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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continues to 
grow, with their destination countries becoming diverse. The outbreak of 
COVID 19 pandemic in 2020 has exerted profound impacts on their deci-
sions of overseas study. Taking a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decision-making of Chinese undergra-
duate students who intend to study abroad and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sh-pull theory.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vided for their future choices on oversea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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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海外留学人数持续增长。2019 年，中国赴海外留学学生人

数逾 9.9 万；其中，英国大学总申请量从 2018 年的 636,960 份增加到 2019 年

的 638,030 份，来自中国本科学生的申请量增幅高达 30%，达到 19,760 人，

约占英国 UCAS 本科申请总数的 3% [1]。德国《2019 科学大都会》数据显示，

2018 年在德国高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逾 3.69 万名，位居国际学生之首，

占德国高校留学生总数的 13.1% [2]。《2017 年中国出国留学发展趋势报告》

How to cite this paper: Hao, J.Y., Chen, Z.R. 
and Rao, X.F. (2020) 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Decision on Studying A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sh-Pull Theory—An 
Empirical Study in a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Shanghai.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7: e6949.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6949  
 
Received: October 29, 2020 
Accepted: November 27, 2020 
Published: November 30, 2020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Open 
Access Library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6949
http://www.oalib.com/journal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694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J. Y. Hao et al. 
 

 

DOI: 10.4236/oalib.1106949 2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指出，中国赴美留学生 328,537 人，在美国国际学生中占比 31.5%，赴澳留学

生 97,983 人，占该国国际学生的 27.4%；同时，中国留学生在多国留学生人

数中排名居首[3]。这就表明，在当今社会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语境下，

中国学生的留学国决策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爆发，对留学行业及其留学前景产生了一系列影响。Quacquarelli Symonds (下
文简称 QS)调查显示，当被问及留学计划是否受疫情影响时，逾半数受访者

给出肯定回答，其中中国留学生表示受影响的百分比最高，占比 66%。对于

具体的影响，逾半数中国学生表示会推迟留学计划或更改既定的留学国或留

学高校，而确定取消留学计划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决定放弃留学

规划的仅占 4% [4]。这意味着，突如其来的疫情及其常态化管控并不等同于

消弭了学生群体出国留学的意愿，优质的国际化高等教育作为刚性需求且不

可延迟的特性，决定了留学规划和决策的进程会受疫情影响，但留学需求却

并不会为其压制，故在这一特定的社会语境下探究有留学意向的本科学生及

其家庭的留学决策、以及影响其留学决策和未来规划的诸因素，无疑具有深

远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推拉理论由 D. J. Bague 首先提出。他认为，人口流动主要旨在改善生活

条件，流入地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构成人口流动的拉力，而流出地不

利的生活条件则成其为推力；人口流动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5]。E. S. 
Lee 在巴格内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流出地和流入地都存在拉力和推力的因素，

同时还存在第三种因素，即中间障碍因素，对人口流动产生影响。该中间障

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生活风俗习惯与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个人动机

等因素。人口流动是由推力、拉力和阻力三个因素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6]。 
研究显示，近年来运用推拉理论探究海外留学的文献已有不少。如，曾

思齐运用推拉理论对影响出国规模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人民币升值、

失业人口、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是影响出国规模最显著的三方面因素[7]，李强

提出借助推拉理论完善留学生招生工作[8]，孙田雨通过推拉理论对“洋高考”

现象进行探究[9]，刘明超通过推拉理论研究中国赴美留学生的移动率[10]。
上述文献对推拉理论中“推力”与“拉力”的分析虽较为全面，但大多基于

理论以及前人文献进行分析；后两篇对于留学的具体研究则侧重于向决策机

构提出建议。本研究在上海某双一流高校有留学意向的本科学生中开展在线

匿名问卷调研，通过实证研究，在推拉理论视阈下探究有留学意向的本科学

生的留学决策及影响其留学决策和未来规划的诸因素，并对其未来留学选择

提出可行性建议。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旨在探究有留学意向的本科生的留学决策及影响因素，故采取就

近原则，选取上海某双一流高校中历年出国留学率较高的三个学院中大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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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年级约 2500 名学生进行调研。 

3.2. 研究工具 

基于推拉理论及研究问题，我们自行编制问卷，列举影响留学决策的具

体的“推力”与“拉力”因素，以在线匿名问卷的形式开展调研。问卷的整

体设计采用里克特 5 级量表，以单选题、排序题、量表题及简答题设计问卷

题目，其中排序题设置排序上限。问卷共涵盖五个部分：基本信息、留学国

及留学高校方面的因素、家庭方面的因素、个人方面的因素及特定时期方面

的因素，共 37 题，其中单选题 11 题，排序题 2 题，量表题 23 题，简答题 1
题。基本信息部分共 8 题，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级、家庭长期居住地、父

母学历、家庭年收入、专业及留学国意向、留学国及留学高校方面的因素，

共 15 题，包括受访者对留学目的地及居住地的各种“推力”与“拉力”的

重视程度。家庭方面的因素共 6 题，涵盖受访者家庭对受访者留学决策的影

响。个人方面的因素共 7 题，主要涉及受访者个人留学的目的。特定时期方

面的因素共 1 题，涉及全球新冠疫情对受访者留学决策的影响。问卷以封闭

式问题为主，开放性问题为辅，旨在了解各方面因素对受访者留学决策的影

响。 

3.3. 研究的开展 

问卷设计完成后，8 名本科学生自愿参与小范围测试，以检验问卷的措

辞、长度、信度、效度及问题覆盖面。根据反馈结果，问卷在长度、信度及

效度上均为良好，适合后期的正式匿名投放。基于对问卷措辞、选项设置等

问题覆盖面方面的反馈，我们对问卷在行文措辞和重点标注上作了相应修改。

正式问卷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在朋友圈及班级群投放，2020 年 5 月 12 日调研

截止。问卷投放为期两周，共回收有效问卷 90 份，问卷样本量约占总样本量

的 3.6%，符合本研究的最低样本量需求。 

4. 研究结果 

4.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4.1.1. 调查对象性别、居住地和所在年级 
表 1 数据显示，共计 90 名学生在线匿名参与本次调研，其中男性学生

36 人，女性学生 59 人，依年级分布为大一学生 63 人，大二学生 14 人，大三

学生 9 人。因大一、大二学生还未面临即将出国的阶段，各方面考虑因素较

多，计划更长远，因此本调查 90%选择了大一、大二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考

虑到城市间的发展程度及教育水平的差异，我们将居住地也列入考量范围。

表 2 数据显示，参与调研者居住在“直辖市”、“地级市或中小城市”的较

多，各占 37.8%，居住在“省会城市”、“乡镇或农村”的则较少，各占 12.2%。 

4.1.2. 调查对象的专业分布及意向留学国 
从图 1 及图 2 中数据信息可以看出，参与调研的同学主要来自该校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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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对象性别和所在年级交叉统计(单位：人) 

 大一 大二 大三 总计 

男 30 3 3 36 

女 33 15 6 54 

总计 63 18 9 90 

 
表 2. 调查对象居住地统计(单位：%) 

 人数 百分比 

直辖市 34 37.8 

省会城市 11 12.2 

地级市或中小城市 34 37.8 

乡镇或农村 11 12.2 

 

 
图 1. 调查对象的专业分布 
 

 
图 2. 调查对象对留学国的向往程度(注：图 2 中国家前的数字仅为问卷中排列顺序，

与调查结果无直接关联) 
 

合作办学框架下的学院及出国留学率历年较高的学院，且所列举的专业均有

受访者参与，其中自动化、外语、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等专业的覆盖

面较为全面。将上述覆盖面与图 2 中对留学意向国的向往程度相对比，可以

看到，这些占比较高的专业多为与该校有合作项目的德国高校，故德国得分

较高与之有一定相关度。鉴于英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留学意向国

[3]，该调查结果与以往的留学数据相悖，这可能与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对于国

际学生的相关政策缩紧和大幅调整有关，也可能与我们样本数量较少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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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此外，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也有一定的占比，而瑞士、新

西兰、新加坡及其他国家则占比较少，可见学生心中的留学目的国并未发生

太大变化，仍与社会上整体的留学趋势相关。 

4.2. 海外留学的外在因素 

4.2.1. 留学国及留学高校方面的因素 
该部分调研旨在探究哪些留学国及留学高校的外在因素影响了中国学生

的留学国选择及决策。依照刘明超对留学的移动率因素分析[10]及旷群对高中

生出国留学的调研[11]，本部分问卷共 15 题，以量表的形式综合计算出各因

素在受访者心目中的重要程度。数据结果如图 3 所示。 
以影响因子 0.8 为标准，中国学生更注重留学国的治安环境、移民难易

程度、当地基础设施、留学高校的优惠政策、是否来华宣讲及学生是否容易

得到实习及工作机会；容易拿到签证、互换项目、对文化的包容程度也在其

考虑范围内；而历史是否悠久、毕业后的薪酬高低、文凭含金量等因素的影

响因子则较低。可以看出，如治安、基础设施等留学国环境方面的因素及优

惠政策、来华宣讲等政策方针类因素备受重视，而对文化的包容、历史是否

悠久等软件方面的因素及毕业后薪酬高低、文凭含金量等较长远的因素则对

受访者的留学决策影响较小。 

4.2.2. 家庭方面的因素 
这部分调研旨在通过分析家庭方面对学生留学国及留学高校选择的影响

因素，了解其影响程度。调研结果如下： 
由图 4 可以看出，调查对象父母的学历在专科、高中及以下均占比过半，

大学本科的占比分别为 42.22%和 28.89%，而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均不超过

10%。从表 3 可知，近半数受访者的家庭条件足够支持出国留学的规划。非

常支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中有 78.3%足够支付未来的留学开销，支持子女 
 

 
图 3. 留学国及留学高校影响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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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调查对象的父母学历分布 

 
表 3. 父母支持度与家庭条件支持度 

 
25.您家庭条件足够支持您每年在留学国的开销吗？ 

总计 
完全足够 足够 一般 不足够 完全不足够 

24.您父

母支持您

出国留学

吗？ 

非常

支持 
26.1% 52.2% 17.4% 4.3% \ 100.0% 

支持 7.5% 40.0% 45.0% 5.0% 2.5% 100.0% 

一般 \ 22.2% 48.1% 22.2% 7.4% 100.0% 

总计  10.0% 37.8% 38.9% 10.0% 3.3% 100.0% 

 

出国留学的家庭也有 47.5%足够承担未来的留学费用，只有极少数家庭表现

为不足以承担上述费用。可见尽管父母学历在硕士以下占比均超过 90%，但

这似乎并不会对家长是否支持孩子出国留学有过多影响；同时，留学的经济

能力与父母支持度有很大关系。家庭经济能力越高，父母越支持子女出国留

学，但同样也有经济能力稍差的家庭仍十分支持子女的留学规划。然而在受

访者中，没有父母不支持子女出国，即使是家庭经济能力较弱的家庭，也在

考虑规划子女的出国留学。这就表明，对众多中国学生及家庭而言，在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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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未来生活的规划中，出国留学仍占有重要地位，即便新冠疫情对留学市

场打击较大，但许多家庭依然没有放弃出国留学的规划。 
表 4 数据显示，仅有 16.7%的受访者会优先选择去亲朋所在的国家留学，

有 40.5%的受访者不会优先选择亲朋所在的国家留学，这反映出，亲朋在留

学地与否对其留学地以及高校的选择无直接、明显的影响；而 42.9%的受访

者表示不一定会优先选择去亲朋所在地留学，这表明该因素有一定概率会影

响到其对于留学地以及高校的选择。可见，亲朋在国外工作居住与否对于学

生的留学高校及留学国决策影响并不显著。 
图 5 反映了家长支持子女出国留学的诸种原因。得分较高的选项有看重

海外留学经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社会阅历比未出国留学的人更为丰富

等等，而得分较低的则是父母曾出国留学、父母朋友的子女出国留学及为家

人争光等。对比上述因素可以发现，父母更加看重未来子女自我价值的实现，

而对自己或其他亲朋过往的经历却不太重视。这表明当代父母相较于以前更

为注重子女未来的发展规划，而较少地将自身经历或他人经历复制在子女这

一代上，从而表现得更为民主。随着时代发展，家长与子女也会更早地开始

进行留学规划，以便做出更为合理的留学决策。 
如图 6 所示，当与父母出现分歧时，41.1%的受访者未与父母在留学国及

留学高校的选择上产生分歧，38.89%的受访者在与父母沟通后，能实现自己

的选择，只有少部分在与父母沟通后会听从后者的安排。据《2016 中国留学

白皮书》一项内容为“留学决策人是谁？”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出国

留学总体由父亲决策的比例占 4%，由母亲决策的比例占 5%，由父母亲共同

决策的比例占 20%，由子女本人决策的占 35%，由全家共同决策的比例占 35% 
[12]，这与本次调研结果基本一致。可见，大多数父母会给出自己的意见，但 
 
表 4. 亲戚朋友居住国外与留学与否交叉图 

 人数 
29.您是否会优先选择去该国留学？ 

总计 
会 不会 不一定 

28.您家里是否有

亲戚或朋友在国

外(含港澳台地

区)学习、工作或

定居？ 

有 42 人 16.7% 40.5% 42.9% 100.0% 

没有 39 人 \ \ \ \ 

不清楚 9 人 \ \ \ \ 

 

 
图 5. 家庭影响因素排序条形图(单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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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与父母出现分歧时应对方式 

 

最后在选择时仍会尊重子女的意见。 

4.2.3. 特定时期方面的因素 
这部分调查旨在了解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学生对于留学国以及留

学高校的决策是否会发生变化。调查结果如下： 
从表 5 中数据可知，超过 70%的受访者认为新冠疫情会对自己留学的决

策选择产生影响，仅有 10%的受访者认为新冠疫情不会对自己的留学决策产

生影响；该结论与 QS 调查发现基本一致。虽然中国国内的新冠疫情目前已

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并实现了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但海外疫情仍较为严峻，故

大多数受访者会观察疫情的发展趋势后再做出自己的留学决策。 

4.3. 海外留学的内在驱动因素 

该部分调研旨在探究个人方面的因素对学生本人的留学国及留学高校的

决策产生的影响。调研结果如图 7 所示。 

以 0.8 为标准，可以发现，受访者希望通过自身的留学经历，完成学业、

开拓眼界，在体验留学国独特的社会文化、风俗人情和生活方式的同时，提

升个人的综合学业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而对于留学是否能为家人争光却

并不认同。以上调研结果体现出，在当前的留学热潮下，名义上的海归已不

再是中国学生及家庭规划出国留学的首要目的，而对综合素质的提升及视野

的拓宽才是其最为看重的方面。在专业选择方面，较多的受访者会根据时下

的热门专业来确定自己的留学意向，这也体现出当下的一大困境，即过多的

人才涌向有限且特定的热门行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以及人才溢出。

此外，受访者对“外语能力对出国留学的影响很大”的认同度较低，而对“我

出国是为了学会一门外语”的认同度却较高，这反映出受访者可能并不看重

国内阶段的外语学习，而更多寄希望于在国外外语语境下提升自己的外语语

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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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新冠肺炎对出国留学影响程度 

 频率 百分比 

肯定会 17 18.9 

会 47 52.2 

无所谓 17 18.9 

不会 9 10.0 

 

 
图 7. 个人因素分析 

5. 讨论及建议 

根据内外因综合推拉理论模型，影响留学决策的因素可分为内因与外因

中的推力与拉力，而外因又分为留学国的推力与拉力及所在国的推力与拉力。

由于本研究仅面向有留学意向的尚在国内的本科学生，故所在国的推力与拉

力暂不研究。基于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在受访者当前的意向留学国中，德国、

美国和日本得分较高，且该双一流高校也以上述留学国为主，故就该三国的

数据进行对比。 

5.1. 建立模型 

根据受访者对 15 个因素的得分，构建以下算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0.861 0.780 0.919 0.846 0.518 0.825 0.825 0.693
0.626 0.797 0.777 0.731 0.681 0.816 0.795

Y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其中 x1 - x15分别对应序号 9 - 23。前面的系数为该因素的得分，而 xi的数

值取值为−1、0 或 1。以中国为参照国，当目标留学国的某因素相对于中国较

好时取值 1 (即拉力)，几乎相当时取值 0，相对较差时取值−1 (即推力)。当就

某因素比较时出现中国无法作为参照国进行对比的情况，则对三个国家进行

排序，最高得分为 1，其次为 0，最低为−1，相差无几时则均取 0。表 6 呈现

的是上述三个国家所对应的分值。 
根据表 6 计算结果如表 7 所示。 
该计算结果的得分高低与受访者意向留学国得分高低结果一致。显然，

德国、日本等国在留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美国的地位虽有下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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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德、美、日三国各因素对应分值表 

 德国 美国 日本 

移民 0 −1 0 

签证 0 0 0 

治安 0 −1 0 

基础设施 1 1 1 

文凭含金量 1 1 1 

来华宣讲 −1 1 0 

优惠政策 0 −1 0 

校园、教育资源等 1 1 1 

合作办学项目 0 1 0 

交流互换项目 0 1 0 

文化包容 1 −1 0 

历史悠久 −1 −1 −1 

热门专业 1 1 1 

当地实习及就业 0 0 0 

回国实习及就业 0 1 −1 

 
表 7. 计算结果 

 德国 美国 日本 

总得分 1.973 1.668 1.212 

 

仍占有一席之地。上述数据表明，传统的英美两国仍是当前的留学热门国，

而正是因为社会趋势所引导，才有此现象的发生。该结果表明，学生在进行

留学决策的时候会适当参考热门国家，从而做出自己的留学选择和规划。 

5.2. 对于个人及家庭的建议 

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留学政策也随之不断调

整。如美国国务院的留学生新政出台，就对国际学生、特别是正在美国留学

及拟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带来显著影响。故就个人及家庭而言，在关注留学

教育资源的同时，更要时刻关注留学国对于中国学生的友好程度，尽早规划

合理的留学选择，并时刻关注国内外留学政策的变化，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

整，使自己的留学决策更为适时、合理。 
尽管传统的留学大国，如英美等国，无疑仍是现阶段的留学热门国家，

其留学体系和留学政策也相较于其他国家更为完善，但现如今，许多其他的

发达国家也在不断拓展留学市场，对留学生的利好政策也在不断出台或完

善。故在教育资源相差无几时，不妨放眼其他同样具备留学实力的国家及其

优质的高等院校作为留学目的地，如德国、日本等，拓宽国际视野，多元化

选择优质留学高校，从而使自身的留学决策和人生规划具有更多的选择余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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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对于高校管理部门的建议 

调研结果显示，学校的合作办学项目会影响学生对于留学目的地的选择，

故各高校应积极加强与不同国家、地区间的高校的合作，拓宽国家间的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为该框架下的学生及家庭提供更为丰富及实用的学业和生活

上的信息与资源。 

其次，我们发现，海外高校来华宣讲也是影响受访者留学决策及规划的

重要因素之一。虽然网络上已有不少国外高校的信息网站，但学校校内的宣

传对于学生来说更为直观，也更令人信服。故高校既可以采取传统的来校讲

座宣传的形式，也可以利用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多媒体模式，如网络直播

或公众号推送等，对留学国及其留学高校进行宣讲。 

6. 结语及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问卷调研和数据梳理分析，对影响中国学生在留学国以及留学

高校选择上的诸种因素进行探讨，并给出了相应的可行性建议。 
近年来，中国学生将视野逐渐转移到诸如美英等热门留学目的地的其他

国家，日本、德国等国成为许多学生潜在的意向留学目的地。随着 2020 年新

冠疫情的爆发及后续疫情严重性的持续性增长，未来的留学国选择将呈现出

更为多元化的趋势。鉴于美英等国因其留学政策的大幅调整或改变，其留学

生的处境在近年内也会愈加困难，其数量也会相对缩减；相对而言，德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留学生人数则可能出现攀升趋势。鉴于新冠疫情下国内常

态化防控形势，本研究只采取了在线匿名问卷调研，未能实现实地调研和面

对面的访谈。其次，由于我们收集到的问卷样本数量较小，尚不能将我们的

结论作普遍化讨论。再次，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诸如国际流动风险防范体

系、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及中介市场等一系列潜在的影响因素，也未纳入

我们的考察范围。新冠疫情的持续性影响促使国内国际社会对本国的国际学

生政策不断进行着调整，这对于留学前景的影响势必将持续数年之久。故合

理规划留学决策，了解当前留学状况及动态，是每一个有留学意向个人及家

庭的迫切需求，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事业的长远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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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推拉理论视阈下中国学生海外留学决策实证研究——以上海某双一流高校为

例 
摘要：近年来，赴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持续增长，留学目的地呈现

多元化趋势。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对中国学生的海外留学决策产生

了一定影响。本研究以上海某双一流高校为例，在推拉理论视阈下探究有留

学意向的本科学生的留学决策及影响其留学决策的诸因素，并对其未来留学

选择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字：推拉理论，中国学生，海外留学，留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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