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收 20 萬名外籍學生」助長校園過度國際化的政府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因外籍學生的驟增降低高教品質，其背後始因於為了推動校園過

度國際化的政府。為解決少子化而招收外籍學生，把國際化指數與大

學財政支援計畫劃上等號，雖鼓勵大學向海外敞開大門，卻忽略外籍

學生的資格與程度。專家認為應先向日本借鏡才是。 

根據韓國教育部說法，國內大學的外籍學生驟增是起因於 2015

年政府實行的政策。2015 年開始實施大學結構改革評價，當時各大學

因少子化問題擬以校園國際化來解決，因此教育部發表了到 2023 年

將增加招收 20 萬名外籍學生之「外籍學生擴大招生方案」。並在政府

大學財政支援計畫評價指標上以國際化指數之名目，涵蓋外籍學生招

收成果。其中包含支援語文研習生轉為學位生課程、以外籍學生為對

象開設學系等內容。隔年，更導入「教育國際化能力認證制」，通過認

證的大學或研究所，將提供簡化外籍學生簽證發給的流程等優惠措施。

如果從沒有政府財政支援實在難以運作的國內大學現況來看，其實可

說是政府於前頭指揮各大學向海外敞開大門。 

目前政府對外籍學生的招收一樣持相同的看法，兪銀惠教育部長

最近再次提及「將至 2023 年為止，將招收 20 萬名外籍學生」，接續

推動前政府為少子化之解決方案。政府當然意識到因外籍學生增加導

致高教品質降低，俞部長強調招收外籍學生必須以優秀人才為前提。 

另外專家提及應參考日本所經歷的案例，尋找對策。過去日本在

1980 年代因為中國等外籍學生的問題，遭遇許多問題並不斷尋求解

決辦法。漢陽大學 Hyuncheng Lee 教授說明：當時日本在政府層級上

以促進海外名校與國內大學共同研究方式來提升外籍學生的國籍多

元化及渠等學歷水平。因此我政府也應強化支援國內學校與海外名校

進行交流。各大學招收外籍學生不應各自擊破，而該採聯合的方式，

政府與學校一同推動。 

如果只是無任何計畫的招生，僅會淪為銷售畢業證書之商業活動。

李教授更說明，中國大學之研究能力與日俱增，如果在招生後適當教



 

 

 

 

育的話，在外籍學生中佔有一定比率的中國學生也將不會再留學韓國。

實際上，外籍學生中，中國國籍比重自 2010 年 71%至 2019 年底已減

少到 44%。 

因此倘要招收優秀外籍學生，同時留住國內人才，首當要務莫過

於強化大學自身的學術研究能力。李教授強調，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時

代下，人才的培育十分重要，倘因外籍學生降低教育品質，因而忽視

國內優秀人才，只會造成人才外流，衍生更大的問題。因此政府應該

挺身而出，給予研究支援才行。 

撰稿人/譯稿人：翁靜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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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edaily.com/NewsVIew/1VRWN7N365 

 

  

https://www.sedaily.com/NewsVIew/1VRWN7N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