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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E_B3_E4_BA_92_E8_c107_210014.htm 继中澳两国政府正

式签署《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议》后，中

国和新西兰互认学历学位的喜讯接踵而至，而中美之间也正

在就同一主题“热身”。按照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

长纳尔逊博士所说“互签协议后，两国学生到对方国家留学

将会变得更容易。”那么中国学生究竟可以从这项重大举措

中获得哪些益处 今年以来，学历学位互认的喜讯接踵而至，

因此“签署协议后中国学生能获得哪些切身利益”就成为目

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记者也屡屡接受咨询：去澳洲还用不

用读预科、合作办学拿到的文凭国家是否承认等等。为此，

记者专门采访了业内有关人士。 受益一：学历衔接更顺畅 教

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政策规划处徐永吉处长告诉记者，对

中国学生来说，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后最大的好处就是有

资格到认可该学历的海外正规高等教育机构就读更高层次的

学历学位课程，比如说在国内正规院校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的学生有可能直接进入海外院校攻读硕士学位，从而解决了

长期困扰国内学生的学历衔接问题。但是，由于院校有权制

订各自的录取标准，因此学历学位互认只是从政府的层面提

供了一个资格保证，对于每一个学生而言，要顺利进入某所

海外院校就读，仅有资格是不够的，还必须达到该院校的具

体录取要求。反之，对方国家的学生对中国就读，也必须满

足相应的资格要求和国内院校的录取标准。 同时，徐永吉处

长也表示，双方互认学历学位，并不代表两国所有的高等院



校都会被相互认可，目前仅限于官方认可的“能够颁发学历

学位的正规院校”，但是，在这个大的框架内，还存在许多

技术性问题。例如，在原有相互认可的院校名单基础上如何

扩大院校名单，学校之间应该如何互认课程学分等。而且，

由于国家间教育制度、学位体制、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落实协议也需要进一步磋商。 受益二：

院校质量更可靠 海外院校的质量如何不仅决定着学生是否能

够学有所成，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他们的留学生活是否顺

利、人身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但是，由于国内获取相关

信息的渠道相对较少，学生及其家长择校时总有种“雾里看

花”的感觉。中国驻澳大利亚前教育参赞李振平教授告诉记

者：“互签协议后，双方都会以教学质量为标准，以国家声

誉做‘担保’，提供一份官方认可的院校名单，这份名单将

起到很好的参照作用，特别是对于规范自费留学市场、方便

学生择校、促进国外院校提高教学质量大有好处。” 据了解

，澳政府已决定投资1500万澳元用于确保其在海外合作办学

的质量及在澳大利亚留学生的权益。 受益三：海归权益更有

保障 据了解，由于我国与相当一部分国家尚未签署学历学位

互认协议，一些用人单位在使用“海归”人才时，对其手持

的洋文凭“含金量”如何很难拿捏得准确，也确实有一些“

海归”因此没能获得应有的待遇，这种矛盾在开展学历学位

认证工作之前表现得更加突出。 业内人士认为，互签协议后

“海归”人才应享有的各种待遇将更加明朗化、法律化，这

对于规范人才使用市场，保证“海归”各种权益，特别是工

资兑现、职称评定等会有很大帮助。 受益四：选择目标更宽

泛 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长纳尔逊博士明确表示，协



议签署后，不仅目前在澳洲留学的36000名中国学生回国时，

学历将获承认，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大学通过合作办

学的形式开设高等教育学位课程，完成此类课程后学生获得

的学历学位也将为中方认可。 对此，李教授认为，受传统观

念的影响，国内学生总是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实际上，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非常发达，培训的课程与实

际工作联系非常紧密。互签协议后，就读这些国家的职业教

育同样可以拿到被国内承认的学历学位，因此，学生通过国

外的高职教育有针对性地学到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东西，不

失为明智之举。(北京晨报/邬莹 徐虹)来源：北京晨报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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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学历学位的喜讯接踵而至，而中美之间也正在就同一主题

“热身”。按照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长纳尔逊博士

所说“互签协议后，两国学生到对方国家留学将会变得更容

易。”那么中国学生究竟可以从这项重大举措中获得哪些益

处 今年以来，学历学位互认的喜讯接踵而至，因此“签署协

议后中国学生能获得哪些切身利益”就成为目前大家最关心

的问题。记者也屡屡接受咨询：去澳洲还用不用读预科、合

作办学拿到的文凭国家是否承认等等。为此，记者专门采访

了业内有关人士。 受益一：学历衔接更顺畅 教育部国际合作

与交流司政策规划处徐永吉处长告诉记者，对中国学生来说

，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后最大的好处就是有资格到认可该

学历的海外正规高等教育机构就读更高层次的学历学位课程

，比如说在国内正规院校毕业、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有可能



直接进入海外院校攻读硕士学位，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国内

学生的学历衔接问题。但是，由于院校有权制订各自的录取

标准，因此学历学位互认只是从政府的层面提供了一个资格

保证，对于每一个学生而言，要顺利进入某所海外院校就读

，仅有资格是不够的，还必须达到该院校的具体录取要求。

反之，对方国家的学生对中国就读，也必须满足相应的资格

要求和国内院校的录取标准。 同时，徐永吉处长也表示，双

方互认学历学位，并不代表两国所有的高等院校都会被相互

认可，目前仅限于官方认可的“能够颁发学历学位的正规院

校”，但是，在这个大的框架内，还存在许多技术性问题。

例如，在原有相互认可的院校名单基础上如何扩大院校名单

，学校之间应该如何互认课程学分等。而且，由于国家间教

育制度、学位体制、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具体落实协议也需要进一步磋商。 受益二：院校质量更可

靠 海外院校的质量如何不仅决定着学生是否能够学有所成，

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他们的留学生活是否顺利、人身安全

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但是，由于国内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相

对较少，学生及其家长择校时总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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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外院校提高教学质量大有好处。” 据了解，澳政府已决

定投资1500万澳元用于确保其在海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及在澳

大利亚留学生的权益。 受益三：海归权益更有保障 据了解，

由于我国与相当一部分国家尚未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一



些用人单位在使用“海归”人才时，对其手持的洋文凭“含

金量”如何很难拿捏得准确，也确实有一些“海归”因此没

能获得应有的待遇，这种矛盾在开展学历学位认证工作之前

表现得更加突出。 业内人士认为，互签协议后“海归”人才

应享有的各种待遇将更加明朗化、法律化，这对于规范人才

使用市场，保证“海归”各种权益，特别是工资兑现、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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