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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批判性的角度对国际教育的人口流动地理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这些人口流动地理对社

会优劣势再生产的意义。曾有学者提出正规教育可能对社会流动产生倒退的影响，长期以来，教育社

会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无可争议地表明，正规教育因为社会阶层的影响，所带来的机会和回报在空间上

分布不均衡。目前我们得知，致力于通过国际化实现正规教育的转变及其对社会不平等的效力一直是

有限的。本文回顾了目前围绕国际教育和学生流动的地理学术领域，提出国际教育在某些情况下，在

新兴经济体内部影响了社会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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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rom a critical 

point of view, and puts forwar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population mobility geography to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ome scholars have suggested that formal education may have a 

retrogressive effect on social mobility. For a long time,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and geography has 

indisputably shown tha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the opportunities and rewards brought by formal 

education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in space. At present, we know that efforts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mal educ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social inequality have always been limite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urrent geography and academic fields surround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student 

mobility, and proposes tha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as affecte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within 

emerging economies in som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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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批判性的角度对国际教育的

新兴地理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这些新兴

地理对社会均衡的影响。英国剑桥大学

教育学院院长苏珊·罗伯逊教授认为正

规教育可能会对社会流动产生倒退影响

的论断并不新鲜，教育的批判社会学家

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教育作为一种有组织

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系统，其潜在的和自

相矛盾的方式个人和社会变革的力量以

及社会不平等产生的力量。此外，关于

教育社会学和地理学的工作也无可争议

地表明，与正规教育有关的机会和报酬

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而且也因社会阶层

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1 分布不均的国际教育地图 

1.1基于学生活动的地理视角 

正是由于学生的流动性，地理学家

在形成围绕国际教育的智力辩论方面发

挥了 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地理文

献描述并批判性评估了国际学生和移民

学生在更广泛的国际化和新自由化进程

中的动机、经验和成果。然而，在这一

领域的工作中仍有一些缺陷。首先，学

位层次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迁移的

研究与家庭教育迁移的研究（涉及中小

学低年级学生）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

第二，在学位流动的学术研究中，在“自

发”（长期）流动和“有组织”流动形式

之间的分离是显而易见的。 

人口地理学家在界定关于国际学生

流动的地理辩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里，国际学生 初被描述为高技能

移民的一个（相对边缘的）组成部分，

后来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移民类别。

1996年，一篇刊登在《国际人口地理杂

志》上的文章哀叹道：“学生很少成为移

民研究的对象。虽然一些国家研究确实

存在，但关于国际学生移民的文献却非

常缺乏。与大量关于劳动力迁移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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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很少关注与教育相关的举措。在

21世纪初，仍然有可能声称 “学生移民”

应与“技术移民和专业移民”区分开来，

尽管后一类移民已经“被彻底研究”，但

学生移民仍然存在“被忽视”，构成了“日

益重要的欧洲流动形式”。直到 近，研

究人员才开始断言“对国际流动学生缺

乏关注已经开始改变”，发挥了重要作

用：一系列实证研究，其中 新的一项

研究考察了英国学生的国际流动性，显

著提高了国际学生在地理学科内外的流

动性。 

关于学生国际流动的地理研究的第

二个值得注意的“线索”往往集中在较

年轻的儿童身上。在这里，教育的框架

是完全不同的，而不是学生本身，而与

家庭资本积累战略相关。“教育”存在于

“家庭项目”的话语中，儿童被概念化

为“积累的场所”。在这里，如下文所述，

国际教育通常涉及家庭分离（母亲带着

孩子迁移），而“跨民族主义”已成为构

成这些辩论的一个关键概念。与国际学

生在移民研究中被忽视不同，儿童和年

轻人的观点在历史上也被忽视。 

1.2基于教育国际化的批判视角 

社会学和相关学科（包括地理学）

的大量学术成果发展了皮埃尔·布迪厄

的理论思想，旨在揭示正规教育对特定

社会群体的优势，同时也对那些来自社

会阶层较低的个人（那些获得社会、文

化和经济资本的机会受限的人）不利。

然而，考虑到国际教育的社会空间影响

的工作却少得多，以及它可能同样有利

于特定群体的方式，同时贬低其他人的

技能和资格，特别是与流动可能性提供

的融入式文化资本收购机会有关的技能

和资格。 

地理学家玛奇等人批评了将高等教

育国际化描述为国际化概念规范化中的

“中性经验”的倾向。迄今为止，围绕

教育国际化的辩论一直由教育实践者主

导和推动，这些实践者包括教育机构、

国家一级的决策者和公共机构，以及私

营、商业企业，他们对国际化举措的

终成功抱有既得利益。尽管近年来对国

际教育地理位置的理解开始浮现（尽管

是以一种相当零碎的方式），但学术界普

遍难以（迄今为止也未能）跟上国际化对

世界各地教育系统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尽管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对国

际教育的真正批判性观点需要承认教育

流动所处的更广泛的结构性不平等。玛

奇等人的贡献是在于提供了一个关于国

际化的后殖民视角，在这方面特别合适。

阿尔特巴赫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国际知

识体系”所特有的“不平等”——“使

许多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这包括第三

世界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当不利

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近年来中国、

印度和巴西等外围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崛起”正开始动摇这种假定的关系，

这是从全球大学排名（如泰晤士报高等

教育世界大学QS排名）来看的会暗示着

这种关系的形成。巴尼特在他们对国际

学生交换网络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殖民

地”因素在解释国际交换中不断变化的

空间格局时变得不那么重要，而“经济”

和“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却增加了。这

种“不安”也可以从围绕国际流动的新

的地区动态中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学

生开始在亚洲内部流动，亚洲国家成为

国际学生的“东道主”）。然而，总的来

说，英国中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

其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的“价值”，尽

管它有殖民地的包袱。 

2 学生流动性和社会发展 

2.1积累文化资本 

关于国际学生流动性的研究通常集

中在描述个人及其家庭从接受国际教育

中获得的好处。如上所述，许多作家在

布迪厄之后，就资本积累而言，对这一

优势进行了概念化描述。尤其是文化资

本，在这些账户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根

据布迪厄的观点，文化资本存在于三个

主要状态：“体现”（在个人身上）、“对

象化”（通过文化对象）和“制度化”（在

教育机构正式授予的学历资格中）。对留

学生流动性的研究 为关注的是第一个

也是 后一个体现文化资本的学生，他

们有意地沉浸在外国文化和语言环境

中，从而获得各种世界性的“文化特征”

（语言能力、口音、风格、着装、幽默

感等）被潜在雇主认为是可取的。另一

方面，制度化文化资本则由学位证书或

其他正式资格证书以及所就读学校或大

学的感知价值（排名或地位）来表示。

文化资本 直接和 明显的好处是就业

前景的改善（文化资本被转换为经济资

本）。事实上，经过文献研究表明，个人

在寻求留学初衷和后续就业时，都会具

有“国际”资格和经验。也就是说，流

动性的“价值”并不总是透明的，也不

容易“解读”个人的国际经验。 

2.2再生产文化资本 

在发展社会优势的概念时，说国际

流动学生总是享有特权是不言而喻的。

用布迪厄的话说，他们可以说已经拥有

丰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因此，

与海外学习有关的积累做法只会复制他

们家庭的地位，并将这种地位维持到下

一代。当然，他们的特权程度各不相同，

而且我们开始看到国际教育类型中的阶

级分化。某些学者已经敏锐地观察到的，

外国学位之间的等级分化越来越明显。

例如增加对精英中小学教育的投资，金

融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长期转换路径

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研究表明国际流

动学生通常都具备以下因素：有经济保

障；有家人和朋友（即“社会资本”）的

支持（情感和物质）；在重视正规教育

和证书的环境中成长；有受过高等教育

的父母；小时候曾经历过海外旅行。芬

德利及其同事通过对英国海外学生的

广泛研究得出：“班级寻求通过教育优

势实现自我复制，独立/私立学校的学

生更有可能在其他国家获得大学教

育”。因此，出国留学首先需要相当多

的资源（或资金）。 

2.3教育移民 

许多家庭选择移民是为了给他们的

孩子寻求更好的教育（而不是把孩子作

为国际学生单独送到国外）。 近关于教

育移民的文献描述了由此产生的跨国家

庭安排。例如，“大雁”或基罗吉家庭

（Kirogi family）主要起源于韩国。在

这种安排中，“为了在国外接受儿童教

育，家庭……在两个国家之间被分开”。

在这里，孩子们的年龄往往要小得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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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小学阶段），尽管他们也倾向于

（像三年级的国际学生一样）前往数量

相当有限的海外国家。美国是基洛吉家

庭 受欢迎的目的地，其次是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近，新加坡等国

的英语媒体教育市场已经开放，导致东

亚地区教育移民的增加。在基洛吉家庭，

孩子通常由母亲陪同出国，而父亲则留

在韩国工作。这些都是高度性别化的移

民模式。 

其他类型的与教育有关的跨国移民

包括“宇航员家庭”（Astronaut family）

和“降落伞”或“卫星”儿童，都有来

自香港、台湾和 近的中国大陆的移民。

与基洛吉家庭的不同，在宇航员家庭中，

全家移民，父亲不久后将返回东亚工作。

因此，它们揭示了类似的性别倾向——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母亲才会重返职场，

而父亲则会留下来照顾孩子。目的地国

家通常受到同样的限制：由于语言和文

化原因，美国很受欢迎，加拿大、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也证明很有吸引力。宇航

员家庭的孩子通常比基洛吉家庭的孩子

大（至少是中学年龄）。有时（尽管这种

情况更为罕见），父母双方（在本文中称

为“降落伞”或“卫星”儿童）都会将

中学年龄的移民儿童独自留在海外。对

“降落伞”儿童的少量研究表明，兄弟

姐妹通常一起住在富裕社区。然而，在

教育方面，也许 有趣的是研究是这些

儿童研究表明，他们存在高频率“旷课”

及未能完成家庭作业的情况。尽管父母

声称要通过流动来“战略性地积累文化

资本”，但在一定距离内，他们根本无法

确保孩子按照理想状态去发展。 

然而，基洛吉家庭和宇航员家庭仍

然相对富裕——大量的财政资源显然也

对实现移民至关重要。此外，还需要大

量的社会和文化资本，才能将单纯的移

民观念变为现实。 

2.4落榜生的再选择 

然而，关于国际教育在再现社会优

势方面所起的作用， 令人感兴趣和惊

讶的发现之一也许是关于学生（和家长）

选择海外学习的动机。研究表明，在完

全不同的背景下，国内教育系统中的“失

败”（或对失败的预期）常常促使人们决

定到国外寻求教育。然而，需要注意的

是，失败对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非常不

同的事情——对某些人来说，它可能意

味着无法进入任何国内大学的地方；对

其他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 优秀的国

内高等教育机构的拒绝。在一项针对英

国学生的研究中，发现许多人在被牛津

或剑桥大学拒绝后选择出国。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美国著名的常春藤盟校才能

为牛津剑桥大学提供一个备选方案。在

有关宇航员家庭的文献中，预期在家中

“失败”也是一个普遍的主题。 

研究表明，当 年长的孩子达到14

岁或15岁的时候，家庭 有可能移居国

外——就在香港的香港教育考试

（HECEE）或韩国的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

之前， 终将决定大学入学。对于这些

年轻人来说，移民使他们能够有效地“绕

过”当地的学校选择体系，同时在国外

积累更多有价值的文化资本。 

3 国内文化资本交换 

当然，流动性并不局限于海外通道，

但对于大多数国际学生和移民学生来

说，返程也包括在内。这一点意义重大，

因为正是在将他们的“国际”资格带回

家的过程中，他们的全部价值往往被实

现。许多受过国际教育的年轻人流动的

“跨国空间”，事实上，他们和他们的资

历 常受到评价和奖励的是他们自己的

国内环境——他们经常与当地受过教育

的毕业生竞争工作，通常都会有好的结

果。在许多情况下，学生的流动性可以

被视为直接影响到特权的再生产过程。

然而，阿克斯认为，流动性本身不应被

视为目的，而应被视为某种不可捉摸的

“国际”品质的隐含指标。 

4 结束语 

本文基于地理学理论分析国际教育

研究领域的发展，描述了 近一些关于

学生流动与社会优劣势再生产之间关系

的地理学术。尽管长期以来，教育社会

学和教育地理学的研究突出了与正规教

育相关的不平等现象以及这些不平等现

象与机会的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但直

到 近，很少有研究集中于通过国际化

实现正规教育的显著转变，以及这对优

劣势的再生产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

国际教育在某些情况下，在新兴经济体

内部，影响了社会发展不均衡。国际学

生流动从全球化高等教育体系中加剧社

会差异和全球机构等级分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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