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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离不开大量的外籍人才，本研究通过收集海南626所各级各类学校对外籍教师的需
求、聘用、管理、培养及存在问题等方面的调研信息，分析来琼外籍教师队伍建设中的相关问题，提出
相关建议，为教育主管部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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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分析

本次调研共收到 626所院校及外籍教师 63名的有效
答卷。此外，海南省外国专家局提供截至至 2019年 4月
系统内在职外籍教师的全部数据。

4.1 外籍教师学历与薪酬情况
从横向比较来看，博士的最高月薪资为 40250元，

硕士的最高月薪资为 37375元，本科最高薪资为 44167
元，本科层次外籍教师的最高薪资比博士高 3900元，比
硕士高 6700元，差异较大；从最低薪资来看，博士的最
低月薪资为 5500元，硕士的最低月薪资为 5000元，本
科 4500元，区间相差 500元，差异不大；从平均月薪资
来看，硕士仅为 11905元，比博士 20%，比本科低 12%。
从纵向比较来看，博士学位的最高薪资达到 40250

元，最低的博士薪资仅 5500元，相差 87%；硕士最高、
最低薪资相差 89%，本科差距则为 101%，薪资的纵向
比较差距十分巨大。

4.2 海南省各级各类学校信息反馈分析
在各市县教育局的大力协助下，课题组本次共采集

到 626所院校组织人事处、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有效
问卷，其中，高校 10所，在全省高校中占比 50%，中职
6所，在全省中职学校中占比 7.3%，中学 154所，占全
省初、高中学校的 29.6%，小学 182所，占比 13.2%，幼
儿园 274家。数据显示，除高校和幼儿园的参与度比较
高外，其他各类学校的积极性并不高，这也从侧面反映

出中职、中学、小学对外籍教师的关注度不高。

4.2.1 院校招聘外籍教师的途径
研究数据显示，院校招聘外籍教师的途径呈多样化，

比较多的方式是境外合作院校派遣老师或到国内高校招

聘外国籍毕业生。此外，有 35.62%的中、小学通过政府
或教育主管部门统招或推荐方式招聘外籍教师。从调研

的结果来看，院校对在国内高校招聘外国籍毕业生比较

感兴趣，主要原因是这些毕业生在中国就读，对中国的

国情比较了解，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能力比较好，其

次，招聘单位还可以通过其就读的学校了解毕业生的情

况，择优录取外籍教师，避免盲目性。

4.2.2 院校外籍教师管理机构、人员及制度建设情况
数据显示，31所院校设置外籍教师引进和管理的机

构、有专职的外籍教师管理人员和制定了比较健全的外

籍教师管理制度，有 49所院校有专职外籍管理人员，29
所院校会定期为外籍教师举办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培

1  研究背景

本次研究依照省教育厅国际处的工作要求，通过手

机在线问卷、个别访谈、文献查阅等方式，收集海南省

外国专家局管理系统内外籍教师的信息、626所各级各
类学校外籍教师需求、聘用及管理的信息以及 63名外籍
教师职业满意度等方面的信息，了解目前海南外籍教师队

伍建设的现状、存在困难和问题，通过对调研数据和结果

分析，提出相关结论，其次，结合国内、国外外籍专家管

理的相关经验，在国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提出外籍教师

队伍建设的相关建议，为教育主管部门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的对象主要为海南省各高校、中职学校、

中学、小学、幼儿园的外事主管部门、教学部门的负责

人及在岗、在职的外籍教师。

3  研究内容

3.1 海南省外国专家局提供的主要信息
海南省外国专家局的外国专家项目管理信系统提供

的数据包括海南在职外籍教师的数量、国籍、学历、性

别、婚姻状况、工作年限、薪酬、人才类型、用人单位、

签证等信息等。

3.2 各级各类学校提供的主要信息
对外籍教师的需求、招聘外籍教师的途径、引进外

籍教师的数量、外籍教师的类型、招聘条件、外籍教师

管理的人员、制度建设、外籍教师的培训与考核、外籍

教师的薪酬体系，对外籍教师的满意度、希望获得的支

持等方面的信息。

3.3 在职外籍教师提供的主要信息
主要是外籍教师对当前薪资满意度、存在问题等。

3.4 实地访谈采集的主要信息
通过实地访谈，重点了解各市县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外

籍教师引进、管理、培养等方面的要求、建议及资金、政

策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对院校的实地访谈，主要是了解院

校在外籍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好的做法和建议。

3.5 通过文献查阅采集的主要信息
国家及相关省区政府、外国专家局、人力资源部门

发布的外籍人才引进及管理的相关政策、文件和规定；

相关院校关于外籍教师的管理规定、国际化师资队伍建

设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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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95%的受访院校没有外事机构，也未制定相关的制
度，87%的院校没有外事管理的专兼职人员。

4.2.3 院校在外籍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数据显示，在外籍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

题主要有三个方面：①缺乏外籍教师队伍建设的统筹规

划；②缺乏足够的资金；③对引进外籍教师的工作不太

重视，认为外籍教师可有无。有 13%的院校反馈外籍教
师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尚不完善，11%的院校对如何
发挥外籍教师的作用很茫然。

4.2.4 未来三年院校对外籍教师的岗位需求
根据受访院校反馈的数据，排在需求第一位的是语

言类的授课教师，其次是用英语或其他语种教授非语言

类课程的教师，排列第三的是学科 /专业带头人，第四
类岗位为课程负责人；在调研反馈中，有的院校还需要

聘用科研、涉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人员及院系、教研室

负责人等，对外籍教师的需求呈多样化。

4.2.5 未来三年院校对外籍人才的层次需求
数据显示，有 170所院校表示希望引进入选本省人

才引进计划的外籍人才，116所院校希望引进本科层次、
有教学经历的外籍教师，75所院校需求硕士学位、有教
学经历的外籍教师，81所院校希望引进具有相关职业技
能水平的企业外籍人士，69所院校对入选国家级 /部级
人才引进计划的外籍人才有需求。

4.3 外籍教师信息反馈分析
4.3.1 外籍教师对薪资的满意度
数据显示，57.14%的外籍教师对目前的薪资感到满

意，22.22%的外籍教师认为还可以，仅有 17.46%的外
籍教师对目前的薪资不太满意。从总体的反馈情况来看，

受访的外籍教师在华工作年限相对较长，对目前的薪资

满意度比较高。另外，有些外籍教师反馈，薪资中没有

奖励加班或完成培训后的加班补贴，或者能够随工作年

限的加长，提供加薪的激励机制。

4.3.2 外籍教师反馈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从外籍教师反馈的主要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没

有升职的机会，说明许多外籍教师希望在工作方面能够

得到发展和提升，其次，不少外籍教师希望能够学习和

掌握汉语，排在第三、第四的分别是没有业务方面的培

训，没有稳定持久的工作。

5  研究建议

5.1 政府层面强化政策和机制的保障
调查问卷显示，虽然院校反馈在外籍教师队伍引进

方面经费欠缺，存在困难，但是，在加强外籍教师队伍

建设方面，许多受访的院校则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需要

政府拓宽外籍教师引进的渠道，扩大外籍教师数量，其

次是加强外籍教师政策法规培训及在职的培养和提升、

出台外籍教师职称评聘办法，经费方面的支持并未排在

前列，说明许多院校认为，外籍教师队伍建设的可持续

发展，重要的是给外籍教师在职业方面的认可度和职业

发展机会，而不是单纯的经费支持，其次，从外籍教师

反馈的问题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升职

的机会，说明许多外籍教师希望在工作方面能够得到发

展和提升，因此，让外籍教师从自身内部产生造血功能，

其意义更大、效果更持久。

综上所述，建议政府在外籍教师引进、教师资格认

定、职称评审、教学大赛、科研立项等方面提出省级层面

的创新试点改革，在外籍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与中国教

师的趋同的管理，让外籍教师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建

立外籍教师队伍培养的长效机制，引领省内各级学校建设

更加开放、更加稳定、凝聚力更强的外籍教师队伍，充

分发挥外籍教师的积极性，引领海南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5.1.1 建立外籍教师资格证书准入制度
允许省内就职的外籍教师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探

讨外籍教师教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培训时间，教师资

格证种类，包括教师资格证上是否备注“外”字字样，

教师资格证的有效年限（长期、短期），教师资格证适用

院校（幼儿、小学、高校教师资格证等），教师资格证的

级别（初级、中级、高级）等。

5.1.2 建立外籍教师职称评聘制度
探讨并参照现有职称评聘条件，出台外籍教师职称

评审的制度，鼓励外籍教师积极参与教育、教学科学研

究，发布科研成果，职称与薪资水平直接挂钩。

5.1.3 四设立外籍教师科研、教学大赛等专门项目
在教学大赛、科研立项方面给予外籍教师一定的参与

比例，允许外籍教师单独参赛或与其他人员组成团队申报

科研项目，允许外籍教师参与优秀科研成果奖的申报等。

5.2 学校层面强化外籍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培育
鼓励各院校，尤其是高校和职业院校，进一步优化

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学缘结构，积极推进外

籍教师进专业、进课程、进大赛、进科研，围绕学校学科

建设，通过科研启动经费、科研配套经费和相关专项基金

等方式支持外籍师资队伍建设，稳定骨干教师队伍，造就

一批优秀外籍人才，培养若干名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学

术带头人，争取建成一支整体水平较高、结构合理、富

有创新能力和协作精神、适应学校事业发展需要的外籍

教师队伍，影响并逐步提升学校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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