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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中外合作大学学生择校动因研究
曾微雨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文章运用推拉模型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中外合作大学的学生择校动因。学生在选择中外合作大学时，既受国内教育资源不足、

就业压力和教育体制限制等推力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国际化教育资源、地理文化优势、优质就业机会等拉力因素的吸引。此外，家庭背景、

个人兴趣和学术能力等个人因素也对学生的择校决策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强调了中外合作大学在提升学生国际视野、学术水平和就业竞

争力方面的独特优势，为大湾区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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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湾区应建设成

教育和人才高地，推动国际教育合作。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

策优势，大湾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质教育资源，汇聚了多所全

球前 100 强大学。然而，大湾区的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内分布不均，

高等教育较为成熟的地区集中在香港、澳门和广州，深圳则在探

索新型高等教育模式。此外，随着大湾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某些

学科尤其是新兴领域的教育资源投入滞后。为应对这些挑战，大

湾区通过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引入先进教育理念和前沿学科设置，

弥补本土教育资源的不足，支持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使得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由数量

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在国内一流大学入学机会有限的背景下，作

为一种“不出国的留学”形式，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在大湾

区的中外合作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大学通过国际化的课程设

置、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成为许多家庭的“留学”替代选项。然而，

关于学生选择中外合作大学的动因研究仍较为有限，目前的研究

多集中在一般择校动因或出国留学选择，缺乏对中外合作大学择

校动因的深入探讨。 

一、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中外合作办学通常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联合举办

的非营利性教育活动，主要形式包括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

学、无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二级学院以及中外合作项目。中

外合作大学是指由中外教育机构共同举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高等教育机构。

在选择中外合作大学时，学生往往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是解释国际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和

院校的经典理论框架。McMahon 首次提出该模型，认为“推”因

素是指学生由于本国教育资源不足或其他不利条件而被迫出国，

而“拉”因素则指东道国的教育资源、奖学金机会和良好的就业

前景等吸引力。然而，传统推拉模型过于注重外部推拉因素，忽

略了学生的个人特性，如社会经济地位、学术能力等内部因素。

Mazzarol 与 Soutar 对推拉模型进行了扩展，强调个人对更好教育资

源的渴望与目的地国的教育制度和资源有关。王燕等通过实证分

析得出，家庭背景、个人发展目标和大学声誉对学生择校行为有

显著影响。谭鲲等人研究了跨境高等教育选择影响因素，包括经

济因素、学校因素、国家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学生

个人因素。

此外，自决理论认为国际学生的留学决定常常源于个人兴趣

及对未来发展的追求。根据象征资本理论，优质高等教育学位与

象征资本紧密相连，尤其是在中国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时，学术

成就、就业前景和社会联系等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二、学生选择中外合作大学的主要动因

（一）推力因素

1. 国内教育资源不足

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得到了显著发展，但在一些特定学科领

域，部分学生认为国内大学无法提供与国际接轨的教育资源和优

质的教学质量。一些普通院校在教学设施、课程设置、国际化程

度和师资力量等方面均未能满足学生对学术发展的期望。而大湾

区中外合作大学的合办方不乏 QS 排名前百的顶级名校，这些学校



161

2024 年第 6 卷第 7 期

教育论坛

教育前沿

能够提供更具国际化特色的课程体系，帮助学生提升学术水平，

满足其学术发展的需求。

2. 就业压力和职业前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中国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压力

越来越大，尤其是一些传统学科的毕业生，其职业发展空间相对

狭窄。而中外合作大学通过提供跨国合作项目和国际化的教学内

容，为学生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就业前景。许多中外合作大学与国

际知名企业和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学生在校期间可以获

得与全球化的行业接轨的机会。

3. 国内教育体制的限制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在创新教育、学术自由以及教学方法的

灵活性方面仍存在差距。大湾区的中外合作大学能够结合东西方

教育优势，吸引了那些希望摆脱国内教育体制限制、寻求更为多

样化教育模式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期望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获得更加自由和创新的学习方式和理念，提升其综合素质，特别

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适应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4. 国外留学的安全问题与文化适应难题

以欧美为代表的留学目的地频发的枪击事件、校园暴力及社

会动荡，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而大湾区具有优越的治安状况，

使学习生活更加安全可靠。且欧美留学生通常需经历较长的适应

期，这往往影响学习和心理健康。大湾区的中外合作大学则提供

了更贴近中国文化背景的教育环境，减少了适应期，提升了学习

效率和心理舒适度。

（二）拉力因素

1. 国际化教育资源

大湾区的中外合作大学借助合作大学的教学资源和学术优势，

提供国际化的课程体系。这些大学拥有多元化师资队伍，采用英

语授课，提供全球通用的学术标准和国际化的教学理念，还能通

过联合培养、交换生项目等形式，帮助学生拓宽国际视野，提升

学术水平，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术支持和成长机会。

2. 地理和文化优势

大湾区内的中外合作大学，不仅能够享受香港、澳门的国际

化教育资源，还能保留中国大陆的文化氛围，形成独特的跨文化

教育环境。此外，大湾区的国际化程度高，学生在这里不仅可以

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还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职场环境和跨文

化的沟通技巧。

3. 优质的就业机会与企业合作

大湾区是全球化经济的重要枢纽，汇聚了大量的跨国公司和

国际机构，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习和就业机会。中外合作大学

通过与这些企业的深度合作，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

会。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参与到国际企业的实习项目，积累宝贵的

跨国工作经验，提升了职业竞争力和全球胜任力等未来发展潜力。

4. 学术声誉和社会网络

大湾区的中外合作大学的合作院校均为学术声誉卓越的世界

一流高校，为学生提供了强大的校友网络和社会资源，有力地支

持了学生的职业发展。学术声誉和全球影响力使学生可以接触到

更多学术资源和行业专家，拓宽职业视野和社交网络，在全球范

围内更具竞争力。

（三）个人因素

学生的个人背景、家庭期望和学术能力等因素在他们的择校

决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可能决定了他们能

否承担留学相关的费用，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则可能影响学

生是否选择去国外或跨境学习。学生的个人职业目标、学术兴趣

以及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期望，也会影响他们的选择。

三、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为理解粤港澳大湾区中外合作大学学生择校动因提供

了现实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基于推拉模型，文章不仅分析了

教育资源、就业机会等外部因素如何吸引学生选择跨境高等教育，

还结合区域特点深入探讨了大湾区这一特定地理、文化和社会背

景对学生择校决策的影响，这为高等教育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

学术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研究对家庭背景、社会网络等

文化因素的讨论较为简略，尤其是在大湾区这一特殊区域，家庭

教育观念、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可能在学生选择中起到更为关键

的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该模型在实际

环境中的适用性和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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