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在東南亞扎根之「新南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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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是促進與外國交流與交換合作的策略之政策，長

期合作發展的重要機制。「新南向政策」是臺灣的蔡總統英文去年創

新提出的，為臺灣有效地調整與符合經濟與世界社會的變化，為尋找

新的方向與新的動態，並堅持人才發展的原則，是長期合作發展的機

制。 

該臺灣的政策可以看為是一些勢力的「逃生」，但另外一方面新

南向算是協助臺灣與東南亞與南亞國家合作的很棒機制。 

9月份，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隆重邀請泰國、越南、印尼

與馬來西亞的記者團訪問臺灣，這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認識臺灣社會與

瞭解新南向政策中的教育政策及運作。 

我國教育部部長潘文忠說，我國政府教育發展著重於臺灣人與新

移民，教育部是政府的重要部門之一，「新南向政策」之策略符合教

育部的政策。至於促進教育給外國人特別是在東南亞國家的國民的方

面，還注重在各層次人與人間的交換，為增加與外界的合作是很重要

的扎根工作。 

從我國教育部的統計資料，顯示2016年有留臺東南亞學生28,100

人，最多是馬來西亞學生 16,000 人，當然大部分都是馬來西亞的華

裔，僅次於是印尼學生 5,700人，越南學生 4,700人與泰國學生 1,700

人。現在臺灣的東南亞的新移民子女人數約 100,000人，我國政府會

支持、提供獎學金與舉辦培訓計畫來發展新移民子女潛力。 

因為臺灣從東南亞移民過來的新移民越來越多，所以在小學階段

就準備教必修課的「東南亞課程」提供新移民子女認識父母國家文化

語言的機會，但由母語者自己開課教學，學生可以在以下七種語言中

選一種：緬甸語、馬來語、印尼語、菲律賓語、柬埔寨語、越南語與

泰語。 

雖然臺灣現在國中及高中的此類課程還是選修課，但教育部部長

潘文忠表示未來可能會有改變，部長已決定目標訂為在 2019 年修改

此類課程為必修課。確認我國教育部的政策是無關政治的 ，因為無

論是哪個政黨執政，每個政府都應注重教育的扎根並持續施行。



 

此外，我國教育部部長提到增加提供培訓教育給「新南向政策」

對象國家的教師，並增加外籍生名額及來臺留學的機會。 

從蔡英文政府分配教育發展的預算中，透過「Elite Study In 

Taiwan」或簡稱為 ESIT計畫進行，把機會給「新南向政策」對象的

師生與教育人才之外，臺北政府也給自己的年輕人與人才去這些國家

累積經驗，特別是東南亞國家。 

有關臺泰關係與合作的部分，教育部部長潘文忠說，為增進雙方

穩定及密切的關係，政府計畫增加臺灣獎學金為 15 個名額。除了很

多培訓計畫之外，私立也有獎學金給泰籍生，有興趣的人可以直接聯

絡那些機構。 

臺灣企圖與南向的國家發展關係算是有趣的政策並「聰明」不少，

在政治動盪中使用「軟實力(Soft Power)」透過教育合作，創造兩岸的

「共贏(WIN-WIN)」，與刺激臺灣的經濟。同時，對象也收到更多教

育機會，不過最重要就是與南向國家增加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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