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歐盟外籍生排除就讀瑞典大學的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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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各大學校長呼籲政府為今年秋季開始對非歐盟外籍生收取學費
政策做更好的配套措施後，各校校長也開始為招不到碩士班學生而擔
心。 

對非歐盟外籍生收費政策實施受衝擊最大的是碩士學程班，許多
大學的經濟、資訊科技等碩士班將在今年秋季班消失。幾所大學校院
因外籍生不願申請需付費課程，學校在缺乏經費的情形下，無法再提
供和往年的課程供學生選擇。 

當非歐盟外籍生將瑞典排除在選擇出國就讀的國家裡，瑞典損失
的不僅是和國際接軌的機會，（相較於上學年度16,600位非歐盟外籍
生）在今年僅有1,280位非歐盟外籍生選擇繳費至瑞典就讀的情形下，
瑞典大學校院不得不減少供外籍生選擇的課程數量。哥特堡大學校長
表示：「對個別課程具相當戲劇性的後果。」Boras大學校長亦表示：「以
長遠角度來看，很難維持如往年提供外籍生進階課程的多元選擇項
目。」 

碩士學程學生招收的越少也會影響瑞典研究發展領域。以林雪平
大學為例，上學年度研究生招入1,202名，今年卻只有39名，整體減
少97%。該校代理校長表示：「即便如此，學校還能保留住這群具專業
的教師，原因在於學校碩士學程整合其他系所課程。有些課程因沒有
足夠申請人而取消。」 

皇家理工學院校長初步估算該校因損失的外籍學生而減少的年度
經費高達5千萬至1億克朗(約合新台幣2億3千至4億6千元)左右。
可提供的課程減少，尤其是許多外籍生熱愛的資訊工程課程。幾個碩
士學程被迫關閉，其他學程則採合併的方法來開課。招生不足的連鎖
效應也影響大學教師人數。 

皇家理工學院期望能在未來將外籍生吸引回來。未來應加強市場
行銷部分，但也需要提高奬學金受奬額度。皇家理工學院校長及幾位
大學校長均表示，政府配合實施收費政策的現有奬學金名額實在不夠
抵足學校損失的非歐盟外籍生數。 

斯德哥爾摩大學校長也說道：「瑞典不能把自己從國際上孤立起
來，為維繫瑞典重要研究領域持續發展，實在有必要吸引這群優秀的
國際學生選擇來瑞典就讀。而這些在瑞典學成歸國的外籍學生實際是
瑞典國際上最佳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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