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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当代自费留学教育研究得较多，但鲜有对抗战时期举行的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的

研究。在学术专著方面，章开沅、余子侠主编的《中国人留学史》、元青等著的《中国留学通史》（民国

卷）、王奇生著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谢长法著的《中国留学教育史》、冉春著的《留学教育管理

的嬗变》等留学专著对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虽稍有涉及，但大多是对考试章程、留学科目及录取人数

的列举，缺乏深层的挖掘与探讨。基于此，笔者拟在梳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史料的基础上，深入考

察其时代特点、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一、时代背景：“限制”与“放宽”的时代需求

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是在中国全面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的。在全面抗

战之前，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初政权，都没有对自费留学生采取统一考试的形式选拔派遣。南京国

民政府对自费留学的管理基本沿袭前制，1933年制定的《国外留学规程》在自费留学资格和经费要求

方面提出一些限制，在出国手续方面与公费生一样都要领取留学证书。这种符合资格领取留学证书

即可出国留学的状况被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所打破。1938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限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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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暂行办法》，对所有公费、自费留学生的研究科目、留学资格等方面作了严格限制：“研究科目，一律

暂以军工理医科有关军事国防为目前急切需要者为限”；留学资格须是“公私立大学毕业后，曾继续研

究或服务二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或“公私立专科学校毕业后，曾继续研究或服务四年以上，著有成绩

者”；在国外留学者令其限期回国，除非有特殊成绩确需继续在国外研究者可通融延长[1]。1939年4月
颁布的《修正限制留学办法》，对公、自费留学生作了分别规定，对自费生的留学经费提出了特别要求：

“除得有国外奖学金或其他外汇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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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五千名，自费留学生每年以千名计，五年共得五千名，连同公费留学生可达一万名。”[1]据此可以看

出，教育部已将自费留学人才的培养纳入五年留学教育计划中。

1943年初，教育部鉴于抗战建国需才迫切，又因政府对于外汇的限制较前稍宽，于是对于自费留

学生之核准，依照战前《国外留学规程》之规定办理。放宽留学教育之后，依前例审核资格领取留学证

书出国留学的自费生越来越多。教育部统计，“计卅二年一月至六月期间，经部核准出国留学者，达二

百二十八人，人数较前剧增”[2]。虽然抗战时期自费留学人数并不可观，但依然有人对其颇有微词，认

为“近年留学政策，最大失败端在私费出洋，漫无限制”[3]。教育部也认为，“战时物质艰难，对于出国留

学生，若漫无标准，殊非节约之道，而战后建设人材需要迫切，对于留学生之程度亦必须相当提高，庶

出国后能认真学习，为将来国家之用”[4]。鉴于此，教育部乃决定，对于出国学生，无论其为公费或自

费，一律由教育部加以考试，及格后方准出国。

教育部从节约国家财力和提高留学质量两个方面考虑，决定将自费与公费留学一样采取统一考

试的方式择优录取，统一派遣，所不同的只是经费来源而已。辩证地看，政府为培养更多的精英人才，

在全国采取统考措施，择优大量派遣，与抗战初期严格限制相比，也是一种放宽留学的表现。但与此

前只审核资格领取留学证书即可出国留学相比，采用统考方式派遣仍然是另一种的限制。这种放宽

留学人数与限制条件统考相结合而诞生的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既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有时代的烙印。

二、考选过程：政府“统制”留学的政治特色

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从留学方案的制定，到组织考选的整个过程，甚至于录取后的放洋问题，都

牢牢控制在国民政府的手中，体现了政府为抗战建国培养人才而“统制”留学的特色。

1. ᾍ Ο

自费留学方案的制定是经蒋介石手令指示并经其鉴核通过才颁布施行的。1943年8月底，蒋介

石手令教育部：“自费留学生之派遣，须先拟订整个计划，规定其研究之部门与各科之人数，并定期举

行考试，希即为拟详细办法呈核。”9月10日，教育部长陈立夫在上蒋介石的签呈中说：“为更求慎重人

选起见，本部于前拟订之改进留学教育方案中，曾规定自费生每年派选名额，并拟自本年起，凡自费生

请求出国留学，一律由部举行考试，甄选优秀，分别派遣。其学力不堪深造者，不准出国。”[5]并将拟定

好的《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送请蒋介石鉴核。9月21日，侍从室第二处陈布雷代拟的审核意见

是：“谨按教育部遵照钧座手令所拟考选自费留学生办法，大致尚属周妥。”除了个别字句稍有改动之

外，“其余各条，拟均准照办”[6]。

1943年10月，教育部呈请鉴核并经蒋介石批准的《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及《第一届国外自

费留学生考试章程》向全国公布。从其内容来看，既有全面、具体的一面，也有“统”得过死、“限”得过

严的另一面。通观《派遣办法》，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强化中央政府对自费留学教育的管理，包括对学

业和思想的管控。派遣办法第一条即强调“凡自费生请求出国留学，一律由本部统筹派遣并管理

[1]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四册，第2087页。

[2][4]《教育部留学生考选委员会成立经过、组织概况及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工作人员名单》，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全宗号：五（2），案卷号：139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吾国留学政策之商榷》，《大学季刊》1941年第2卷第1期，第421-422页。

[5]《教育部长陈立夫致蒋介石签呈》1943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侍从室第二处陈布雷代拟自费留学生办法意见稿》，1943年9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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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就思想控制来说，无论学生报考文类还是实类科目，考试内容都必考三民主义，口试也注重思想

方面考查，考试及格后还必须送往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集中受训，合格后才能发给护照出国。留学

生在留学期间如有违反三民主义的言论及越轨行为，教育部查明属实后即取消其留学资格并勒令返

国。这种严格的思想统治一度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强烈诟病，甚至危及留学生的派遣。从管理角度来

说，规定留学生在国外的入学手续由驻外留学生监督处代为办理；在留学期内，应于每学期终了将肄

业成绩单呈送驻外留学生监督处考核并转报教育部审查备案，逾期三次不呈送者勒令退学返国；留学

期满后，未经教育部允许不得延期，应即返国服务，返国后应于两个月内检同毕业证及研究证件呈送

教育部审查登记，并由教育部指派或介绍适当工作。可见，留学生在国内由教育部统筹管理，在国外

则由教育部设置的留学生监督处管理，留学生的言行举止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这一方面有利于规

范留学生的行为，改变过去自费留学自由散漫的状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府强化中央集权的意

图。此外，限制过多也是其显著特点：留学名额以六百名为限；留学时间以二年为限；留学资格以专科

以上学校毕业为限；留学科目规定实科与文科6:4比例；报名要呈缴九个证件，包括毕业证书、成绩单、

体检表、研究或服务证件、留学费用证明书、留学期间研究计划、保证书、照片以及各种费用等。这些

限制把更多欲出国深造的知识青年排除在应试之外。

2. Җ

为统筹办理留学生考选事宜，1943年10月，教育部邀集与留学考试密切相关的各部门有关人员

专门成立了留学生考选委员会，其委员包括教育部常务次长余井塘、农林部次长钱天鹤、中央大学教

育长朱经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秘书长陈念中、中央设计局设计委员陈豹隐、水利委员会技正须恺、卫

生署医政处处长俞松筠、经济部工业司司长欧阳伦、交通部桥梁管理处处长茅以升、外交部人事处处

长郑震宇、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以及教育部参事杨兆龙、聘任督学许心武、简任督学陈东原

等[1]。他们绝大部分都有留学经历，其渊博学识和丰富经验为选拔人才和组织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留学生考选委员会成立之后，多次开会讨论考选事宜。1943

10

。

长遗另一状况ɗ

另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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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者来源学校，有的改名了，有的是未立案之私立学校，有的是沦陷区敌办学校，有的是国外学

校，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与考试章程有不符之处，若不能及时讨论并给予合理的答复，将使许多有志

深造的知识青年失去良机。从上述这些决议案可以看出，考选会充分考虑了战乱的影响及建国的需

要而作出了合理的处置。

第三次会议和第四次会议主要讨论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的成绩计算及格标准问题。为公平公正

起见，考选委员会综合考虑了考生的籍贯来源、服务年资、考试总分及各学门分数。比如在第三次会

议决议案中，议决“考生总成绩虽在五十五分以上，而专门学科及外国文有一门不及三十分者，不予取

录”；“边远省区如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山西、广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省，此次考生均不多，

其及格成绩降低五分计算”；“考生服务年资在五年以上者，及格成绩得降低五分计算。”“录取时应顾

及各学门，某学门所有考生成绩均不合第一项标准者，其最优者得降低五分计算。”[1]经过权衡分析各

种情况之后，第四次会议决议案才将最终及格标准定下来：（1）总平均在70分以上，专门科目及外国

文均满30分者录取；（2）总平均在60分以上，专门科目及外国文均满35分者录取；（3）总平均在55分
以上，专门科目及外国文均满40分者录取[2]。

留学生考选会根据教育部制定的考试章程及历次会议的决议案，对参加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的

青年学生进行材料审核和组织考选。虽然申请登记者很多，但符合条件者却很少，据最终统计，第一

届自费留学考试，计报名者800名，实到考生751名。其中男生652人，女生99人；报考文类共351人，

报考实类共400人[3]。笔试定在1943年12月11-12日，地点是在重庆求精中学旧址，13日在中央图书

馆举行口试。笔试科目分普通科目和专门科目两部分。普通科目包括三民主义及本国史地、国文和

外国文。专门科目包含实科和文科两类，其中实科类共分36个应考学门，文科类共分37个应考学门，

各应考学门都规定了相对应的考试科目。考试科目中有些性质相同的科目需要合并，所以最终剩下

48种不同科目。

为确保试题质量，考选委员会不仅聘请各学门专家学者来命题，还专门制定了《自费留学考试命

题注意事项》，为试卷命题者提供指导性意见。比如其中就提出：“各科试题避免空泛及偏重记忆之

题，注重实用知识之试验，及能使考生发挥见解之问题。”[4]这次考试的试题，尤其是文科类的试题多能

体现发挥考生见解，并体现国民政府的政治立场。比如，所有考生都必考的三民主义，这次试题就让

考生评论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优劣。在经济、历史、地理方面的题目更能

体现其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的特点，如“东北四省在未来新中国建设上应居何等地位，试就其主要

物产申说其在全中国之经济价值”；“抗战胜利以后我国当以何等重要物产向外输出，试就其产销情形

略分论之”[5]。这些考题将历史地理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既考察了知识，也强化了民族主义与经

济发展的重要性。还有一些试题是对战后国际组织及国际经济发展的思考，也体现了对国际重要问

题的前瞻性认识。

[1]《留学生考选会第三次会议决议案》，1943年12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2），案卷号：1393，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留学生考选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案》，1943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2），案卷号：1393，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应考生与录取生之科别》，1943年12月，《统计月报》1943年第94-95期，第12页。

[4]《留学生考选会历次会议记录及决议案暨教育部选出国留学生会议记录》，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2），
案卷号：139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各科试题》，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153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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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考选委员会对口试也十分重视。在口试之前，考选委员会专门拟出10个口试注意事项[1]，

以供口试委员参考。此次口试共分为16个口试小组，口试委员由包括茅以升、朱经农、朱光潜、钱天

鹤、吴俊升等名家在内的64位委员组成[2]。口试内容包括仪表、思想见解、专科知识、留学国语言等四

个方面，各项成绩均占25%。考试总成绩的计算，按照《考试章程》规定，三民主义及本国史地占总成

绩20%，国文占20%，外国文及专门科目各占25%，口试成绩占10%。从总体来看，专业知识所占的比

例比较小。依据这些计算标准，参加这次考试的考生总成绩：50-59.9分共 301人，60-69.9分共 234
人，70-79.9分共38人，也即总分在50分以上者共573人[3]。入选者主要从这部分考生中选拔。依据

留学生考选会最终议定的录取成绩标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结果于12月30日发榜，符合要求的及

格者共327人，其中男生292人，女生35人[4]。其中实科类160人（工科108人，理科30人，农科15人，

医科7人），文科类167人（商科74人，法科55人，文科28人，教育艺术10人）[5]。从录取人数来看，男女

比例悬殊，文类与实类人数相差不大，与清末民初的自费留学情形相似。以省籍论，江苏最多，78人；

其次是四川，42人；浙江36人；湖南30人；湖北、福建各19人；安徽17人；广东16人；江西、河南各11
人；河北10人；山东8人；辽宁7人；吉林5人；山西、陕西、云南、贵州各3人；甘肃2人；广西、热河、上

海、北平各1人[6]。一些经济文化大省的考生一如清末民初，依然在考试中出类拔翠，说明经济实力和

文化基础依然是影响考生的重要因素。录取学生来自全国24个省市，在当时东部半壁江山沦陷而西

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考生的籍贯覆盖范围还能如此之广，足见出国留学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之

大。以出身学校来看，来自公立学校的有33所，共录取280人，占总人数的85.6%；来自教会学校的有

11所，共录取43人；来自私立学校的有3所，共4人[7]。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中国立学校

占绝对优势。及格各生的年龄相差比较大，最长者（48岁）与最幼者（21岁）相差 27岁，年龄集中在

25-26岁的人数最多。服务年资差别也比较大，最高者已达21年，也有在1943年夏当年毕业就考取

的，其中服务3-21年的有167人[8]。

3. ךּ ♅

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在全面抗战的混乱时局下进行，应试者多饱受长途跋涉之苦，终于考中上榜

了，却又遭受政府“暂缓出国”的政令阻挠。按照规定，考试及格者要送往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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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当时正值战况危急，后方吃紧，而盟邦正对我政府颇有微词，全体留学生奉政府令暂缓出国，惟多

数为公教人员，均已辞去原职，到渝办理出国手续，其中不少变卖衣物，或告贷亲友，以筹划此当时仅

需法币十万元之出国费用，经此阻碍，困居陪都，进退维谷，倍形狼狈。”[1]教育部顾及政府形象，无法向

前来询问消息的录取者公开说明原因，只能应付说：“考取之自费留学生暂缓出国，政府自有不得已之

原因。”[2]所谓的“不得已之原因”即后来众所周知的美国学者联名发声反对国民政府对出国留学生的

思想控制，导致蒋介石急令暂停派遣。但美国教授反对的是国民政府对留学生的思想控制，而不是派

遣留学生本身，所以国民政府暂缓派遣的决定反倒引起更多的不满。

滞留国内半年多时间而无确切消息，录取者自然是牢骚满腹的，作为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的直接

负责者，教育部对于这些录取者迟迟不能放洋也无法交待，所以教育部长陈立夫迫于形势多次向蒋介

石请求放行。1944年9月13日，陈布雷将陈立夫送来的签呈转呈蒋介石，该呈文再次详述已录取之

自费生的困境，并强调应即刻放洋：“去年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学生，录取已八月，现尚逗留国内，该生

等多已获得外国学校之入学许可，又经中训团受训毕业。现英美供给奖学金之研究生实习生案，业蒙

批准照派，美国在租借法案下拨款请派农、工、矿三类技术人员一千二百名前往实习案，亦已奉令研讨

派遣方法。前读魏大使电，美国正计划短期复原，如我国派遣学习人员过迟，彼方工厂恐难如数收

容。英国驻华文化专员蒲乐道氏，亦向本部表示，战事停止，该国青年均须回到学校或工厂，我国派遣

留学实习人员，实以战事未停、工厂需人甚殷时派出为宜。”陈立夫在呈中还拟出两项办法，希望政府

能从中择一施行：一是“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及格学生，准办理护照外汇陆续出国”，二是“第一届自费

留学考试及格学生，改为实习生出国”。陈布雷认为：“所拟两项办法，似以采用第（一）项为宜，一则免

多更张，有失当时举办考试之原意，二则如照第（二）项改为实习，此例一开，下届考取之自费生必将援

例要求，难于应付。”[3]最终，蒋介石在该文件上批示“可办”二字。9月21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称：

“自费留学生，当局准办理出国手续”[4]。1944年底至 1945年初，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录取者陆续放

洋。1947年“大部分现已返国”[5]。

三、历史考量：创新与局限并存

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若放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考量，从其开创历史先例、提高留学质量的

角度来说，自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国民政府对这次自费留学考试准备得比较仓促，采取统一考试

的形式也不利于培养精英人才，其历史局限性亦显而易见。

1.♅ τ

开创了历史先例。在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之前，晚清政府和民国政权都没有对自费留学采取统

一考试的措施，至多对自费留学者提出一些要求和限制。清末新政时期，自费留学人数骤增，社会各

界对其鱼龙混杂的现象诟病不断，为提高留学质量，清政府在学历和语言方面开始加强对留学生的限

制。民初北洋政府在清制基础上又提出保证书的要求，命令自费生经行政公署核准出洋时，必须有保

证人亲赴公署填写保证书，保证所有该生留学期内应需经费及其他行为均由其负完全责任。1924年

[1]《首届自费留学生同学会由美迁沪二届自费留学生明聚餐》，《申报》1947年7月29日，第5版。

[2]《各地人员申请自费出国留学致教育部信函》，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15291（3），中国第二历

名档案馆藏。

[3]《陈布雷关于自费留学生出国办法上蒋委员长呈》，1944年9月13日，台湾国史馆档案。

[4]《自费留学生当局准办理出国手续英美奖学金生将考选》，《中央日报》1944年9月21日，第3版。

[5]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四册，第2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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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民国北京政府正式公布了《管理自费留学生规程》，规定“自费留学生均须领取留学证书”[1]。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自费留学基本沿袭前制：“至自费生出国留学，向例无须经过考试，在国内大学

毕业，具备证件呈请教育部审查核准，发给留学证书，即可出国留学。”[2]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

撙节外汇而实行限制留学政策，致自费留学几于停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外形势有所好转，要

求自费留学者也较多。国民政府既想要培养大批抗战建国人才，又想要
撙想

，

。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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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该届留学生，经统计在美所入大学，计卅三校，其中以密昔根大学为最多，麻省理工、哈佛、哥伦比

亚、纽约等大学次之，实际出国人数共为三百九十余人，已获得硕士学位者二百一十余人，中有二人并

己获得工学博士。兹因建国需材，各生多已结束返国，现时除留美各厂及大公司实习人员三十余人，

留美继续研究攻读博士学位者五十余人，在联合国政府各单位服务者十余人外，其余约二百名同学多

已返国，分别服务本国各机关、工厂、大学，各居重要位置，成绩斐然。”[1]还有一些在1949年后才归国

的，他们在新中国的科教发展方面建功立业，在此仅列举四位以资证明。

余国琮，化学工程门录取，1944年秋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就读，1945年获科学硕士学位，

1947年获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8月回国，是著名的化工蒸馏专家、化学工程学家和教育

家。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王守武，机械工程门录取，1945年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就读，1946年获硕士学位，1949年获

博士学位，1950年 10月回国，在研究与开发中国半导体材料及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做出了重要贡

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祥麟，化学门录取，1945-1948年就读于美国卡乃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并获博士学位。1950
年回国，是中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和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叶笃正，气象学门录取，1945年赴美留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 10月回国，中

国现代气象学主要奠基人之一。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某种程度上扭转了社会风气。在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之前，能自费出国留学者，或是富商大贾，

或是官僚子弟，贫穷子弟若不能取得公费或别的途径资助，出国留学只能是天方夜谭。第一届自费留

学考试，将一部分富而无识者拒之门外，而让一部分有识之士获得公允机会。参加这次考试并被录取

的考生吴坤淦说：“自费留学看起来似乎是富家子弟才能去，但这次考取的却多半是贫苦的人。”[2]他们

为出国留学甚至辞职卖衣，一旦有出国深造之机便会加倍珍惜。吴坤淦赴美留学后获教育心理学博

士，还成为美国林肯大学的教授。在举行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期间还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各公私机

关及各省政府，闻教育部举行留学考试，近已有设置奖助金鼓励其职员应考深造者”[3]。由于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将地方政府及各机关的留学生选派权收归教育部统一办理，于是各省及各机关趁此机会设

立奖助金，这也为清贫子弟出国留学提供了机会。

2. џ

准备仓促，考区太少，影响考试人数。1943年夏，教育部虽按蒋介石指示拟定了《留学教育方

案》，但对自费留学还没有任何规划，至7月中旬“一切考选办法尚未决定”[4]，至8月底仍然采用审核证

件领取留学证书的老办法，9月突然决定要采用统一考试方法，10月即公布自费生派遣办法和考试章

程。教育部在匆忙中拟定考试方案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更不用说考生了解信息迟、没有时间温习功

课了。而且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报名时间定在 11月 15日-12月 5日，考试时间定在 12月 11日-13
日。报名和考试地点都是在重庆。在和平时期也许不算仓促，但在抗战的混乱时局下，必须到重庆一

个考区报名应试，那些在外地的甚至在沦陷区的知识青年，本是踌躇满志地打算出国留学，结果因消

息闭塞或交通不畅而延误了时机。再者，这次自费留学考试需要缴验的证件特别多，缺少一项都有可

[1]《首届自费留学生同学会由美迁沪二届自费留学生明聚餐》，《申报》1947年7月29日，第5版。

[2]《各地人员申请自费出国留学致教育部信函》，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15291（3），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3]留学生考选委员会编：《第一届自费留学生考试报告》，第6页。

[4]《选派留学办法尚未决定》，《中央日报》1943年7月11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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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拒考。在抗战初期，很多学校或遭破坏或迁入内地，学生的成绩单、毕业证书很容易丢失。这次

报名时发现没有正式文凭的学生占绝大多数，且没有取得文凭的情形也多种多样，有的是正式文凭遗

失，尚未补得证明；有的是沦陷区学校毕业，未领得正式文凭；还有一些学校的毕业生名册已积压数年

没有上报。所有这些导致申请登记者不少，但符合条件报名者不多。据当时的《教育通讯》报道：“教

育部第一届自费留学国外考试，申请登记者有一千余人，而完清报名手续者截至昨日止，统计仅一百

九十余人，均系赴美。据该处负责人称：本届因时间关系，外埠学生不及参加，故本届可能有五百人应

考。”[1]接下来的几场考试增加了考点。1944年 12月举行的英美奖学金公费留学考试，分设重庆、成

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建阳等七个考区进行。1946年举行的第二届自费留学考试，分设南京、上

海、重庆、北平、西安、武汉、昆明、广州及成都等九个考区进行。第二届考试报名者共3817人，到考者

2774人，最终录取者1216人。

考试内容和留学国家都相对单一。从考试内容来看，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专门科目每个应考学

门对应一种考试科目，如数学门考微积分，哲学门考哲学概论，地质门考地质学。考试内容相对单一，

自然不利于综合筛选人才。第二届自费留学考试在考试科目方面吸取第一届教训，专门科目每个应

考学门对应两种考试科目，如数学门考高等微积分和高等代数与高等几何，哲学门考论理学和西洋哲

学史；地质门考地质学和矿物学两科。对比而言，第二届自费留学考试内容更专业、更严格，更有利于

选拔优秀人才。从留学国家来说，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所有录取者都赴美留学，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本

土没有遭受战祸，再加上美国经济发达、科技先进、文化教育繁荣，从安全性和先进性两方面考虑。

1946年举行的第二届自费留学考试，适逢二战结束，所以留学国选择性较大，包括“英、美、苏、法、比

利时、瑞士、瑞典、丹麦、荷兰、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2]。留学国家延伸到欧洲、美洲、大洋洲，

这样有利于取各国精华为我所用。

统考不利于选拔人才。政府为强化集权而“统制”留学教育，以行政命令来实现党化教育目的，个

人意志使政令朝令夕改，从而影响一大批青年出国留学。如国民政府因国内外学者反对其控制留学

生思想，就临时决定让第一届自费留学生“暂缓出国”；再如《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明确提出“自

费留学生考试暂定每年举行二次，于每年二月、八月各举行一次”，但事实上第二届自费留学考试一直

到1946年7月才举行，在败退台湾之前国民政府未再举行第三届自费留学考试。政府统一考试，使得

一部分自己联系外国学校获准留学的学生，碍于本国的限制而无法前去留学。比如，1944年广州大

学校长与美国纽约大学商定，“凡本校商学院毕业生志愿入该大学研究院肄习者，特许免费入学，由公

元1944年起，第一年可保送免费生一名，以后每年保送一名，递增至每年共学额五名为度”[3]。当广州

大学致函教育部询问应如何手续时，教育部却回复称“须参加本部留学考试，及格后方准出国”。类似

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政府以行政命令统制一切，说考就考，说停就停，而且在考试时间、地点、

名额、科目、年限、证件、学业管理等各方面都有限制，再加上政府的党化教育，在思想上控制过多，导

致自费留学者无所适从。

〔责任编辑：肖 波〕

[1]《自费留学考试登记千人中仅百九十余人完清手续》，《教育通讯》1943年第6卷第33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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