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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与四川建设成都为国际门户

这一进程的推进，中国四川先后与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开展教育交流合作。近五年，共有超过 4 万名外国留学

生在川学习生活，留学生对四川的影响逐步增强。因此，

研究来川留学生与四川的双向互动有助于我们了解四川国

际化进程中的优势与不足，助力四川国际化进程的发展 

方向。

但是，近十年的相关文献多侧重来华留学生对当地影

响的研究，而忽视了留学生的生活体验对其宣传并促进所

留学地发展的重要性。本研究则将调查并分析来川留学生

归国后对四川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宣传、促进作用，以期

补充与来川留学生相关的文献研究的空白，并对留学生如

何更好地宣传、促进四川的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论文为研究第一部分，我们对前期研究文献进行了梳

理，调查了来川留学生在四川的生活学习状况，并了解他

们对四川的评价，分析他们对四川了解的主要方面及其内

容。在研究的第二部分，我们则调查了来川留学生归国后

的从业情况，他们在不同行业中宣传四川、与四川进行经

济活动的情况，分析了其与四川的宣传、经济行为中的不足，

并探讨了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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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四川作为西南“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吸引了大量留学生前来学习。本研究旨在调查来川留
学生学成后宣传四川及促进四川经济文化活动的情况。论文为研究第一部分，调查留学生对川体验及评价。从调查结果可
知，来川留学生在川生活体验较好，对四川留下的多为正面印象，对四川的宣传也具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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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期研究综述

文献检索可以发现，有关归国留学生对华宣传、对华

经济助推作用方面的研究较为缺少，涉及四川的则更少。相

关文献综述如下：

据中国知网统计数据显示，从 1964 年至今，关于来华

留学生的研究论文数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自 2008 年来开

始快速增长。涉及来华留学生的相关论文已有两千两百余

篇，其中文献主题有关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论文共计 394 篇，

有关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论文共计 473 篇，有关“一带一路”

背景下留学生教育模式发展的论文共计 224 篇。这些文献都

主要研究留学生在华的学习生活情况及文化适应问题，没有

研究学生学成回国后宣传原学习所在地及促进其国家与留

学所在地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的情况。 

有关留学生归国后对华宣传或经济影响的研究较少，

少有人提及来华留学生归国后与中国的双向互动，尤其是对

中国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李越、夏子烨通过构建多元回归

模型分析来华留学生对国家经济的影响，认为来华留学人员

每增加一万人，对 GDP 的影响超过 5 万元 [1]。哈巍、陈东

阳指出，不同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对出口贸易有不同的促进作

用，目前来说中低收入国家的来华留学生促进作用更强 [2]。

谭晓健认为为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影响

中国的教育发展与经贸发展，因此必须把握参与国际留学生

市场竞争的机会 [3]。

综上，有限的文献仅涉及留学生来华后对 GDP、出口

贸易、教育服务贸易等方面，而有关留学生归国后宣传中

国、促进所在国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较少，涉及四川的则 

更少。

而有关留学生归国后宣传四川、助推四川经济发展的

研究更少。知网检索仅有三篇文献与留学生在四川学习的情

况有关。陈欢欢探讨在川留学生对四川方言词汇的认知情 

况 [4]。冷蔺莎主要研究来川巴基斯坦留学生对四川饮食文化

的适应情况 [5]。刘银霞研究巴蜀文化课程在留学生课堂中的

开展情况 [6]。以上论文均未涉及来川留学生归国后与涉川经

济文化活动这一方面的研究。

由此可见，中国国内当前研究仍注重于来华留学生的

教育模式、跨文化交际适应等方面，已有少部分学者注意

到了来华留学生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双向互动影响，

但此方向的研究仍较少。因此，本项目以来川留学生为出发

点，着重研究留学生生源地与四川产生的经济、文化等双向

互动。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调查对象
本研究共调查 46 人，都是曾来川学习，现已回国，有

巴基斯坦、尼泊尔、韩国、泰国、柬埔寨、马达加斯加、老

挝、尼日利亚等国的留学生。包含男性 30 名，女性 16 名，

其年龄段集中于 21~40 岁，有相当大比例的调查对象曾在

中国生活 3 年以上且汉语等级水平达到 HSK6 级。

3.2 来川留学生宣传四川活动情况分析
①从宣传基础来看，80% 以上的来川留学生都对四川

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使得他们在宣传四川时有足够的可宣

传点。但是，留学生对四川的印象大多比较浅显，这可能会

对他们的宣传点产生影响。调查显示，留学生对四川的印象

大多是一些表层体验方面，如饮食、生活节奏、交通、气候、

教育水平等；但是，对四川的深层文化方面的印象并不够

深刻，如经济发展、历史文化、中华文化等。针对这一点，

我们可以围绕留学生教育方向和四川底蕴文化传播形式与

途径做出更多的思考，为帮助留学生更好地体会四川经济发

展、感受四川优秀文化不断努力。

②宣传内容。调查显示，留学生对四川的印象大多是

一些表层体验方面，如饮食、生活节奏、交通、气候、教育

水平等；但是，对四川的深层文化方面的印象并不够深刻，

如经济发展、历史文化、中华文化等。留学生对四川的印象

总体来看比较浅显，这应该会对他们的有关四川的宣传内容

产生影响。

③宣传意愿。从宣传意愿来看，来川留学生归国后对

四川的宣传意愿都较为强烈。涉及的所有调查对象均在回国

后对四川进行了宣传，且有 90% 以上的留学生都认为相比

中国其他省市，更愿意在四川生活（见图 1）。其中，四川

的生活节奏是他们选择四川的最主要原因，其次，四川的饮

食、生活压力、气候及交通等方面也得到了认同（见图 2）。

图 1 留学生宣传四川的情况与在川生活意愿

图 2 留学生为什么愿意在川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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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宣传内容。90% 以上的来川留学生都会重点宣传生

活方面的内容，其次，对文化、教育方面的宣传比例也较大。

这与留学生自身的生活体验关联性较大。留学生来川后，大

多在川生活 3 年以上，期间其主要目的便是接受专业教育及

文化教育，自然在这三个方面体验感更强、了解更深，从而

成为其主要的宣传内容。

但是，留学生对四川经济与科技方面的宣传度较低，

我们认为这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上，四川科技经

济发展并不靠前。根据 2022 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四川

2021 年 GDP 排行全国第六。且四川 2021 年经济增速仅排

名 11，增长势头并不强劲；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

报告》中的综合指标排名来看，四川排名第九，相较于广东、

北京、上海等科技创新能力强的区域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

主观上，则可能与来川留学生的专业、喜好、生活体验等有

关（见图 3）。

图 3 留学生宣传四川的内容

从宣传方式来看（见图 4），我们可以发现，留学生宣

传四川人数与宣传方式覆盖面之间呈反比关系：通过“向亲

朋好友介绍”宣传四川的比例占 80% 以上，但同时，这一

宣传方式覆盖面最低，只涉及留学生周围一个小范围群体；

通过“向所在公司或学校介绍”宣传四川的比例占 40% 以上，

这一宣传方式覆盖面较低，涉及留学生所在学习、工作单位

这一范围；通过“在网络上发布相关信息”“向政府部门或

外交部门进行介绍”宣传四川的比例各占 15%，但这两种

方式覆盖广、受众广、影响力大，是宣传四川的非常有效的

途径，也能更大范围地使得留学生所在国家的人对四川产生

兴趣，从而激发他们前往四川学习、工作、旅游等意愿，带

动四川经济发展和国际化地位的提高。

从宣传作用来看（见图 5），来川留学生归国后对四川

的宣传起到了较大的积极影响。在思想观念上，近 70% 的

人通过留学生的宣传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

更加深入的了解，近 50% 的人减少了对中国的误解；在实

践效益上，近 60% 的人通过留学生的宣传来到中国或准备

来中国，近 40% 的人与中国产生了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来往。

但是，相比起来，推动进行实践的人数较之产生思想影响的

人数仍然偏低，这也是我们在政策支撑、经济支持、文化交

流、产业联动等方面需要提升的方向。

图 4 留学生宣传四川的方式

图 5 留学生宣传四川起的作用

4 结语

以上调查可见，来川留学生在宣传四川的过程中，对

经济、教育等方面介绍得较少，宣传范围也多局限在以个人

为中心的生活圈，少数涉及其他国家自媒体、外交部门，这

表明留学生有关四川的知识储备不够充足、所了解的宣传手

段也不够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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