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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向外攬才」的國際教育策略 

【文／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張珍瑋】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調查，在他國高等教育機構就讀的留學生，在過去十幾年來不斷增加，在 2012

年，全世界的留學生（調查對象不包括短期的交換生）人數多達 400 萬 9,300 人，相較於 2000 年增加了 97%，並預

計將會在 2016 年時突破 500 萬人。國際學生在其他國家（通常是先進國家）學習相關專業領域的新興知識與技能後，

可能學成歸國，或者留在他國貢獻所學。在一些主要的留學國，如美國，即常仰賴國際學生輸入社會產業所需人才，如在

電機領域研究所階段，常由中國學生及印度學生佔了多數，而學生畢業後也多順理成章地進入當地企業工作。 

  然而，現今主要留學生輸入國，如美國、澳洲、紐西蘭、德國等，正經歷國際學生減少的現象，並進行相關政策的調

整。如在美國與日本 2014 年 4 月進行的美日首腦會議時，針對 2020 年（較之於 2010 年）美日兩國留學生人數倍增

達成共識，並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共同簽署該項「美日留學生倍增計畫」（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4

年 4 月 18 日）。在德國，則以政策與經費積極地透過「MINT-專業」計畫向外招收外國學生赴德求學，以填補其國內數

學、資訊、自然科學、與科技人才的供應不足（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2014 年 5 月 8 日）。 

  美國希冀透過移民限制的法律鬆綁，以使更多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國際學生可以繼續留在美國貢獻當地經濟（駐

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2013 年 9 月 12 日）。過去美國有不少理工背景的外籍博士畢業後留在美國就業，其中約有三分

之二的博士工作超過 5 年，故勉強能應付美國國內對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領域人才之需求。但從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公佈的研究所入學人數來看，國際學生主要來源國，如印度、中國、

韓國、我國及加拿大等，近幾年在理工領域（理工醫農、心理及社會科學）研究所新生人數均已呈現下滑趨勢（陳曉郁，

2014/7/15）。再加上這幾年美國 STEM 職缺比非 STEM 職缺之成長超過三倍，在美攻讀 STEM 學位的國際學生返國人

數又持續增加，可預見科技人才短缺將會成為美國極為棘手的問題，因此美國在 2012 年先通過法案，放寛指定 STEM

領域的畢業生，其實習簽證（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由原先的一年期延長至 29 個月（陳曉郁，2014/7/15）。

加拿大亦訂定目標，要招收超過 45 萬名的國際學生，並協助國際學生畢業後申請成為技術移民，以彌補 2020 年可能發

生的人才短缺問題。加拿大政府的努力目前已有部分成效，2011-2012 學年國際學生取得工作許可的人數已比前一年增

加 17%（陳曉郁，2014/7/15）。 

  我國每年招收許多外籍留學生或僑生來臺接受教育，這些學生畢業後，因已取得我國高等教育文憑，不僅具備基礎

的專業知識技能，且對僑居國及我國社會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我國目前已經朝向開放僑生可以延長留台時間，然而

還需要相關法規鬆綁，以使更多外籍學位生在畢業後有機會在台灣貢獻所學。其次，對於國外專業人才，我國政府亦可考

量鬆綁法規，為其辦理專業移民，以為國家注入新血，並填補相關領域人才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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