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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扭曲的中美合作办学项目
美国高校面临“中国难题”

“作为州立大学滥发文凭这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以前也有
私立的野鸡大学弄假文凭，见报
后都被取缔了。”

2月22日，记者联系在美国
南佛罗里达大学任教的晓芃老师
时，他表示，这只是个案，但也部
分反映出美国高校的管理漏洞和
国际招生热中存在的问题。

晓芃说，由于经济不景气，
州政府收入减少，自 2008 年开
始各州都相继开始裁减预算，
其中包括公立学校的经费，“我
所 在 的 佛 罗里达州每年都有
15%到 30%的缩减。拨款不够就
要涨学费和争取生源，尤其是要
交高额学费的外州生源。学生
修课多，政府拨给学校的钱也相
应多。”

但晓芃也强调，一般学校虽
然更愿意招收海外学生，但都会
按照规定招收，比如对托福成绩
的要求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每5
年一次的由独立机构进行的教
学认证，作弊是瞒不过的。所以
一般学校不会乱来。”

展江教授也认为这起州立
大学沦为文凭作坊的丑闻只是
个例，“美国高校的教学质量普
遍不错，但扩招也的确导致部分
高校质量下降。虽然美国的监
管体制比较完善，但这次的反应
太慢了。”

但记者了解到，与该校类似
的是，在这一波国际招生热中，
众多美国高校正面临棘手的“中
国难题。”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媒
体开始关注中国留学生大量增
加所引发的问题。2011 年 11 月
3 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刊登
了与《纽约时报》的合作报道《中
国 难 题》（The China Conun⁃
drum）。列举了美国高校面临的
难题：包括如何分辨大量捏造的
入学申请，如何应对英语水平和
学习习惯无法胜任美国课堂教
学的中国学生等。

这些问题在此次迪金森大
学事件中也能窥见一斑，调查报
告显示，“中介传来的中国学生
电子成绩单问题很多”、“让 25
名已经入学的中国学生重考托
福，发现其中 21 人的成绩达不

到招生要求。”
数据显示，从 2008 年美国

放开签证政策以来，中国留美人
数 以 每 年 至 少 20% 的 速 度 递
增。根据国际教育协会每年公
布的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0/
11学年，中国留学人数为157558
人，比上一年增加了 23%。报告
还特别指出，中国留学生在美读
大学本科的人数增加了43%。

晓芃亲历了这个变化，“对
一些小州，尤其是人口少、生源
少的地方， 如果学校又缺乏影
响力，招收外国学生确实是扩大
影响力的好方法。很多大学都
对海外扩大招生，尤其是本科
生。我读书时几乎没见学校有
从国内来的本科生。等我三年
后毕业时，校园里已有扎堆的刚
从国内过来的本科生。”

美国高校很快发现，这些
“来自中国迅速扩大的中产阶
级、付得起全额学费”的新一代
留学生不太一样，他们在生活能
力、学习努力程度、应对文化冲
突等方面与上一代留学生不同，
在面对压力和不适应时，有些学
生会选择旷课来逃避。

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特聘
留学顾问、金东方美国部技术总
监张伟用正在帮一批就读国内
高校国际合作项目的学生办理
出国申请。他将选择这类项目
的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
想读书的学生，对合作项目中的
外方院校不满意，希望能申请到
更好的大学；另一类则并不在乎
出国是否拿到学位，或者国外文
凭是否有含金量，就当参加了一
次出国夏令营，大不了回国继续
拿国内的学位。”

美国高校也在寻求解决办
法，提高录取标准是其中之一，
尤其是排名前 100 的美国院校。
嘉华世达美国部总监王敬说，从
2008年开始为吸引中国学生而大
量涌现的双录取模式会被好学校
慢慢放弃，“与在项目上经验丰富
的英、澳相比，美国许多院校显然
还不知道如何更好应对。”

另一方面，在教学方面，高
校也在针对新情况作出调整。
2011年底，记者在美国加州多所
大学采访时，很多学校的国际项
目负责人都强调他们开设了帮
助国际学生融入美国学术生活
的课程。

洋大学中国办事处监管难

在此次迪金森事件中，还有
一个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迪
金森州立大学中国办事处”。
2009年4月24日，大连东软信息
学院与迪金森州立大学签署合
作签约，同年12月19日，北京理
工大学珠海学院与该校签约。
学校网站的新闻纪录显示，出席
人员除了迪金森大学副校长
Hal Haynes 外，还有该中国办
事处的主任等人。

“招生者佯装是大学雇员诱
使学生选择迪金森州立大学，而
且他们歪曲了交换项目的灵活
性（比如，告诉学生可以转到该
交换项目里并不囊括的专业。系
主任因此不得不为这些新学生仓
促设计学习课程）”，“而这导致文
凭被授予那些合作协议之外的专
业，以及没有专业基础或没有上
过任何核心必修课的学生”。调
查报告显示，该办事处工作人员
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

迪金森州立大学校际关系
负责人玛利亚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在中国，迪金森州立大
学有不止一家办事处为他们录
取参加这种课程项目的学生，

“但这些人并非迪金森大学员
工。这些办事处并不能代表学
校，包括这个交流项目。学校已
经决定不再和这些办事处合作，
也不会再采用通过办事处的录
取方式。”

虽然目前已经在网上搜索
不到任何关于迪金森州立大学
中国办事处的信息，但依旧很容
易搜到不少国外院校驻中国办
事处的网站，有些还直接冠以

“某某大学中国招生代表处”的
字样，既有美国院校，也有英、
澳、加、日等国院校。

但对普通消费者而言，辨别
这些办事处的真伪优劣并不容
易。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一些代
表处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推广院
校，寻找合适申请者，乃至应对
申请材料造假问题。但现实情
况是，一方面远在千里之外国外
高校在监管时觉得鞭长莫及，另
一方面，国内机构对这类办事处
的监管也很困难，难免产生类似
迪金森州立大学这样的事件。

“这类办事处至少有几百

家，它们属于三不管地带”，业内
人士评价。每年 3 月的国际教
育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常会
向观展的学生和家长发布以下
提醒，“教育部从未审批通过任
何国外高校在华设立办事处(代
表处)，提醒观众对任何以国外
高校办事处(代表处)代表或代
理身份进行招生宣传的组织和
个人保持警惕。”

“这些办事处多属于公司性
质，根据相关规定，只能从事宣
传推广工作，不能招生，但现实
中，宣传和招生的界限往往很难
区分，也难以监管，学生利益一
旦受损也很难维权。”王敬曾接
触过此类案例，“学生通过某国
外高校驻中国办事处办理该校
的留学事宜，前期签了协议缴纳
了相关费用，但中途办事处却撤
了，学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这
些办事处不受教育部监管。”

王敬也认为，在此次事件曝
光后，家长和学生在选择学校和
机构，尤其是面对所谓国外高校
驻中国办事处的宣传时会更为
谨慎。

当然，记者也了解到，有一
些国外顶级院校会在中国设立
中心，如哈佛大学上海中心、芝
加哥大学北京中心等，这些中心
属于企业性质，主要目的在于加
强与中国院校的合作交流。这
类中心的详细信息可在学校官
网上查询到。

中方机构恐也有责

“既然美方审计的是联合办
学项目，涉案的中国学生都应该
属于中美联合项目的学生，以此而
论，中方机构恐怕也有部分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
研究所教授李奇这样认为。

在记者发稿时，迪金森州立
大学已经从教育部涉外监管信
息网公布的美国院校认可名单
中删除。但专家们认为，此次迪
金森大学的丑闻曝露也对中国
机构加强监督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从一些高校公布的中
外高校合作办学条例看，在入学
要求、项目管理体制等方面，这
些高校都会有明确的协议规
定。但在这一事件中，很多中国
学生都缺乏必要的文件档案，有

些没有托福或雅思证明。
迪金森州立大学事件中，受

影响的学生选择的多为双学位
的联合培养项目。在部分国内
合作院校的网站上，也能从签约
新闻中看到，这类项目多采用
2+2、3+1等模式。事件发生后，
在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上并
没有查询到相关项目的信息。

对此，北京留学服务行业
协会会长桑澎解释，按照教育
部的规定，经过中国教育部门
审批过的、合法的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和机构，本科层次以上
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
教育部涉外监管网上都可查
到，但高校没有实质性引进外
国教育资源，仅以互认学分的
方式与外国教育机构开展的学
生交流活动，不纳入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加以管理。

据一些高校公布的中外高
校合作办学条例看，对入学要
求、项目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会有
明确的协议规定。但在这一事
件中，很多中国学生都缺乏必要
的文件档案，有些没有托福或雅
思证明。

“究竟是中方机构没有按时
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还是根本
无法提供相应的合格证明材
料？还是中美院校双方有意或
无意间放松了监管？双方的协
议是如何规定的？违反协议规
定的是哪边的院校？合作项目
有没有具体的监管措施和合理
的流程设计？负责审批和监管
的相关教育主管部门是否发挥
了有效的作用？”李奇提出了一
系列问题。

他认为，根据公开报道的信
息来看，问题可能出在办学方出
于经济利益考虑，没有在输入、
过程和输出阶段照章办事，派出
方出于利益考虑，没有派出合格
的学生，国家层面的监管也不到
位、信息不透明等方面。

而在桑澎看来，目前一些中
外合作项目已经偏离了最初设
想的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促
进国内教育发展的宗旨，成为一
些办学机构谋求利益的途径，急
需国家加强监管，“而学生要想
避免风险，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
是看其是否属于计划内招生，通
过高考正式录取，并且项目在教
育部网站上可以查到。”

美国时间2月10日
《纽约时报》发

表报道，指出迪金森
州立大学（Dickinson
state university，又
译作狄克森）被发现
录取了数百名不具
备入学资格的留学
生，并在其没有完成
课程的情况下授予
学位，其中大部分是
中国学生。

2月16日
新华社、央广等

媒体发布相关信息，
称教育部已要求驻
美使馆教育处联系
学校和相关学生，进
行调查处理。

2月14日
北京外国语大

学国际新闻与传播
系教授展江在微博中
发布消息，提醒未来
留学生和家长注意，
美国迪金森州立大学
存在滥发文凭问题，
并与国内多所知名高
校有合作项目。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缪晨霞

迪金森州立大学。资料图片

新京报：现在许多院校
都有和国外院校合作的2+2，
3+1、1+3或留学预科等项目，
学生选择这类项目通常会有
什么风险？

宗瓦：教育部涉外监管
信息网上公布的审批或审核
通过的中外合作项目都是规
范的。在上述各种形式的联
合办学项目中，如果中国高
校是用计划内名额来开展学
分学位互认的联合办学，项
目质量和学生利益是可以得
到保证的。但有一些不属于
计划内招生的合作办学，主
要针对的是高考落榜生，目
的是借用国外高校的宽进严

出的政策和一些特殊文凭，
而国外大学也没搞清楚国内
具体复杂的情况。对学生而
言，潜在的风险是，这样的文
凭很可能并不具有含金量，
也无法得到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的学历认证。

新京报：家长和学生该
如何挑选、避免陷阱？

宗瓦：首先要看项目是
否通过教育部审批，是否有
审批号。现在也有些国内外
院校会通过学分互认等方式
作为校际交流项目途径，绕
开审批程序。对教育部公布
的中外合作办学名单以外的
项目，不要盲目迷信学校名

称，很多项目冠以的国内外
高校名字很具有迷惑性。要
从项目课程设置、师资、质量
如何保障等方面判断。有些
骗局很明显，比如在招生时
对高考成绩、英语成绩完全
没有要求，这显然有问题。

新京报：针对这次美国
州立大学违规事件，是否说
明国内机构需加强监管？

宗瓦：就我个人观点而
言，目前简单地由政府授权机
构对学历学位进行认证的单一
方式要有所补充。在国外会有
专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认
证，对学位和项目做出写实性
描述，包括学过什么课程、学习

成绩、学习能力等。比如美国
移民局会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
机构对申请技术移民或申请工
作签证的外国人的学位进行写
实性和比较性评估，有的评估
委托方是移民局这类的或用人
单位，而非学生，第三方评估机
构对委托方负责，也不敢造假。

新京报：中国国际教育交
流协会是否也会有相关举措？

宗瓦：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也准备推出相关质量
保障认证服务项目，涉及高
校、高中、高职等不同领域的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措
施。通过院校自评、专家审
核等对项目评估。

计划外合作办学或有风险■ 对话

●宗瓦，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副秘书长、中教国际教
育交流中心主任

2011年3月国际教育展上的高校展位。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高伟

在每年的国际教育展上，留学中介公司及各国院校会竞相打出吸引人的招生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