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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撰文称，北欧各国由于“免学费”等有利条件而即将成为

中国学生的热点留学国。然而，如果仔细分析，鉴于“语言

”和“出路”等限制，北欧留学近期很难成为热点。 曾几何

时，国内开始出现“北欧成为新留学热点”的论调。在遥远

的北欧校园里，年轻华人学子的面孔确实在不断增加。然而

，北欧国家的一些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人留学北欧，终究难

成热点。 留学北欧，充满诱惑 无论是挪威的森林、瑞典的诺

贝尔奖，还是丹麦的美人鱼，都让人感觉到一种遥远的神秘

。除了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那里还有发达的经济和令人羡

慕的福利。对于想到海外留学的中国人来说，北欧留学的诱

惑更在于英语教学、免费教育、“签证率高”和“中国人少

”等种种优点。 这些无疑都是事实。北欧国家都有各自的母

语，但研究生教育有很多针对国际学生的英语课程，北欧人

的平均英语水平在非英语国家中也被公认是最高的。北欧的

高福利决定了教育是免学费的，这同样适合于绝大多数外国

留学生。签证在一年以上的留学生还能享受到当地免费医疗

等各类福利。由于北欧的公立学校大都实行国家按招生名额

拨教育补贴的制度，因此大量的学校在本国学生招不满的情

况下积极扩招外国学生。北欧各国的签证政策相对也宽松，

凡是拿到学校录取书的中国学生基本都能轻松获得签证。 正

是由于这些条件，再加上目前美国签证受阻，国内一些中介

公司便转战北欧，进行大力鼓吹。北欧，在渴望留学海外的



年轻中国人中一下子热了起来。 难点之一：难过语言关 然而

，留学北欧有着种种难题。这其中，语言关可说是最大难关

。 瑞典有瑞典语，丹麦有丹麦语，挪威有挪威语，芬兰有芬

兰语，冰岛还有冰岛语。这些语言除北京外国语大学有瑞典

语本科课程并在去年新开芬兰语外，在中国都没有学习机会

。而在北欧国家，外国人想读当地大学本科就必须具备相当

程度的当地语水平。各国都设立了相关语言考试。事实证明

，仅靠一年语言课程想通过该考试基本不可能。这就意味着

：第一、不懂当地语的人几乎无法申请北欧国家大学本科课

程；第二、想通过语言学校或大学本科先把语言学会再考当

地本科的人多数也只能是“妄想”。至于极少数用英语教授

的本科课程，由于对外名额极有限，中国学生申请非常困难

。 语言关挡住的不仅仅是到这里读本科的脚步。 北欧人的英

语水平虽普遍不错，到处都在放着英文影视节目和歌曲；但

这里看不到英文报纸，商场货品都是当地语标签，人和人之

间更是只讲当地语言。不懂当地语很难融入当地社会，这无

疑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语言带来的另一大问题是，当地语

讲得不够好，基本不可能找到工作。这就意味着，哪怕你来

到北欧并且学有所成，过不了语言关依然无法留在这几个美

丽的国度。 难点之二：生活成本不低 留学北欧虽有免学费的

优点，但昂贵的生活费、较少的打工机会及很难争取到的奖

学金使得来这里学习的中国人普遍感觉到较大的经济压力。 

在联合国历年全球生活费最昂贵的城市排行中，北欧五国的

首都每年都名列前茅。在今年最新排名中，挪威首都奥斯陆

更是被评为全球(生活消费)最昂贵的城市。很多中国人第一

天来到北欧，走进超市都会被这里的物价吓住：大约合人民



币10元一根的黄瓜、大约500元的公共交通月票、每月约2500

元的宿舍租金⋯⋯一年省吃俭用，生活费还得5万人民币。 

不懂当地语，无法找到打工机会，即便能讲一些，也只有极

少数人能找到送报纸、刷盘子等工作，且被迫打黑工者居多

，报酬远低于当地人。 北欧国家的高校几乎不给外国留学生

设奖学金。丹麦只有企业奖学金；瑞典有一些国家机构设的

奖学金，但申请到的机会很少；挪威虽有助学贷款，但能申

请到的中国学生寥寥无几。 难点之三：中介招摇撞骗 在北欧

几国中，这两年中国留学生增幅最高的当属丹麦。丹麦移民

局发给中国人的学生签证已从2001年的276名增加到2002年

的685名，今年的数字据说还要大幅攀升。这是因为瑞典等国

家一年的语言学习很难获得签证，而在丹麦，只要你有学校

的邀请信几乎都能凭学生签证过来。 据中国驻丹麦使馆教育

处介绍，最近一两年里中国留学生的增加主要体现在来“人

民高中”及职业高等教育学院就读的学生。但正是这些主要

由国内中介办过来的学生在到丹麦后出现了很多问题，把它

称之为“丹麦留学热潮中的阴影”毫不过分。 英文的

“College”一词在中国被译为“学院”，而在丹麦被称为

“College”的都是职业教育学院，大学则是“University”和

“School”。职业高等教育学院的教学和大学并不接轨，虽

然部分学校也有本科文凭，但其文凭无法申请大学的研究生

课程。国内中介在语言上混淆校名，使很多中国学生到丹麦

后大呼上当。 然而，职业教育学院毕竟还是正规学校。而丹

麦的“兴趣爱好学校”(以教授人们的业余爱好为主的非正规

学校，课程有艺术、文学、计算机和语言等)“人民高等学校

”却被国内中介打着“正规高中”或“语言学校”的名义引



来越来越多的年轻留学生。丹麦教育处负责人牛文起提起这

一现象更是痛心疾首。他说，仅教育处收集到的中国学生和

“人民高中”或国内中介间出现的纠纷与问题就达数百例。 

通过丹麦语直译的“人民高等学校”事实上在北欧各国都存

在。很多中国学生来丹麦就是读它的半年或一年的丹麦语或

英语课程。然而由于这里的教学仅仅是为培养人的业余兴趣

而设，因此没有正规的教育体系，学习也非常轻松。学生们

所学到的语言能力几乎都不足以考大学或换校，签证一到期

就得到处想办法续签，而大多数人只能带着对中介的一腔怒

火被迫回国。 其实，除丹麦外，北欧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数量

近两年来虽有所增长，但并不算多，倒是挪威注意到了中国

留学市场的巨大，其政府正酝酿加强中挪高校交流，大有想

步英国后尘大干一场的感觉。然而，专家以为，如果北欧国

家的教育体制不针对中国留学生做一些专门改动，北欧终究

不可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新留学热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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