
53% ；其 次 是 通 信 技 术 ，降 幅
20.9%。此外，教育专业人数也在
减少。

来自中国大陆学生的选择，这
一学年有所改变，选择最多的专业
是 数 学 和 计 算 机 科 学（占 比
21.2%），其次是商科（占比 17.5%）、
工程（占比 17.5%）、社会科学（占比
9%）、物 理 和 生 命 科 学（占 比
8.4%）。

报告还显示，在赴美留学的近
110万国际生当中，就读本科的人
数最多，约为 41.9 万人，比去年下
降 2.9%。而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只
有 37.4 万人，下降 0.9%。非学位
项 目 的 学 生 人 数 下 降 6.6% ，为
58201人。

疫情肆虐让海外学子承
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
这艰难的时刻，各国的学联起
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学联发挥着为留学生和
学者服务，切实解决方方面面
问题的作用。”德国慕尼黑公
派学者联合会副主席、慕尼黑
大学在读博士杜尚明对记者
表示。

据杜尚明介绍，在疫情期
间，慕尼黑公派学联在疫情期
间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当地
留学生和非留学生华人华侨
群体的防疫物资发放工作。

“除了防疫本身，公派学联还
组建专业新冠应急工作组，为
留学生提供了疫情通报和义
诊及就医帮助，聘请有疫情心
理干预经验的专家，开展了特
殊期的留学生心理讲座；另一
方面，学联建立了数个微信
群，持续在群里提供信息播报
和答疑，提供了各种租房信
息。”杜尚明表示。

近期是新生去德
国的高峰期，学联开
展了两场线上迎新讲
座，内容涉及领事保
护、安全、注册、落户、
租房、银行、防骗、购
物、出行等。

在意大利，全意

学联秘书长李秦鹏对记者表
示，疫情期间，全意学联始终
全心全意服务 2 万旅意中国
留学生。除了健康包的发放，

“还为一些因精神紧张焦虑而
产生的‘疑似病症’同学进行
心理疏导。”李秦鹏介绍，“在
第二波疫情期间，有个别中国
留学生不幸中招，在充分保护
个人隐私的情况下，我们与他
们保持积极联系，掌握事实近
况，在线上陪伴他们康复。”

与此同时，在英国、法国、
西班牙等国家，各地学联均发
挥了重要作用。“疫情期间，学
联很好地起到了上传下达的
作用，学联一直积极与使馆、
校方沟通，将第一手信息及时
传递到每位同学手里。”来自
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
拉大学的学联秘书陈同学表
示，“在最艰难的时候，学联为
同学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和
物质上力所能及的帮助。”

今年 5 月，全球管理咨询
公司麦肯锡发布了美国新生入
学 报 告《McKinsey’s Stu-
dent Enrollment Survey》，报
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5 月，有
8%的美国学生放弃入读美国
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15％的
学生可能至少延迟入学一个学
期，38%的学生处于观望考虑
的状态。数据不仅反映了美国
家庭在疫情下对 2020 年秋季
入学持有的态度，也为国际学
生提供了重要参考。

今年被美国杜克大学录取
的中国学生赵同学表示，“疫情
爆发后，国外很多大学都采取
线上授课的方式。假如我留在
国内上网课，就失去了体验国
外生活的机会，时差网络等因
素也可能会影响教学质量。如
果出国，又怕不安全。”校园生
活体验、学习质量、人身安全等
种种不确定因素，让许多2020
秋季入学的中国留学生重新思
考未来的学习计划，有些同学
选择放弃国外 offer 留在国内
深造，也有的像赵同学一样，选
择了间隔年（Gap Year）。

Gap Year，是一个对很多
中国学生来说稍显陌生，却在欧
美学生中十分流行的概念，包括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
诸多世界顶尖大学，都越来越鼓
励学生在进入大学前休学一年，
尝试自己想做的事情。

除疫情影响外，其他因素也
促使学生们选择间隔年。香港
中文大学(深圳)大四的易同学，
放弃了留学申请计划，报名了为
期半年的海外支教活动，想借此
提前判断自己是否具有独自在
国外学习生活的能力：“因为拖
延症，我现在都没考出满意的
GRE和TOFEL成绩，就算出国
也申请不到很好的学校。选择
一个英语国家做义工，既给了我
一个很好的语言学习环境，也能
丰富我的申请简历，对我明年的
申请很有帮助。”

美国间隔年协会数据显
示，60％的 Gap Year 学生认
为，间隔年使他们确认了自己
的职业或学术专业选择。88％
的 Gap Year 毕业生报告说，
间隔年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就业
能力。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通
讯员李适雅报道：近日，由全球
领先研究生商学院组成的美国
研 究 生 入 学 管 理 委 员 会
（GMAC）发布了2020年度申请
趋势调查。调查显示，在疫情影
响之下，2020 年商学院申请量
呈逆势增长。

据了解，各院校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招
生政策，2020 年度的报告重点
关注了亚太、加拿大、欧洲和美
国的录取趋势变化。

总体而言，疫情背景下，全
球商学院的需求逆势增长，几
乎 所 有 地 区 均 呈 现 增 长 。
2020 年，全球 67%的商学院项
目的申请量与 2019 年相比有
所增加。

从地区来看，各个竞争地区
的申请增长率存在差异。今年
有 67%的美国大学商学院项目
申请量增加，而加拿大和欧洲商
学院均超过了70%。

从课程类型来看，2020 年

度全球范围内申请人数量增
加的课程与前几年相比占比
更高。在参与 2020 年调查的
1000 多个课程中，67%的课程
申 请 人 数 有 所 增 加 。 其 中 ，
66%的 MBA 课程和 67%的商
科硕士课程的申请人数实现
增长。

结合地区和课程类型来看，
不同地区不同课程的申请增长
情况存在差异。加拿大和美国
呈现申请量提升的 MBA 课程
分别占比81%和70%。亚太、欧
洲和美国呈现申请量提升的商
科硕士课程分别占比64%、78%
和65%。

从录取率来看，全球各地的
录取率均有所提高，总体从去年
的 65%升到了 70%。但延期率
同样增幅明显。总体延期率从
2%提高至 6%。其中加拿大与
美国大学商学院项目的延期率
增长幅度最大。同时，MBA 项
目的延期率增幅大于商科硕士
项目。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
通讯员黄赟莹报道：近日，澳
大利亚政府发布了 485 毕业工
签（PSW）续签法案，法案将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 生 效 ，接 受
各位符合条件的留学生申请
续签。

据悉，485毕业工签分为两
类：Post-Study Work（PSW）
和Graduate Work（GW），此次
公 布 的 新 法 案 ，仅 适 用 于
PSW。 第 一 个 485 毕 业 工 签
PSW时长有效期根据学历不同
而有所不同，分别为：学士学位
（包括荣誉学位），工签 2年；授
课型硕士，工签 2 年；研究型硕
士，工签 3年；博士学位，工签 4
年。

根据政策显示，只有学习、
生活、工作都在偏远地区的国际
学生，才有资格申请毕业工签续
签；续签的时长取决于申请人所
在地区。例如在悉尼、墨尔本则

无法续签，在珀斯、阿德莱德、黄
金海岸等则可续签1年。

在续签申请时，申请人必须
持有 485 工签 PSW类别且第一
个 485 工签必须是基于在指定
偏远地区学校学习所获得的。
同时，续签的主申请人和副申请
人（家庭成员），意图在持有485
二签期间，仅生活，学习和工作
在指定偏远地区；续签的主申请
人在递交申请前，必须仅在指定
偏远地区生活，工作或学习，并
且最少在偏远地区已生活、工作
或学习满2年。

续签新法案建立在去年实
施的PSW毕业生工签新政的基
础上，根据留学毕业生所在地区
分为三个梯度，可续签的时长为
1-2年，博士生学历更能最长累
计停留6年。这意味着，符合续
签条件的留学生可以在毕业后
有更多时间熟悉当地，并累积更
多工作经验。

在美国际生 首降
中国依然是

1月20日生效

澳大利亚公布
485毕业工签PSW续签法案

美国研究生入学管委会发布报告：

全球商学院申请量逆势增长

疫情下
留学生

要不要选择
间隔年？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郑畅

近日，美国国际教育协
会（Institute of interna-
tional education，简 称
IIE）发布了《2020美国门户
开放报告》，报告显示，在美
国际生人数 13年来首次下
降，中国连续第11年成为美

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
源国。

2019年度
中国出国留学人员达70万

《2020美国门户开放报告》发布——

13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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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商科仍是大热专业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通讯员 李适雅

数据显示，中国连续第 11 年
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
2019/2020 学年有 372532 名学生
就读于本科、研究生、非学位和选
择性实践培训(OPT)项目，比上年
增加了 0.8%，中国学生占到全部
国际生数量的34.6%。

三大生源国中，除了中国，第
二第三分别是印度和韩国。数据
显示，中国学生是印度学生的 2
倍，是韩国学生的7倍。

学校方面，纽约大学连续七年
排名国际学生人数第一，东北大学
仍紧随其后。前十名还包括：南加
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伊
大学香槟分校、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分校、普渡大学西拉法
叶分校和波士顿大学。

跟 2019 年一样，2020 年吸引
留学生的前 10 个州分别是加州、
纽约州、德克萨斯州、马萨诸塞州、
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佛罗
里达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印
第安纳州。

第一名的加州，2020 年国际
生人数稍有减少。作为国际金融
中心的纽约州，2020 年比 2019 年
增加了 2.1%的国际生，其中大多
数国际生都就读于纽约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
校和康奈尔大学。

中国依然是最大生源国

《门户开放》（Open Doors）
是由 IIE主办的一个综合信息平
台。自 1919 年成立以来，IIE每
年11月份都会基于全美近3000
所高校的调查结果，在年底前公
布数据。这份调查涉及留美学
生的生源地、财政来源、研究领
域、主要学校、学术水平和人数
的增长情况，还有国际学生对本
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等这些领域，
这也被认为是美国留学领域对
留学生现状表现最为权威的相
关数据。

《2020 美国门户开放报告》
显示，在 2019 到 2020 学年中，

美国国际生总数为 1075496 人，
这已是美国国际生人数连续第
五年超过100万，但比2019年减
少 了 1.8％ ，这 也 是 自 2005-
2006学年以来13年间的首次下
降。尽管如此，国际学生仍占美
国高等教育总人口的5.5％。

数据还显示，2019年国际学
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约 410 亿
美元，比上一年降低不少。此
外，在 2019/2020 学年，本科生
数量依旧下滑，这已经是连续第
四年出现下滑，而研究生仍呈增
长趋势，但增势放缓，2020 年同
比仅增0.4%。

在美国际生13年来首次下降A

B C

受到疫情的影响，现在仍
在海外的留学生基本都选择尽
量宅家。“疫情给我的生活带来
的影响其实蛮大的，我是学艺
术品市场的，更多的是需要去
博物馆参观学习，去拍卖预展
上手实物积累经验，但因为疫
情，不能像以前一样正常去这
些地方学习，封城期间更是哪
儿都不能去，一个人待在家学
习和生活。”来自巴黎高等文
化艺术管理学院的张同学表
示。

疫情期间，不少院校都选
择在线上上课。“一开始是线
下，二次暴发的时候改成了线
上上课。考试采取 Teams+
Campus Virtual 的形式。线
上的上课模式能很好地保护
学生安全，还能保证学习进度
不被打破，但就是不能和同学
们的交流，而且因为在家上
课，自制力会有些缺乏，上课
偶尔走神。”在西班牙奥维耶
多上学的 Rafael 同学对记者
说。

宅家的生活，却带来了生
活技能的提升。“尤其是厨艺
水平，提升很多！”德国慕尼
黑大学在读博士唐同学笑言，
国外消费水平较高，留学生在
家自己做饭属于普遍状况，

“比如我热衷于美食料理，基

本上每个月会解锁几种新菜
式。”

“同学们拿手的菜有很
多，鸡汤、南瓜饼、红薯饼、虾
仁炒米粉、炖排骨、凉拌鸡爪、
烤扇贝……超市有什么，我们
就想办法做什么。”在奥维耶
多求学的Olivia对记者介绍。

有 同 学 甚 至 学 会 了 种
菜。 罗马美术学院的兔子同
学在阳台上种了青菜和 葱
蒜，”现在宅在家的时间长，喜
欢做些要慢慢煮的东西，比如
卤牛腱、炖汤”。闲下来时，兔
子还会和朋友一起联机 玩
switch，最近还买了一台电钢
琴练琴解解压：“印象深刻的
是，有一天大家举办了一个阳
台音乐会，那是我第一次认全
了附近的所有邻居。”

疫情也在悄悄改变着大
家的心态。兔子说，这段时
间，感觉自己有些抑郁：“这大
半年，一直是一个人学习、一
个人吃饭、一个人自娱自乐，
可能一点不顺心的小事会无
限扩大黑暗面。”但是，也有同
学心态变得更稳重，“现在和
国内的亲人之间的交流更多
了，可能度过了刚开始不适应
的阶段，更能沉下来心来学
习、思考。”在奥维耶多求学
的Roque说。

海外学子：
学会了种菜，还开了阳台音乐会

当地学联：
联络海外学子的纽带

图/视觉中国

疫情下的海外学子：

学会了种菜，
还开了场阳台音乐会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目前，伴随着国内的疫情渐趋稳定，国外
的疫情却有抬头之势。不少留学生因为各种
原因留在海外继续学业。他们在海外的安全
和衣食住行牵动着许多家庭的心。他们在国
外怎样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记者采访了
部分身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当地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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