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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经历了萌芽起步期、缓慢发展期、
迅速上升期、衰落低谷期和重整恢复期五个阶段ꎬ目前呈现稳健、快速的发

展态势ꎮ 其中ꎬ在教育服务出口的数量及规模、教育服务出口的辐射范围、
教育服务产品供给等方面成绩斐然ꎬ但也存在着培养层次偏低、整体发展不

平衡、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ꎮ 为此ꎬ俄联邦政府采取了诸多针对性的措施ꎮ
俄罗斯在教育服务出口领域的经验对中国加速推进该领域发展有所启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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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浪潮的推动下ꎬ一国的教育必

须要融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ꎮ ２００９ 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

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指出ꎬ包含跨境教育服务在内的学术流动是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和效益的重要因素①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随着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ꎬ俄联

邦政府也意识到吸引外国公民赴俄留学的重要性———为国家发展获取直接经

济效益、巩固地缘政治及经济地位、缓解人口下降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②ꎬ因而

—１１１—

①

②

２００９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ＥＳＣＯꎬＰａｒｉｓꎬ５ － 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９)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ＱＵＥ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 ＨＱ / ＥＤ / ＥＤ / ｐｄｆ / ＷＣＨＥ＿２００９
/ ＦＩＮＡＬ％２０ＣＯＭ ＭＵＮＩＱＵＥ％２０ＷＣＨＥ％２０２００９ ｐｄｆ

Д В Огневꎬ Я И Тулаева Об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как один из
приоритетных показателей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уза: состояниеꎬ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Актуа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атериалы ＩＩＩ
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 конф (г Уфаꎬиюнь ２０１４ г ) ２０１４ С １９ － ２２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不断加快教育服务出口的步伐ꎮ
境外消费是指在一成员国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消费者提供的服务ꎬ

其特点是服务消费者必须进入服务提供国①ꎮ 近年ꎬ随着留学生规模的急剧

膨胀ꎬ境外消费已成为教育服务出口中最主要、最具产业化以及开放程度最

高的教育形式ꎬ其规模和水平远远超过跨境交付、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三

种方式ꎮ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ꎬ境外消费发展迅速ꎬ价值巨大ꎬ涉及巨额外汇流

动ꎬ已成为留学接收国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力ꎮ 因此ꎬ大力发展教

育服务出口有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教育质量、完善其教育体制、增强教育国

际竞争力ꎮ 目前ꎬ俄罗斯已被联合国列入对外国留学生最具吸引力的六大国

家之一②ꎬ故本文主要从境外消费的视角探讨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ꎮ

一　 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的历史回顾

(一)萌芽起步期

早在 １８６５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期ꎬ俄国教育部便通过了一项«关于在

本国内部培训教育外国公民的可行性决议»③ꎬ该文件的出台被视为俄罗斯

教育服务出口的开端ꎮ １９ 世纪下半叶ꎬ俄罗斯的留学生主要来自保加利亚、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地区ꎮ 革命前的沙俄

帝国对外国公民的教育培训处于萌芽与起步阶段ꎬ教育培训实施免学费制ꎮ
(二)缓慢发展期

１９１７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ꎬ随着苏俄国内战火平息以及经济上的国际封锁

和外交上的孤立局面逐渐被打破ꎮ 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ꎬ经由俄共(布)创办的专门

培训俄罗斯东部少数民族地区及东方国家革命骨干的国际性高级党校———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正式诞生ꎮ 为了巩固新政权ꎬ培养苏维埃红色政权

所需要的大批干部提上议事日程ꎬ苏维埃政府恢复了邀请外国人赴俄学习的

制度ꎮ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分国内及国外两个部门招生ꎬ其中国外部主

要招收来自中国、日本、印尼、伊朗、土耳其、蒙古国和朝鲜的外国留学生ꎮ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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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１ 年年底ꎬ在校生达 ７１３ 人ꎬ分别来自 ４４ 个国家①ꎮ 从建校之日起ꎬ东方

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担负着“教育 ＋革命”的双重使命:不仅要为苏联培养

民族储备干部ꎬ而且要培养能符合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劳动群众革命要求的

干部ꎮ 但是ꎬ由于苏联社会的封闭性及其对外国公民的疑虑和不信任加剧ꎬ直
到 ２０ 世纪中叶ꎬ外国留学生、进修生、研究生在苏的培训教育发展缓慢ꎮ

(三)迅速上升期

１９４４ 年ꎬ人民委员会将 １９４３ 年创建的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国际

学院改组为独立的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现为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ꎮ
自 １９４６ 年起ꎬ外国留学生开始前往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ꎬ首次入学人数

为 ２００ 人ꎮ １９６０ 年苏联政府决定成立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ꎬ五年后该校送走

了来自世界 ４７ 个国家的 ２２８ 名首届毕业生ꎮ 在“冷战”背景下ꎬ苏联将高等

教育视为“意识形态的武器”ꎬ不断借此提升国家软实力ꎮ １９５０ ~ １９８０ 年ꎬ在
苏联接受高等教育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大幅增加ꎮ 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主要来

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苏联友好国家ꎮ １９５０ 年ꎬ苏联外国留学生人

数为 ５ ９００ 名(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 ０ ５％ ꎬ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 ５ ４％ )ꎮ 到

１９８０ 年ꎬ苏联外国留学生人数达到 ８ ８３ 万人(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 １ ７％ ꎬ
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 ９ ６％ )ꎬ且 ７０％的留学生集中在联邦高校②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已有超过 １２ ６５ 万名外国留学生在俄学习(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 ２ ６％ ꎬ占世

界留学生总数的 １０ ８％ )ꎬ仅次于美国和法国ꎬ居世界第 ３ 位③ꎮ 此外ꎬ在苏

联政府的协助下ꎬ俄罗斯的跨境教育呈“井喷式”发展ꎬ先后在 ３６ 个国家建立

起 ６６ 所高等教育机构、２３ 所中等教育机构、４００ 多所职业教育中心以及 ５ 所

中小学④ꎮ 该时期苏联的高等教育水平世界领先ꎬ赴俄留学对很多国家的留

学生而言堪称无上光荣之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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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衰落低谷期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后ꎬ俄罗斯经济急剧滑坡ꎬ社会动荡不安ꎮ 受国内严重

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影响ꎬ俄罗斯政府颁布停止由国家预算支持外国留学生的

决议ꎬ把招收留学生的权利交给各大高等院校ꎮ 但是ꎬ俄罗斯诸多高校在招

收留学生方面经验匮乏ꎬ加之资金不足ꎬ导致留学生招收工作困难重重ꎬ这一

时期赴俄留学的学生数量一度下滑ꎮ 据统计ꎬ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９ 年俄罗斯损失了近

２ / ３ 的教育市场①ꎮ １９９５ 年在俄留学生人数为 ７ ３ 万人(比苏联解体前夕减

少 ５８％ )ꎮ 同一时期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外国留学生

人数分别增长 ２ ９７ 倍、１ ４ 倍、６５％ 、５９％和 ７％ ②ꎮ 与此同时ꎬ俄罗斯国内大

学生赴境外留学以及教师、科研人员等人才外流现象日益严重ꎮ 俄罗斯科学

研究统计中心的调查显示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重点高校

中ꎬ一半以上的学生有出国学习的意向③ꎮ 由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公共服务学

院与高等经济学院联合编写的报告«２０２０ 战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新的

社会政策»指出ꎬ受历史因素的影响ꎬ苏联时期难以推进高等教育ꎬ苏联国家

统计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ꎬ只有不到 ２５％ 的年轻人有机会进入大学学

习④ꎮ 可以说ꎬ该阶段的俄罗斯教育发展进入下滑期ꎮ
(五)重整恢复期

严峻的形势迫使俄罗斯政府重新调整对外教育政策ꎬ以尽快恢复其高等

教育的发展ꎬ改变自身在国际留学服务市场日渐式微的状况ꎮ １９９６ 年ꎬ俄罗

斯政府通过«关于发展在教育领域与外国合作的工作报告»ꎮ １９９７ 年ꎬ俄罗

斯与世界 ６８ 个国家签署了 １４３ 份政府间和部门间教育领域合作协议ꎬ教育

改革的实施使苏联时期积累的教育优势得以重新发挥作用⑤ꎮ ２００１ 年俄罗

斯开始恢复由政府向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项目⑥ꎮ ２００２ 年俄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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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关于将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作为联邦教育发展大纲中优先发展方向之

一的计划»ꎬ并对外开放奖学金项目ꎮ ２００３ 年俄罗斯融入“博洛尼亚进程”ꎬ
为该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ꎮ 为了增强对外国留学生

的吸引力ꎬ俄罗斯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服务出口的发展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俄

联邦制定«发展俄罗斯教育系统出口潜力优先项目»ꎬ规定到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

全日制留学生总数将达到 ３１ 万人ꎬ到 ２０２５ 年将达到 ７１ 万人ꎮ 在此基础上

公布了首批参与«俄罗斯教育出口潜力提升项目»的 ３９ 所高校名单①ꎬ旨在

提升俄罗斯教育在全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ꎬ打造世界教育服务市场中的俄罗

斯名片ꎮ

二　 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的发展现状

(一)教育服务出口规模逐年扩大ꎬ赴俄留学人数不断增加

２０１８ 年ꎬ全球国际留学生总数约为 ５００ 万人ꎬ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预

测ꎬ到 ２０２５ 年该数字有望突破 ７００ 万②ꎮ 在全球教育服务出口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的形势下ꎬ美、英、澳等传统领导者在该领域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有所下

降ꎮ 世界教育服务出口市场的参与者不断发挥自身优势ꎬ提高教育质量ꎬ力
求增强核心竞争力ꎮ 据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社会学研究中心统计ꎬ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学年ꎬ赴俄留学的全日制外国公民人数增长三倍ꎬ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学年在俄留学生突破 ２４ 万人ꎬ超出计划目标 ６ ２００ 人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７ 年ꎬ在俄留学生人数翻了一番(见图 １)③ꎮ 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ꎬ在俄罗斯高

校及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接受全日制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将增至 ７１ 万人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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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５ 年俄罗斯留学生数量变化情况

资料 来 源: Е В Клюшникова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ключевых проблем экспорт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 / Вестник Твер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верской

Инноцентр. Серия:экономика ２０１７

(二)留学地缘效应显著ꎬ教育服务出口辐射区以独联体及周边国家为主

苏联时期ꎬ受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ꎬ俄罗斯的留学生主要来自苏联友好

国家ꎮ 据统计ꎬ１９５０ ~ １９８６ 年来自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留学生占 ３３ ２％ ꎬ亚
洲地区留学生占 ２６ ７％ ꎬ亚撒哈拉地区留学生占 １２ ６％ ꎬ中东及北非地区留

学生占 １２ ５％ ꎬ拉丁美洲留学生占 １１ ８％ ①ꎮ
苏联解体后ꎬ俄罗斯更加积极地推动对独联体的长期发展战略———构建

俄罗斯大学分支机构ꎬ向试点项目发放俄语教科书以及派遣俄罗斯任课教

师ꎬ组织专家进行系统培训ꎬ增加公费留学生的名额ꎬ积极推动与独联体国家

达成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证书的协议等ꎮ 因此ꎬ教育服务出口的地缘效应更

加显著ꎮ 以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学年为例ꎬ独联体国家在俄留学生总数约为 ２１ 万人ꎮ
在全日制教育形式中ꎬ独联体国家留学生占在俄留学生总数的 ５３％ ꎻ从非全

日制教育形式看ꎬ独联体国家留学生占在俄留学生总数的 ９６ ３％ ②ꎮ 哈萨克

斯坦、中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俄的全日制留学生人

数依次居前 ５ 位ꎮ 从地域分布看ꎬ在俄留学生以亚非国家居多ꎬ欧美国家较

少ꎻ从教育服务出口需求主体的经济发展状况看ꎬ发展中国家居多ꎬ发达国家

较少ꎮ

—６１１—

①

②

А Л Арефьев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и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слу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уск ８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уки и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 :Центр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２０１８

А Л Арефьев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и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слу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уск ９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уки и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 :Центр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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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服务出口以本科层次为主ꎬ硕博等高层次出口潜力较大

目前ꎬ俄罗斯高校中外国留学生约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 ４％ ꎬ而俄罗斯本

国学生赴海外学习的人数不到 ０ ８％ ꎬ这种“人才涌入”的情况基本类似于英

美等老牌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国①ꎮ 但是ꎬ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服务出口水平的

重要指标不仅在于该国留学生数量的多少ꎬ更取决于该国生源质量及其学历

层次ꎮ
从目前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的学历层次看ꎬ攻读本科及专家学位②的国

际留学生占据主导地位ꎬ并且该层次的在俄留学生数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

头ꎬ而硕博层次的教育服务出口产品所占份额较少ꎮ 由表 １ 可知ꎬ近三年俄

罗斯硕士及以上层次的外国留学生占比不超过 １５％ ꎬ而发达国家的高学历国

际留学生占比高于 ２０％ ③ꎮ 由此可见ꎬ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的学历层次及高

校的国际化能力有待提高ꎮ

表 １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全日制留学生学历层次构成情况 (单位:万人)

学年 预科 本科(４ 年) 专家(５ 年) 硕士 副博士 博士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１ ９５７ ５ ９ １０１ ３ ４ ３４２ ５ １ ８１１ ７ ０ ５８９ ６ ０ ００３ ９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２ ５２９ ９ １０ ４４９ ３ ４ ９５８ ５ ２ １１４ １ ０ ６４２ ７ ０ ００５ １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２ ５０１ ２ １１ ４６７ ８ ５ ７５３ ６ ２ １８０ ２ ０ ６９５ ３ ０ ００５ ３

　 　 资 料 来 源: Об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ях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уск １５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 : Центр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２０１８ꎻ
А Л Арефьев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и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слуг: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уск
９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уки и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 : Центр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２０１９

(四)保持传统学科比较优势ꎬ扩大教育服务出口的学科门类

苏联解体前夕ꎬ俄罗斯留学生的专业设置主要以工程类为主ꎬ占 ５３％ ꎮ
经过近 ３０ 年的发展ꎬ目前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的专业设置在保持工科优势

—７１１—

①

②

③

Двенадцать решений для нов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доклад Центр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разработок и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М :НИУ ВШЭ ２０１８

специалитет 是指学生高中毕业后ꎬ经过 ５ 年或 ５ 年半的高等教育ꎬ可获得 专家学

位ꎮ 鉴于俄罗斯教育国际化进程的需要ꎬ该学位于 ２０１５ 年被学士学位 бакалавриат 取代

(医学、军事、法律和经济专业除外)ꎮ ｈｔｔｐｓ: / / ｋｔｏｎａｎｏｖｅｎｋｏｇｏ ｒｕ / ｖｏｐｒｏｓｙ － ｉ － ｏｔｖｅｔｙ / ｓｐｅｃｉ￣
ａｌｉｔｅｔ － ｃｈｔｏ － ｅｈｔｏ － ｔａｋｏｅ － ｃｈｅｍ － ｏｔｌｉｃｈａｅｔｓｙａ － ｏｔ － ｂａｋａｌａｖｒｉａｔａ － ｉ － ｃｈｔｏ － ｌｕｃｈｓｈｅ ｈｔｍｌ

Двенадцать решений для нов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доклад Центр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разработок и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М :НИУ ВШЭ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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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ꎬ学科门类更加广泛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学年在赴俄留学生所选专业中ꎬ工
程类占 ２２ ５％ 、医学占 ２０％ 、经济与管理占 １３ ２％ 、人文社科类占 １２ １％ 、俄
语占 １０ ９％ 、自然科学与精密科学占 ４ ８％ ①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与苏联时期一

样ꎬ工科类专业依旧是赴俄留学生的首选专业ꎬ这凸显俄罗斯作为工科教育

强国的优势ꎮ
随着俄罗斯经济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ꎬ建筑学、冶金、机械制造、材料

加工等专业备受留学生青睐②ꎬ竞争优势显著ꎮ 此外ꎬ医学类、经管类及俄语

的优势在教育服务出口中也较为突出ꎬ成为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的重点产

品ꎮ 但是ꎬ文化及艺术类专业占比不高ꎬ仅占 ２ ５％ ꎬ俄罗斯艺术强国的优势

尚未在教育服务出口中体现出来ꎬ有待继续挖掘ꎮ
(五)教育服务出口供给主体的地域分布与地区经济发达状况高度相关

俄罗斯的留学生集中在中央联邦区、西伯利亚联邦区、伏尔加河沿岸

联邦区(见表 ２) ꎬ主要以莫斯科市、圣彼得堡市、鄂木斯克区和托木斯克

区为代表ꎮ 其中莫斯科与圣彼得堡聚集了 １ / ３ 的外国留学生③ꎮ 主要原

因在于这些地区经济发达、科教资源丰富、基础设施齐全、生活条件较为

优越ꎮ
根据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提供的数据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学年俄罗斯人民友谊

大学(９ ５８０ 人)、圣彼得堡国立大学(５ ４３８ 人)、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

(５ １６１ 人)、喀山联邦大学(４ ４２１ 人)、莫斯科国立大学(４ ２７８ 人)、托木斯克

理工大学(３ ２５９ 人)的全日制外国留学生数量居俄罗斯高校排行榜前 ６
位④ꎮ 在俄罗斯各地区中ꎬ留学生人数最少的地区为远东联邦区ꎮ 受地理位

置、自然环境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ꎬ该地区 ２０１７ 年外国留学生人数仅为中

央联邦区的 ５ ６％ ꎮ

—８１１—

①

②

③

④

А Л Арефьев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и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слу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уск ８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уки и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Ф М : Центр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２０１８

Скольк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 в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ｕｄｙｉｎｒｕｓｓｉａ ｒｕ / ａｃｔｕａｌ / 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 / ｓｋｏｌｋｏ － ｉｎｏｓｔｒａｎｎｙｋｈ － ｓｔｕｄｅｎｔｏｖ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Светлана Лесовская Числ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росло в России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 ｈｔｔｐ: / / ｆｅｄｐｒｅｓｓ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７７ /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２０９７８５９

Медведев предложил экспортировать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ｔｕ￣
ｄｅｎｔ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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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各联邦区留学生人数 (单位:万人)

联邦区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学年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学年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学年

中央联邦区 ７ ３５ ８ ６２ ８ ８３

西伯利亚联邦区 ２ ９１ ３ ８４ ４ １０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 ２ ０４ ２ ６５ ３ ２４

西北联邦区 ２ ３７ ２ ６６ ２ ８６

南部联邦区 １ ５７ ２ １１ ２ ２６

乌拉尔联邦区 １ １８ １ ３３ １ ４８

北高加索联邦区 ０ ５２ ０ ８１ ０ ８３

远东联邦区 ０ ３５ ０ ４１ ０ ５０

资料来源:А Л Арефьев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и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слуг: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уск ８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уки и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Ф М : Центр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２０１８

(六)教育服务出口收入不断增加ꎬ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吸引国际留学生不仅能为各高校带来可观的收入从而补充教育资源ꎬ而且

能对一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ꎮ 纵观世界教育服务出口市场ꎬ２０１８ 年美

国高校国际留学生人数创下 １０９ 万人的历史新高ꎬ同比增长 １ ５％ꎬ这也是在美

留学生人数连续第三年超过 １００ 万ꎬ经济利润高达 ３２８ 亿美元ꎬ其教育服务收

入占全球市场的 １ / ３ 以上①ꎮ 其次为英国ꎬ英国在教育服务出口中的收入份额

约占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 ９％ꎬ外国留学生每年为英国带来约 ７０ 亿欧元的收入

(不包括学费)ꎮ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近年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收入不断增加ꎬ贸
易能力逐步增强ꎬ尤其全日制高等教育服务出口收入比重不断增加(见表 ３)ꎮ
根据«发展俄罗斯教育系统出口潜力优先项目»的目标设定ꎬ２０２５ 年年底俄罗

斯教育服务出口的预期利润至少为 ３ ７３１ ４７ 亿卢布ꎮ 但是ꎬ经合组织 ２０１６ 年

数据显示ꎬ就教育服务收入而言ꎬ俄罗斯仅占世界教育服务出口总收入的

０ ７％ꎮ 与教育服务出口的领头羊澳大利亚相比ꎬ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

的收入仅是澳大利亚(１５０ 亿美元②)的 １ / １０ 左右ꎮ

—９１１—

①

②

Р А Амиров Экспорт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слуг как важнейший фактор повышения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ны/ / Управленческое консультирова －
ние ２０１８ № 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出口创新高»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ｌ / ２０１７０２ / 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５１４６９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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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收入情况 (单位:亿卢布)
资料来源:А Л Арефьев Основ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экспорт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еминар － совещание "Стратегия экспор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УДН Москва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ｃｏｎｆ ｒｕｄｎ ｒｕ / ｃｏｎｆ / ｖｉｃｅ － ｒｅｃｔｏｒ － ２０１８ / ｄａｔａ / Ａｒｅｆｅｖ ｐｄｆ

表 ３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收入结构(％)

教育服务出口的收入来源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学年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学年

全日制高等教育服务出口 ７１ ３ ７６ １

中小学基础教育服务出口 １１ ５ １１ ２

函授教育服务出口 ７ ３ ６ ２

中等职业教育服务出口 ６ １ ４ ４

其他类别的教育服务出口 ３ ８ ２ １

资料来源:А Л Арефьев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и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слуг: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уск ９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уки и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 :Центр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２０１９

(七)为各国留学生设立形式多样的奖学金及助学金

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吸引各国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

未来精英赴俄学习ꎬ为留学生分配奖学金定额则是推动其发展的积极举措ꎮ
俄罗斯政府每年向外国留学生划拨一定数量的国家奖学金ꎬ包括免学费、学
生住宿及生活费ꎮ 除了政府奖学金外ꎬ还设立了其他形式的非政府资助奖学

金以及大学专项留学生奖学金和助学金ꎬ如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为外国留学

精英设立的“ＲＵＤＮ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奖学金项目ꎬ奖金为每月 ２ ５ 万卢布ꎮ
«发展俄罗斯教育系统出口潜力优先项目»指出ꎬ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政府每年将提供 １ ５ 万份国家奖学金ꎬ各国留学生获得的奖学金份额

取决于政府间协议ꎮ 从奖学金分配的区域分布来看ꎬ主要集中在独联体国家和

亚洲国家ꎬ其次为中东和非洲地区等第三世界国家ꎮ 对于要负担高额学费的发

展中国家留学生来说ꎬ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ꎮ

—０２１—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 欧亚博览

　 　 表 ４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外国留学生国家奖学金名额分配情况 (单位:人)

国家和地区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学年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学年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学年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学年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学年

独联体国家、格鲁吉亚、
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

３ ４６４ ３ ７６５ ３ ８１７ ３ ５６８ ３ ５０５

亚洲地区 ２ ６９７ ２ ８１５ ４ ３８１ ３ ４６８ ３ ６３８

中东及北非地区 １ ３８９ １ ０５１ １ ４７５ １ ２３８ １ ３３９

亚撒哈拉地区 １ ４０５ １ ０４１ １ ４６１ １ ５１７ １ ５５４

东欧和巴尔干地区 ６４９ ７１３ ９７０ ８１４ ８８６

资料来源:同表 ３ꎮ
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原为格鲁吉亚共和国的一部分ꎬ后宣布独立ꎬ现与少数国家

(包括俄罗斯)建立外交关系ꎮ

三　 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的发展对策

发展教育曾是苏联对外经济政策中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ꎮ 当前

条件下ꎬ现代化的教育服务出口战略可以使俄罗斯重新恢复其在该领域的地位ꎮ
但是ꎬ该国的教育服务出口在发展过程中受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等的惯性影响而

呈现诸多不平衡性ꎮ 因此ꎬ近年俄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关举措予以支持ꎮ
(一)充分发挥联邦政府职能ꎬ将教育服务出口上升为国家战略ꎬ予以科

学规划和指导

俄联邦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服务贸易产业的国际竞争ꎬ并在该过程中扮演

着决策者和投资者的双重角色ꎬ将教育服务出口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俄罗斯制定了«发展俄罗斯教育系统出口潜力优先项目»ꎬ为提

升俄罗斯非资源型出口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普京总统签署

«关于修改‹俄罗斯联邦外国公民法律地位法›第 ５ 条第 １７ 款的联邦法律»ꎬ
简化了赴俄外国留学生的入境手续①ꎮ 此外ꎬ俄罗斯先后与南奥塞梯、匈牙

利、阿布哈兹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关于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的协定②ꎻ与西

班牙、摩纳哥、波兰、斯洛伐克等 ２０ 个国家正在制定关于互相承认学历和学

位的相关协议ꎬ在联邦政府的积极推动下ꎬ教育服务出口辐射区的范围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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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姜晓燕:«俄罗斯高等教育正在崛起»ꎬ«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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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不断扩大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批准了«２０２５ 年前服务出

口发展战略»①ꎬ该战略旨在创造有利条件确保包括教育、旅游在内的服务业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趋势ꎬ力争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服务业出口额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ꎮ 与

此同时ꎬ该战略更详细地明确了发展教育服务出口的重点领域和任务ꎬ即逐

步改善教学基础设施ꎬ建设新校区ꎬ增加宿舍ꎬ大力开展海外教育市场营销活

动以吸引外国公民赴俄留学ꎬ打破教育服务出口过程中的语言壁垒ꎬ形成灵活

的资金支持体系和外国留学生奖励机制等ꎮ 除了完善相关政策法规ꎬ联邦政府

还增加教育经费支出ꎬ吸引外籍教师及科研人员ꎬ向国外科学家及知名科研团

队提供项目津贴和科研经费ꎮ 自“５ －１００”计划实施以来ꎬ俄罗斯境内外籍教师

数量增加了 ４ ５ 倍②ꎬ增强了俄罗斯高校在教育服务出口市场中的竞争地位ꎮ
(二)多渠道扩大教育服务出口产品的多样性ꎬ在国际教育市场上推广俄

罗斯教育品牌

实现课程的国际化供给ꎬ对扩大教育服务出口市场的规模十分有效ꎮ 注

重使用远程技术出口教育服务产品ꎬ加大以外国留学生为服务对象的网络教

育资源供给ꎮ 例如ꎬ建设并推广开放教育平台和高校电子教育平台ꎬ将其优

质课程翻译成中文、英文、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ꎮ 开放教育平台

是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由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等 １６ 所俄罗斯一流大

学成立的国家开放教育平台协会所创建ꎮ 自成立以来ꎬ该协会联合多所知名

高校通过使用在线注册、身份识别等技术开展了 ４０ 多期课程培训ꎬ发布了

４３６ 门不同专业的公开课程③ꎮ 同时ꎬ积极制定海外市场教育服务产品的营

销准则也是俄罗斯推行教育服务出口的重要举措ꎬ如开发丰富多彩的夏令营

及国际游学线路ꎬ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编写多语种教学大纲等ꎮ 借助独联

体、俄罗斯侨民和国际人道主义合作事务署代表处、各驻外组织机构加大推

广力度ꎬ成立专家组监督国外教育服务产品市场的营销情况ꎮ 事实上ꎬ高等

教育机构在国际教育服务出口市场中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宣

传和各高校公关活动所塑造的正面形象ꎮ 通过举办莫斯科国际教育沙龙等

展会及商业展览ꎬ汇集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代表共商教育发展事宜ꎬ也是近

年俄罗斯加大教育服务出口宣传力度的途径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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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世界一流大学和特色学科建设ꎬ提高教育服务出口产品质量

早在 ２００６ 年俄罗斯政府便明确提出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研究型大学”与
“联邦大学”专项计划ꎬ以推动俄罗斯高校进入世界百强大学行列ꎮ ２０１２ 年俄

联邦设立了“５ －１００”计划ꎬ目的在于加快俄罗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进程ꎬ提
高俄罗斯高校的世界竞争力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俄罗斯共有 ４７ 所大学在行业和学

科评级中占有一席之地ꎬ其中包括 １９ 所“５ － １００”计划参与者ꎻ世界排名前 ２００
位的俄罗斯大学数量达到 １８ 所ꎬ其中 ８ 所为“５ －１００”计划参与者ꎮ 与此同时ꎬ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 ＱＳ 世界大学排行榜ꎬ俄罗斯 ２５ 所高校入围ꎬ莫斯科国立大

学的排名上升至第 ８４ 位①ꎮ 由此可见ꎬ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质的变化ꎬ证
实了俄罗斯大学的巨大潜力及其日益增强的竞争力ꎮ 在此基础上ꎬ近年俄罗斯各

大高校更加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ꎬ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机制ꎬ不断致力于

改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教育计划ꎬ促进工业企业更多地参与教学过程和教学管理ꎮ
(四)加大俄语及俄罗斯文化的境外推广力度ꎬ提升俄罗斯在教育领域的

品牌认知度和国际影响力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为支持各国的俄语教学和俄语研究项目ꎬ建立全球

性的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宣传网络ꎬ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已在 ４８ 个国家建立 １１５
家俄语中心②ꎮ ２０１８ 年在境外参加俄罗斯科学文化中心开设的俄语培训的

外国公民人数达 １ ８２ 万③ꎬ且近 ３ 年呈不断上升趋势ꎮ 大力推广俄语及俄罗

斯文化ꎬ有助于增加俄罗斯境外俄语学习者的数量ꎬ进而推动教育服务出口ꎮ
众所周知ꎬ俄语属于世界非通用语种ꎬ语言障碍是留学生申请赴俄学习的瓶

颈ꎬ因此ꎬ需提高留学生生源质量及选拔标准ꎬ不断完善俄语教学方法ꎬ大力

发挥国际俄罗斯语言和文学教师协会的积极作用ꎬ提升留学生教师队伍的专

业素养ꎬ促进教师业务能力的提高ꎬ打造俄罗斯专属留学品牌ꎮ
(五)积极参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ꎬ建立广泛的教育和科学合作联盟ꎬ

推动国家间社会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ꎬ俄罗斯积极实施教育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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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ꎬ不断提高教育质量ꎮ ２０１８ 年俄联邦教育和科学部共参与了包括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欧盟等在内的 ２５ 项全球性和区域性多边组织活动及倡议ꎬ多次

组织参与政府间委员会ꎬ筹备科学和教育及人道主义合作事宜ꎻ参加全球教

育计划ꎬ建立独立的教育机构战略联盟ꎬ签署地区间及教育和技术发展集群间

协议ꎻ不遗余力地发展俄罗斯教育组织在欧洲大学协会、欧亚大学协会、“金砖

国家”大学联盟等框架内的国际合作ꎬ特别重视包括独联体网络大学、上海合作

组织大学等在内的国际教育联盟网络项目的实施ꎮ 同时ꎬ高校层面也积极推动

校际国际合作ꎮ 以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为例ꎬ该校在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

已经建立分支机构ꎬ在古巴、哥伦比亚和阿根廷设立了代表处ꎬ在阿塞拜疆、哈
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积极推动实施高等教育和继续教

育计划ꎬ同东非教育中心的合作亦提上议事日程ꎮ

四　 结　 语

扩大教育服务出口ꎬ增强自身赢利能力ꎬ提高国内高校向外国公民提供

教育服务出口质量的任务艰巨而复杂ꎬ它要求政府及高校协同一致ꎮ 从俄罗

斯教育服务出口的崛起来看ꎬ政府在建立教育服务贸易制度、提供政策支持

体系、完善教育服务贸易法律法规等方面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可以

说ꎬ在世界教育服务出口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ꎬ任何一所高校教育

国际化进程的推进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ꎮ 近年俄联邦政府通过出台«发
展俄罗斯教育系统出口潜力优先项目»等诸多文件ꎬ长远规划自身教育服务

贸易的发展ꎬ签署相互承认学位和学历等协议ꎬ多途径畅通教育服务出口的

渠道ꎬ积极推进教育服务出口的发展ꎮ 同样ꎬ世界各国教育服务贸易的激烈

竞争也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和教育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中国应

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良好机遇ꎬ制定系统的战略目标、稳定可行

的配套制度和营造可预见的政策环境ꎮ 此外ꎬ如何平衡政府宏观调控与扩大

高校自主权的关系是中国发展教育服务出口的关键问题ꎮ 与经济发达、高教

资源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ꎬ中国当前在该领域的竞争力还处于弱势地位ꎬ留
学生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师资队伍建设及教师整体素质有待强化、专业设置

及出口学历层次不够合理等问题屡见不鲜ꎮ 因此ꎬ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

势ꎬ加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ꎬ是未来中国增强教育服务出口竞争力的重中

之重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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