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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高等教育階段國際教育發展「向內育才」策略初探 

 【文／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張珍瑋 】 

  南韓和中國派遣優秀研究生出國留學，是長期以來的國家政策，這樣的趨勢一方面鼓勵擁有國外學歷的留學生在國

際市場能佔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促使國內的私人企業要求雇員提交英語考試成績，提升整體人力素質與國際競爭力。

然而，這五年來，兩國赴美留學的研究生人數持續下降，2010 年後南韓的留美研究生人數開始下降，中國研究生人數則

是連續這兩年都下降。形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甚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數字下降同時反映出的是「從前只能到國外受教育

的機會，現在可以在國內得到」。 

  為了促進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中國政府在 2003 年通過＜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允許國外大學至中國設校，

但必需與國內大學共同合作，且不可以營利為辦學目標（Li & Chen, 2011）。與亞洲其它國家相較，中國大陸境內的

海外分校是最多的，約 20 幾所，但是大多數規模小，只有幾百人，最大規模為西交利物浦大學，約 8,000 人。現今有

些世界知名大學也在中國大陸合作辦學，如寧波諾丁漢大學以及上海紐約大學等，這些學校不只是讓中國將自己原本有

意願出國留學的學生留在國內，並且也策略性地吸引了其他臨近國家（甚至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未來工作市場、文化環

境有興趣，且希望得到外國名校文憑的學子到中國讀大學。在南韓，則因為許多大學開設英語授課課程，而南韓與中國的

大學校院，有越來越多的國際交流合作，使得學生可以藉以獲得國外學歷和經驗（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2014 年 5 月

19 日）。因此，兩國對內培育人才的方式改變，也造成了學生往外流動留學的人數下降。 

  此外，日本亦針對國人不願意去外地留學的現象提出相應策略，除了制度性地提供經費鼓勵學子出國留學之外，亦

由文部科學省從 2014 年 4 月的學年起，啟動「單位招聘」計畫，以整批延聘的方式，招攬國外的世界頂尖及大學研究

者及其研究團隊到日本的大學進行共同研究、開發及教學。以這樣的方式讓日本在地學生不用出國也有機會親炙世界頂

尖學者並接受其指導的好處（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派駐人員，2014 年 1 月 3 日）。 

  我國近年社會輿論、業界與學界積極討論人才供需失調的問題（林進修，2012 年 8 月 6 日；財經中心，2012 年 8

月 7 日），常可見對於在地人才不足發出警訊，政府或是高等教育機構，或可提出相應將國外資源引入，「向內育才」

的策略，以預防或者是減緩人才斷層的現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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