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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留学

疫情虽然对留学行业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消极影响，

但总体而言，我国学生的留学需求并未减弱。优质

的国际教育仍是学生、家长们的刚性需求。随着新

冠疫苗普及，92% 的在读留学生表示计划回到留学

国家完成学业。

海归群体由 2000 年的 13 万人增至 2019 年的 423.17 万人。

在海归发展优势方面，“具有国际视野”取代“语言沟通

能力强”成为其在国内发展的主要优势。

87% 的用人单位对留学生总体持肯定态度，尤其认可留学

所带来的开阔视野，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独立自主的能力。

91%
仍考虑留学

意向留学人群-疫情下的留学规划

9%
暂时不考虑留学

数据来源：《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2020 ～ 2021)》；《2021 中国留学白皮书》 

留学生怎么想？

海归的优势

根据意向留学人群的调研数据，91% 的人群表示仍

考虑留学计划。超七成已有留学经验人群表示，依

旧会推荐身边的人去留学。与求学深造相比，疫情

成为可以克服的客观因素。

在留学预算方面，意向留学人群在留学期间的平均预算

花费在 52 万元左右，主要集中在生活、学习及住房方面，

与往年相比上升较多。

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在留学目的地国选择上将可能进一步

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不少计划出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将目光投向了留学环境及签证政策更为友好、疫情控制更
为有效的国家和地区。

父母与亲友的资助依然是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生最主要的留学费用来源，且该来源的占比从 2013 届到 2018 届一直呈现出稳步

上升的趋势，由2013届的89%上升至2018届的94.2%；另一方面，依靠国外大学或国外机构资助留学的学生占比则在逐年下降。

海归返乡发展的热情持续升高，新一线城市吸引力较大。

2019 年，受访海归在选择回国发展城市时考虑的三个最重

要的因素为：“经济发展快”、“国际化程度高”和“具
有多元文化，包容性强”。

意向留学人群-疫情下的留学规划

2018

49.2 49.2
50.2

52.0

2019 2020 2021

01 . 

03 . 

05 . 

02 .

04.

受访海归选择回国发展的主要原因

经
济
发
展
快

产
业
基
础
好

国
际
化
程
度
高

自
然
环
境
好
、

生
活
舒
适

具
有
多
元
文
化
、

包
容
性
强

落
户
等
相
关

人
才
政
策
吸
引

教
育
、
医
疗
等

公
共
资
源
集
中

有
较
好
的

人
脉
关
系

基
础
配
套
设
施

齐
备

其
他

家
乡

房
价
等
生
活
成

本
较
低

60%

50%

40%

30%

20%

10%

0

55%

43%

38%

30%

19% 17% 17%
12% 12% 11% 9%

2018年

2019年

0

56%

38% 34%

9% 15%

18% 18%

11% 11%
8%

1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