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章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本章闡述 108年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專責推動之國際教育、僑生教育、兩
岸教育等交流業務，並敘述提升臺灣國際間能見度的措施及成效，國際及兩岸教育

問題與對策，最後提出未來發展動態。

第一節　基本現況

壹、境外學生人數

為加強國際教育與交流，教育部積極支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招收境外學生。

108年度境外生人數達 13萬 417人，創下歷史新高，成果斐然。境外學生分為學
位生及非學位生，學位生包含正式修讀學位外國學生、僑生（含港澳生）及正式修

讀學位陸生，非學位生包含外國交換生、短期研習及個人選讀生、大專附設華語文

中心學生、大陸研修生及海青班學員。近幾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人數統計詳如表

13-1。

表 13-1
101-108年度大專校院境外學生在臺留學／研習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境外學生總計 66,961 79,730 93,645 111,340 116,875 121,461 129,207 130,417

學位生總計 28,696 33,286 40,078 46,470 51,741 55,916 61,970 63,530

正式修讀學位
外國學生

11,554 12,597 14,063 15,792 17,788 21,164 28,389 31,811

僑生（含港澳生） 15,278 17,135 20,134 22,865 24,626 25,290 24,575 23,366

正式修讀學位陸生 1,864 3,554 5,881 7,813 9,327 9,462 9,006 8,353

非學位生總計 38,265 46,444 53,567 64,870 65,134 65,545 67,237 66,887

外國交換生① 3,871 3,626 3,743 4,126 4,301 4,856 5,242 5,242

外國短期研習及
個人選讀生①

3,163 3,915 4,758 5,586 5,870 8,806 10,630 10,63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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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大專附設華語文
中心學生②

13,898 15,510 15,526 18,645 19,977 23,539 28,399 32,457

大陸研修生③ 15,590 21,233 27,030 34,114 32,648 25,824 20,597 16,696

海青班學員 1,743 2,160 2,510 2,399 2,338 2,520 2,369 1,862

說　　明： 自 103年度起修正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海青班）學生人數之計算方式，
另僑生（含港澳生）人數統計範圍增納國防醫學院，本表資料均回溯修正。

備　　註： 1. 108年度外國交換生、短期研習及個人選讀尚無累計數，暫以上年度人數估算。
 2. 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生自 102年度起含中國大陸及港澳生。
 3. 中國大陸學生來臺短期研修人數包括 6個月以下及 6個月以上之研修人數。
資料來源： 教育部統計處、國際及兩岸教育司、陸生聯招會及僑務委員會（民 108）。98-108 年度大

專校院境外學生在臺留學／研習人數（未出版）。

一、外國學位生人數  

經過多年來的努力，外國學位生人數持續成長，至 108學年度，人數達到 3萬
1,811人，較 101學年度成長約 2.8倍。108學年度外國學位生前十大來源國，依序
為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日本、印度、蒙古、泰國、菲律賓、南韓及美國。101-
108學年度外國學位生人數統計情形詳如表 13-2及圖 13-1。

表 13-2
101-108學年度外國學位生人數統計表（依國別） 單位：人

序號
學年度

國家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 越南 2,379 2,382 2,450 2,586 2,807 3,884 7,058 9,326

2 印尼 1,055 1,174 1,374 1,623 1,923 2,662 5,686 6,460

3 馬來西亞 2,280 2,863 3,671 4,465 5,044 5,449 5,197 4,691

4 日本 518 549 698 791 931 1,034 1,432 1,751

5 印度 431 492 646 803 933 1,183 1,202 1,361

6 蒙古 482 578 571 607 670 945 1,155 972

7 泰國 432 506 548 506 544 635 769 900

8 菲律賓 147 157 138 139 180 236 451 794

9 南韓 494 490 511 596 668 747 768 696

10 美國 423 408 419 433 434 430 432 417

其他 2,913 2,998 3,037 3,243 3,654 3,959 4,239 4,443

合計 11,554 12,597 14,063 15,792 17,788 21,164 28,389 31,811

備　　註：排序排名以 108學年為基準。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101-108 學年度外國學位生人數（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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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101-108學年度外國學位生人數變化統計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101-108 學年度外國學位生人數（未出版）。

為吸引外國優秀學生來臺留學，108學年度教育部提供各國優秀青年來臺就讀
之臺灣獎學金，在學受獎生總人數為 983人，其中新生名額共計 440人；另，外
交部、科技部亦提供外籍學生獎學金，108學年度外交部受獎生為 738人，科技部
受獎生為 45人，三部會受獎生合計為 1,766人，其中修讀華語文先修課程者 214
人，攻讀學士者 762人，攻讀碩士者 458人，攻讀博士者 332人，詳如表 13-3。

表 13-3
108學年度臺灣獎學金受獎生就讀學位別（新舊生合計） 單位：人；%

部會
實際執行名額

先修華語文 大學 碩士 博士 合計

教育部 - 300 398 285 983

外交部 214 462 53 9 738

科技部 - - 7 38 45

合　計 214 762 458 332 1,766

百分比（%） 12 43 26 19 100

資料來源： 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計畫辦公室（民 108）。108 學年度臺灣獎學金受獎生就讀學
位別（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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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生

108年來臺研習華語文的境外學生人數為 3萬 2,457名，華語生前十一大來源
國依次為日本、越南、印尼、美國、南韓、泰國、法國、菲律賓、德國、蒙古及印

度；其中日本、越南及印尼學生人數都超過 4,000人，美國及南韓學生人數均超過
2,000人。106-108年華語生 11大來源國人數統計情形詳如表 13-4。

表 13-4
106-108年華語生 11大來源國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名次
106 107 108

國家 人數 國家 人數 國家 人數

1 日本 5,000 日本 5,540 日本 6,442 

2 南韓 2,658 越南 4,071 越南 5,591 

3 美國 2,618 印尼 3,238 印尼 4,089 

4 越南 2,541 美國 2,548 美國 2,702 

5 印尼 1,959 南韓 2,396 南韓 2,206 

6 泰國 884 泰國 1,168 泰國 1,472 

7 法國 839 法國 933 法國 972 

8 德國 471 菲律賓 697 菲律賓 954 

9 蒙古 439 德國 547 德國 637 

10 菲律賓 404 印度 542 蒙古 642 

11 印度 384 蒙古 470 印度 537 

合計 18,197 22,150 26,244 

資料來源： 教育部統計處（民 108）。106-108 年華語生 11 大來源國人數（未出版）。

為推廣正體華語及我國多元文化，教育部設置「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以鼓

勵外國人士來臺研習華語文。108年「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嘉惠來自全世界 56
個國家之外籍生，人數為 925人，受獎人之洲際別如表 13-5。

表 13-5
108年華語文獎學金受獎人洲際別 單位：人；%

洲際別 受獎人數 國家數目 受獎人數百分比（%）

美洲 302 10 32.6

歐洲 305 25 33.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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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際別 受獎人數 國家數目 受獎人數百分比（%）

亞洲 269 17 29.1

非洲 5 2 0.5

大洋洲 44 2 4.8

總計 925 56 100.0

資料來源： 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計畫辦公室（民 108）。108 年華語文獎學金受獎人洲際別（未
出版）。

三、回國就學僑生人數

輔導僑生來臺升學乃政府既定政策，政府對回國升學僑生給予多方面照顧，從

海外招生、提供各種獎助學金，或在校課業與生活輔導，且因應時代和實際需要，

皆適時制（修）定各種法規。僑生在受完教育之後，無論返回僑居地或留在國內就

業，皆能成為當地社會建設之優秀人才。108學年度回國就讀各級學校僑生（含港
澳生）總人數計 2萬 8,743人，相較於 98學年度，10年來成長 1.1倍。換言之，
近 10年來僑生人數呈現穩定成長趨勢，如圖 13-2所示。

圖 13-2
98-108學年度回國就讀各級學校僑生（含港澳生）人數變化統計圖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98-108 學年度回國就讀各級學校僑生（含港澳生）
人數（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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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就讀大專校院、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僑生（含港澳生）人數詳如
表 13-6及表 13-7所示。

表 13-6
108學年度就讀大專校院僑生（含港澳生）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級別
在學僑生人數 上學年度畢業僑生人數

總計 男 女 新生 舊生 總計 男 女

博士 220 151 69 46 174 24 13 11

碩士 1,767 969 798 698 1,069 508 278 230

學士 20,827 10,541 10,286 4,666 16,161 4,898 2,432 2,466

專科 43 13 30 11 32 5 2 3

僑生先修部 509 251 258 509 - - - -

總計 23,366 11,925 11,441 5,930 17,436 5,435 2,725 2,710

備　　註：本表新生欄之數據係指一年級學生數。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108 學年度就讀大專校院僑生（含港澳生）人數（未
出版）。

表 13-7
108學年度就讀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僑生（含港澳生）人數表 單位：人

級別
在學僑生人數 上學年度畢業僑生人數

總計 男 女 新生 舊生 總計 男 女

高級中等學校 4,830 2,546 2,284 2,227 2,603 647 273 374

國民中學 212 112  100 68 144 31 12 19

國民小學 335 180 155 125 210 45 17 28

總計 5,377 2,838 2,539 2,420 2,957 723 302 421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108 學年度就讀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僑生（含港
澳生）人數（未出版）。

四、大陸地區來臺就學學生人數

自民國 100年起，各公私立大學正式開放陸生來臺就讀，在此之前，各公私立
大學僅透過交換生機制進行短期交流。從民國 99年至 104年，來臺研修交流的陸
生人數（包括正式生與交換生），如表 13-8與圖 13-3所示，呈現快速成長；惟自
105年起，因兩岸情勢變化，108年度陸生來臺研修人數 1萬 6,696人，較前一年
（107年度）2萬 597人減少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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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8
99-108年度陸生來臺研修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年度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人數 5,316 11,227 15,590 21,233 27,030 34,114 32,648 25,824 20,597 16,696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97-108 年度陸生來臺研修人數（未出版）。

圖 13-3
99-108年度陸生來臺研修人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99-108 年度陸生來臺研修人數（未出版）。

政府自民國 100年開放陸生來臺攻讀正式學位（博士班、碩士班及四年制學
士班），民國 102年再開放陸生來臺就讀二年制學士班。100學年度來臺陸生計 928
人，101學年度來臺陸生增為 951人，102學年度則為 1,822人，增加約 2倍，104
學年度增至 3,019人，107學年度因兩岸關係變化，註冊新生減少為 2,140人。值
得注意的是，107學年度學士班人數雖然下降，但博士生人數 270人及碩士班人數
911人，較前一學年度（106學年度）分別增加 32人與 109人，107學年度新生人
數大致與前一學年度持平。108學年總錄取名額較去（107）學年度增加 222人。
100-108學年度大陸地區來臺就學人數統計如下表 13-9。

表 13-9
100-108學年度大陸地區來臺就學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學年度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二年制學士班
（二技）

當年度新生
註冊人數

100 23 181 724 - 92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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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二年制學士班
（二技）

當年度新生
註冊人數

101 25 265 661 - 951

102 71 467 1,209 75 1,822

103 141 585 1,760 67 2,553

104 178 769 1,967 105 3,019

105 199 734 1,657 245 2,835

106 238 802 908 191 2,139

107 270 911 707 252 2,140

108 305 984 702 268 2,259

合計 1,450 5,698 10,295 1,203 18,646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100-108 學年度大陸地區來臺就學人數（未出版）。

貳、我國出國留學學生人數

一、我國留學簽證人數 

教育部每年函請各駐華辦事處提供上年度核發我國學生赴該國留學之簽證人

數，近 10年來出國留學生人數時有起伏，98年度受 H1N1及全球金融風暴餘波影
響，出國人數減少約 4,000人。民國 98-107年，我國留學簽證人數資料如表 13-10
所示。教育部未來將繼續推動相關政策，鼓勵學生出國留學。

表 13-10
98-107年度我國學生取得主要留學國家簽證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年度
國別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美國 15,594 15,890 16,023 15,219 14,563 14,135 14,547 14,332 13,887 13,000

加拿大 2,320 2,814 912 826 1,771 1,109 1,271 2,282 2,860 3,170

英國 3,895 3,610 4,446 3,378 3,367 3,826 3,408 3,272 3,484 3,686

法國 882 935 814 - 955 1,064 1,100 1,132 1,152 1,250

德國 646 702 636 512 787 901 1,252 1,433 1,569 1,620

澳大利亞 4,176 3,633 3,149 3,198 2,553 5,237 6,651 6,493 5,806 6,454

紐西蘭 469 379 743 250 553 540 671 772 507 48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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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國別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日本 3,143 3,253 2,825 2,810 3,140 3,885 4,703 5,062 5,422 5,589

其他國家 2,214 2,665 2,798 2,509 3,321 3,726 4,563 5,075 5,322 5,841

總計 33,339 33,881 32,346 28,702 31,010 34,423 38,166 39,853 40,009 41,090

說　　明： 本表數據係依各國駐臺機構所提供簽發我國學生留學簽證數據統計，除主要國家外，107
年度其他國家留學簽證人數如下：

 美洲：墨西哥 51人；巴西 96人；秘魯 2人；智利 10人。
 歐洲：  匈牙利 61人；瑞士 512人；荷蘭 571人；義大利 398人；波蘭 563人；奧地利 165

人；捷克 286人；比利時 174人；丹麥 68人；西班牙 650人；俄羅斯 273人。
 亞洲：  韓國 1,558人；印度 69人；印尼 166人；馬來西亞 84人；沙烏地阿拉伯 7人；土

耳其 47人。
 非洲： 南非 23人。
備　　註： 1.  英國自 98年起（日本自 94年起、加拿大自 99年起）實施對我國人民短期出入境免簽

證措施，爰英國自 98年起（日本、加拿大分別係自 95年、100年起）留學簽證人數已
無包含短期留遊學人數。

 2.  我國近年來出國留學生人數依駐臺辦事處核發之我出國留學生簽證統計，每年均維持 3
萬餘人左右，101年度因法國未提供簽證人數，減至 2萬 8,702人，爾後又逐年回升，
至 107年度，臺灣留學生人數已達到 4萬 1,090人。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7）。98-107 年度我國學生取得主要留學國家簽證人數（未
出版）。

二、我國赴各留學國學位生／非學位生人數

民國 108年，我國赴國外留學或進修的學生主要留學國以美國、英國、澳大
利亞，以及日本為最大宗，除澳大利亞以進修為主的非學位生居多外，其他國家都

以攻讀正式學位的留學生為主。至於各主要留學國學位生與非學位生的比率，如表

13-11所示。

表 13-11
民國 108年我國學生赴 4主要留學國學位生／非學位生人數對照表 單位：人；%

國別 總人數 學位生人數（%） 非學位生人數（%）

美國 23,369 16,610（71） 6,759（29）

英國 3,850 3,850（100） 無官方統計資料

澳大利亞
18,791

 （含中／小學 325人） 3,057（16） 15,409（82）

日本 9,524 5,861（62） 3,663（38）

其他國家 15,687 - -

總計 71,221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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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總人數 學位生人數（%） 非學位生人數（%）

備註 美國、日本學位生居多／澳大利亞非學位生居多

備　　註： 1.  我國留學美國學位生／非學位生人數統計，係取自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歷年定期公布之留美外籍學生相關統計資料（本表數據
業依據該單位 108年 11月公告之 107／ 108學年度資料更新）；英國統計人數係依英
國高等教育統計局公布資料製表而成。

 2. 因各國計算學位生／非學位生人數未統一，故依學位別計算項目無法精算。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108 年我國學生赴 4 主要留學國學位生／非學位生

人數（未出版）。

三、我國留美學生人數

近 10年來，我國留美學生人數亦呈現起伏情況，108年度留美學生人數為 2
萬 3,369人，為當年度在美國註冊之外國學生第 7大來源。近年臺灣赴美留學人數
回升，自 105年以來，已持續 4年小幅成長，詳如圖 13-4所示。

圖 13-4
98-108年度我國留美學生人數變化統計圖

資料來源： 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民 108）。98-108 年度我國留美
學生人數變化（未出版）。

四、我國政府獎學金出國人數

我國公費留學制度實施已有 60年歷史，為國家培育不少專家、學者與高級技
術人才，對我國社會邁向現代化與國際化有重大貢獻。民國 108年，公費留學生、
留學獎學金及教育部與 12所世界百大合作設置之百大獎學金合計錄取 371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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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留學國別計有美、加、英、法、德、荷蘭、瑞士、芬蘭、澳大利亞、新加坡及

日本等國，詳如表 13-12。

表 13-12
108年公費、留學獎學金及百大獎學金錄取生國別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留學國家 公費留學生 留學獎學金 百大獎學金 合計

美國 79 108 17 204

加拿大 1 2 0 3

英國 10 37 6 53

法國 6 3 2 11

德國 4 12 0 16

荷蘭 3 8 0 11

瑞士 0 0 5 5

芬蘭 0 5 0 5

澳大利亞 3 10 1 14

紐西蘭 2 0 0 2

日本 9 8 0 17

奧地利 0 1 0 1

義大利 1 0 0 1

新加坡 0 0 0 0

泰國 4 1 0 5

印尼 1 0 0 1

越南 2 0 0 2

印度 2 0 0 2

瑞典 0 6 0 6

丹麥 1 1 0 2

比利時 0 0 5 5

韓國 0 1 0 1

黎巴嫩 0 1 0 1

波蘭 0 1 0 1

菲律賓 1 0 0 1

阿根廷 1 0 0 1

總計 130 205 36 371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108 年公費、留學獎學金及百大獎學金錄取生國別
人數（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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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國政府或機構贈我獎學金出國人數

民國 108年捷克、韓國、俄國、約旦、巴拿馬及波蘭等 6國政府或機構持續提
供我攻讀學位或短期語言學習獎學金，名額共計 82名。

參、境外臺灣學校

一、海外臺灣學校

教育部輔導之海外臺灣學校計有 3國 4校，分別是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泗水
臺灣學校、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及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註：馬來西亞檳吉

臺灣學校於 108年 8月 1日起停辦）。各校依我國教育宗旨、各級學校教育目標及
現行學制辦學；海外臺灣學校的課程除當地國另有規定外，悉依臺灣同級同類學校

課程綱要辦理，選用審定合格之教材，俾與國內教育銜接，提供赴當地工作臺商之

子女良好的就學環境，並成為宣揚我國教育文化之重要據點。108學年度第 1學期
4所海外臺灣學校各校基本資料及統計詳如表 13-13。

表 13-13
海外臺灣學校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現況一覽表

學校
項目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雅加達臺灣學校 泗水臺灣學校 吉隆坡臺灣學校 

董事長 張綺芬 宋培民 呂窗雄 白聖舟

校長 江家珩 張晉福 楊順富 曾春榮

家長會長 吳明穎 趙文瑞 陳蘭麗 林翠瑛

設校時間 86.10.27 81.01.10 84.07.27 81.04.13

立案編號 2515 2508 2512 2510

學生年級
及班級數

幼稚園：共 6班 幼稚園：共 6 班 幼稚園：共 6 班 幼稚園：共 8班

小學部：共 25班 小學部：共 12班 小學部：共 10班 小學部：共 6班

國中部：共 9班  國中部：共 3班 國中部：共 3班 國中部：共 3班

高中部：共 6班 高中部：共 3班 高中部：共 3班 高中部：共 3班

合計：115班 總計：46班 總計： 24班 總計：22班 總計：20班

學生人數

幼稚園 163人 幼稚園 110人 幼稚園 123人 幼稚園 190人

小學 670人 小學 362人 小學 191人 小學 98人

國中 242人 國中 94人 國中 50人 國中 64人

高中 156人 高中 58人 高中 16人 高中 67人

合計：2,520人 總計：1,231人 總計：624人 總計：380人 總計： 419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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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項目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雅加達臺灣學校 泗水臺灣學校 吉隆坡臺灣學校 

學生來源
中華民國籍 966人 中華民國籍

107人 中華民國籍 34人 中華民國籍 169人

當地國籍 0人 當地國籍 485人 當地國籍 335人 當地國籍 206人

本國籍 1,276人
本國籍 51.92%

其他國籍 265人 其他國籍 32人 其他國籍 11人 其他國籍 44人

總計 1,231人 總計 624人 總計 380人 總計 419人

教師來源  

中華民國籍 71人 中華民國籍 43人 中華民國籍 29人 中華民國籍 28人

當地國籍 0人 當地國籍 13人 當地國籍 13人 當地國籍 25人

其他國籍 7人 其他國籍 2人 其他國籍 3人 其他國籍 1人

合計：235人 總計 78人 總計 58人 總計 45人 總計 54人

本國籍 189人，
80.40% 合格教師證 74人 合格教師證 41人

（含印尼籍）
合格教師證 39人
（含印尼籍）

合格教師證 35人

高中返國升學率
86.32%

41人回國／
44人畢業

17人回國／
22人畢業

4人回國／
4人畢業

20人回國／
25人畢業

學期收費金額

單位：美元 單位：印尼盾 單位：美元 單位：馬幣

幼稚園：1,657 幼稚園：
22,000,000 幼稚園：1,250  幼稚園：3,900    

小學部：1,797 

小學部：

小學部：1,650 小學部：5,510    
G1~G2：
22,225,000

G3~G6：
24,500,000

國中部：1,740 國中部：
32,000,000 國中部： 2,500   國中部：6,910    

高中部：2,144 高中部：
42,000,000 高中部： 3,750   高中部：8,410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海外臺灣學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現況（未出版）。

為有效輔導臺灣學校健全發展，教育部適時修正《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

辦法》，每年編列預算，協助各校改善軟、硬體設備；為改善各校師資結構、提升

教學品質，自民國 91年起，開辦海外教育替代役專案，迄今已遴派 242名具合格
教師證之優秀教育服務役役男前往各臺灣學校服勤；惟配合國防部自民國 107年起
停止徵集 82年次以前出生之役男服常備兵役，海外教育替代役專案亦隨之停止。
另自民國 97年起，訂定教師商借制度，在有效保障國內教師應有權益下，商借彼
等至海外臺灣學校服務，俾與海外教師分享國內教學經驗；民國 108年，共計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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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國內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至海外臺灣學校服務。此外，為加強境外臺
校聯繫功能，自民國 104年起，每年辦理「教育部強化聯繫境外臺校計畫」，強化
境外臺校師生對國家的向心力，並增進教育部與境外臺校之業務協調及溝通，傳達

政府關懷及照顧臺商子女之心意。近年，教育部更積極輔導各校董事會正常運作，

協助學校健全校務制度，保障師生權益，俾利學校永續發展，並全力協助各校推展

華語文教育，期使海外臺灣學校成為當地華語文教育發展中心。

為照顧海外具我國國籍的學生就學權益，教育部每學期補助每位具有我國國籍

的學生學費新臺幣 5,000元，並提供獎學金及清寒助學金。教師待遇及退撫等權益
事項，皆依教師聘約辦理，期健全臺校師資服務制度。108學年度 4所海外臺灣學
校各校學生人數比率統計圖以及歷年學生人數分別如圖 13-5、圖 13-6及表 13-14
所示。

圖 13-5
108學年度海外臺灣學校學生人數比率統計圖

46%

24%

14%

16%
吉隆坡臺灣學校，
419人

泗水臺灣學校，
380人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231人

雅加達臺灣學校，
624人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年）。108 學年度海外臺灣學校學生人數（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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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6
108學年度海外臺灣學校高中畢業返臺升學人數比率統計圖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年）。108 學年度海外臺灣學校高中畢業返臺升學比率
（未出版）。

表 13-14
96-108學年度 5所海外臺灣學校學生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學校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胡志明市 592 655 661 728 781 819 877 908 982 1,029 1,064 1,143 1,231

雅加達 355 380 378 412 431 481 520 591 586 600 619 616 624

泗水 88 147 185 225 284 326 362 356 361 366 369 349 380

吉隆坡 338 338 321 389 438 476 478 472 443 436 415 386 419

檳吉 136 120 116 109 108 101 101 81 70 54 41 26 0

合計 1,509 1,640 1,661 1,863 2,042 2,203 2,338 2,408 2,442 2,485 2,508 2,520 2,654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96-108 學年度 5 所海外臺灣學校學生人數（未
出版）。

二、大陸臺商子女學校

為因應大陸地區臺商子女教育需要，民國 89年 9月，大陸地區第一所臺商學
校「東莞臺商子弟學校」在廣東省東莞市成立，翌年（民國 90年）9月，第二所
臺商學校「華東臺商子女學校」在江蘇省昆山市成立，民國 95年 7月，在上海市
成立第三所臺商學校－「上海臺商子女學校」。3所臺商學校係向大陸政府立案，
向教育部備案，定位為我國境外私立學校，專收臺商子女為施教對象，其學歷與臺

灣地區同級學校學歷相銜接。108學年度 3所大陸臺商子女學校現況如表 13-15。
107學年度大陸地區臺商學校高中畢業生返國就學人數比率圖 13-7；歷年學生人數
如表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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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5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現況一覽表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董事長 葉宏燈 陳少華 楊奕蘭

校長 王天才 王先念 陳俊男

校地面積
7.7365公頃
（131310.9m2）

6.67公頃 3.2公頃

備案時間 89.7.24 90.8.16 95.7.19

班別及班級
人數

幼兒園共 5班 103人
（滿 5足歲 55人、
3-5歲 48人）

幼兒園共 9班 205人
（滿五足歲 81人、
3-5歲 124人）

幼兒園共 6班 169人
（滿五足歲 71人、
3-5歲 98人）

國小共 27班 1,018人
（低 320人、中 309人、
高 389人）

國小共 33班 777人
（低 268人、中 245人、
高 264人）

國小共 21班 609人
（低 216人、中 194人、
高 199人）

國中共 18班 658人 國中共 9班 384人 國中共 9班 283人

高中共 18班 670人 高中共 12班 412人 高中共 9班 278人

合計：68班 2,449人
合計：63班 1,778人
（含昆山 1658人、宿遷校
區 59人、南京校區 61人）

合計：45班 1,339人

總計：5,566人、176班 學生人數較 107-1學年度成長 0.02% （107-1學年度：
5554人、183班）（106年度 5,431人，177班）（105學年度 5,134人，166班）
（104學年度 5,038人，163班）（103學年度：4942人、155班）

學生來源 中華民國國籍 中華民國國籍 中華民國國籍

補助生數 合計：68班共 2,405人 合計：63班共 1,654人 合計：45班共 1,238人

教師來源

中華民國國籍 121人
（含校長 1人、副校 3
人、教師 106人、職員 11
人）

中華民國國籍 120人
（含校長 1人、
教師 93人、職員 26人）

中華民國國籍 103人
（含校長 1人、副校 1
人、教師 90人、職員 11
人）

大陸籍 54人
（含副校 1人、
教師 26人、職員 27人）

大陸籍 95人
（含副校 1人、
教師 11人、職員 83人） 

大陸籍 29人
（含副校 1人、教師 3
人、職員 25人）

外國籍 8人 外國籍 1人 外國籍 0人 

合計 183人
（不含商借 4人）

合計 216人
（不含商借 3人）

合計 132人
（不含商借 3人）

總計：531人（105學年度 490人）（106學年度 517人）（107學年度 535人）

地址
廣東省東莞市中堂鎮
潢涌區上一村

江蘇省昆山市花橋鎮
曹淞路 66號

上海市閔行區華漕鎮
金輝路 888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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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107學年高
中畢業生返
臺升學情形

228人畢業（返臺就學 107
人、大陸就學 107人、出
國就學 9人、重考 5人、
返臺服役與就業等則無）

139人畢業（返臺就學 74
人、大陸就學 63人、出
國就學 2人、重考及返臺
服役就業則無）

126人畢業（返臺就學 45
人、大陸就學 70人、出
國就學 4人、重考 2人、
動向不明 5人、返臺服役
無）

畢業人數總計：493人，返臺升學比率：45.84%（103學年度為 68.79%、104學
年度為 70.58%、105學年度為 61.76%、106學年度為 42.12%）

學費收費
金額

（含學雜費）

單位：人民幣 單位：人民幣 單位：人民幣

幼兒園 14,300元 幼兒園 15,600元 幼兒園 16,000元

小學部

1-2年級
13,850元 小學部 17,000元 小學部 17,000元

3-6年級
14,850元

國中部 15,450元 國中部 17,600元 國中部 17,600元

高中部 20,150元 高中部 20,300元 高中部 20,300元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大陸地區臺商學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現況（未
出版）。

圖 13-7
107學年度大陸地區臺商學校高中畢業生返國就學人數比率圖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107 學年度大陸地區臺商學校高中畢業生返國就學
人數（未出版）。

表 13-16
97-108學年度 3所臺商學校學生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東莞 1,766 1,769 1,864 2,021 2,199 2,337 2,429 2,438 2,436 2,468 2,420 2,449

（續下頁）

0% 10% 20% 30% 40% 50% 60%
比率

上海臺商子女學校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東菀臺商子弟學校

38%

5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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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華東 776 836 1,002 1,118 1,164 1,229 1,240 1,356 1,456 1,,641 1,789 1,778

上海 430 430 537 759 1,029 1,154 1,273 1,244 1,242 1,322 1,345 1,339

合計 2,972 3,035 3,403 3,898 4,392 4,720 4,942 5,038 5,134 5,431 5,554 5,566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97-108 學年度 3 所臺商學校學生人數（未出版）。

肆、教育經費

一、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經費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為加強與各國之教育交流、增進實質關係、鼓勵學

生出國留學，提升國家競爭優勢、招收國際學生加速高等教育國際化及發展對外華

語文教材與測驗、輸出華語文師資、向世界各地開展華語教育活動等訂定計畫。主

要活動與計畫內容為：辦理國際教育活動、邀請國際教育人士來臺訪問、辦理國際

華語文教育、鼓勵國外留學、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及辦理港澳與兩岸學術交流相

關事務等，108年度執行各項計畫的預算為新臺幣 23億 8,074萬 9,000元，詳如表
13-17所示。

表 13-17
107年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經費表
工作計
畫名稱

分支計畫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新臺幣／千元）

國際及
兩岸教
育交流

一、 辦理國際教
育活動業務

本項計畫需經費新臺幣 88,556,000元，內容包
括：加強駐外機構、國內學校或教育團體辦理國
際教育交流活動、赴國外考察、出席會議及執行
業務、辦理臺灣研究講座、辦理歐盟官員來臺參
與臺灣研討會計畫、履行國際雙邊教育協定、協
助國內大學校院積極籌組或主導參與國際學術教
育組織，增進區域合作之影響力及積極參與國際
組織等。

88,556

二、 邀請國際教 
育人士來臺
訪問計畫

本項計畫經費新臺幣 13,723,000元，內容包括邀
請國際（含新南向國家）文教人士來臺訪問計畫、
各國駐臺機構之各項交流會議或活動等。

13,723

三、 辦理國際華
語文教育

本項計畫經費新臺幣 477,472,000元，內容包括
補助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或實習、補助
外國華語教師及學生來臺短期研習華語文、辦理
華語文能力測驗海內外施測、成立華語文教育資
源整合平臺、辦理國家對外華語文教學推廣相關
工作，及提供「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等。

477,47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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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分支計畫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新臺幣／千元）

國際及
兩岸教
育交流

四、 鼓勵國外留
學計畫

本項計畫經費新臺幣 1,282,145,000元，內容包
括辦理公費留學考試（含一般公費生、身心障礙
公費生、原住民公費生及勵學優秀公費生等、留
學獎學金、與世界百大學校合作設置之百大獎學
金、歐盟獎學金等甄試，公費留學生研習、短期
交換獎學金、獎助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外國
政府或團體贈送留學獎學金、駐外教育組辦理留
學生服務聯繫、留遊學宣導活動、留學生資料服
務機構及留學貸款等所需經費。

1,282,145

五、 吸引國際學 
生來臺就學

本項計畫經費新臺幣 503,341,000元，內容包括
辦理境外學生資料庫資訊平臺及建置人才庫、委
託國內大學辦理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計
畫；擴大招收國際學生，舉辦臺灣高等教育展及
招生宣導說明會，精進國際學生學習環境及行銷
留學臺灣之優勢，吸引僑生、外國學生來臺就學
等相關經費；提供臺灣獎學金、來臺短期研究獎
學金及新南向培英專案獎學金等。

503,341

六、 辦理港澳及
兩岸學術交
流相關事務

本項計畫經費新臺幣 15,512,000 元，內容包括辦
理兩岸學術教育交流活動業務及補助兩岸學術教
育交流活動等。

15,512

總計 2,380,749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年）。108 年度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執行各項工作計畫經
費預算（未出版）。

二、僑生獎助學金經費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為鼓勵海外僑生來臺升學，並協助僑生在臺期間安

心就學，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訂定相關行政規則，核發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清寒僑生助學金、補助大學校院設置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及提供獎勵海外

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獎學金，108年度本項計畫編列預算新臺幣 2億 160萬
元。詳如表 13-18所示。

表 13-18
民國 108年僑生獎助學金經費表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新臺幣／千元）

學生事務與
特殊教育行政
及督導

學生公費及
獎助學金

本項計畫經費新臺幣 201,600,000元，
其內容包括補助清寒僑生助學金、補助
僑生就讀研究所獎學金、獎勵海外優秀
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獎學金。

201,600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108 年僑生獎助學金經費表（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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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整體發展經費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為輔導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臺商學校健全發展與保

障我國籍學子就學權益等訂有相關行政規則。其內容為補助更汰電腦資訊器材、教

學圖書儀器設備或教學教材等、協助各校改善教學環境及提升校務營運發展、辦理

教師專業知能研習營、有效提升師資素質及教學品質，為學子提供優質教育。民國

108年在相關工作計畫下，編列預算新臺幣 2億 8,250萬 9,000元。詳如表 13-19
所示。

表 13-19
108年輔導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整體發展經費表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新臺幣／千元）

私立學校
教學獎助

輔導海外臺灣
學校及大陸臺
商子弟學校整
體發展

本項計畫經費新臺幣 282,509,000元，
內容包括補助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臺商
學校購置教學軟硬體設備、改善教學環
境、校舍修繕、辦理教師及學生進修或
研習活動；補助學生學費、獎助學金、
團體保險經費及辦理海外臺灣學校董事
長、校長、家長會長聯席會議等。

282,509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 108）。108 年度輔導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整
體發展經費表（未出版）。

第二節　重要施政成效

108年度，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繼續透過邦交國家的政府關係或無邦交國
家的官方機構與民間組織，推動與國際及兩岸學術文化交流，重要施政成效如下：

壹、國際合作

一、國際學術交流

（一）簽訂教育合作備忘錄 

　　為推動與促進各國教育交流關係，積極與外國各級政府簽訂教育合作協

定或備忘錄，據以進行雙方各項交流合作，並引進英語師資或派出華語教師

等。目前教育部已與美國印第安那、密西根、愛達荷、愛荷華、俄亥俄、阿

肯色、內華達州、緬因、科羅拉多、維吉尼亞、華盛頓、夏威夷及奧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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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馬、新墨西哥等 14個州、英國、法國、德國、約旦、帛琉、巴拉圭、尼
加拉瓜、史瓦濟蘭王國、印尼、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韓

國、以色列、梵蒂岡、波蘭、捷克、奧地利、盧森堡及比利時等 23個國家
簽有教育合作協定或瞭解備忘錄且持續執行中，總計共有 47個教育合作協
定及備忘錄。

（二）辦理雙邊教育工作會議

　　教育部對已簽協定或備忘錄之國家持續積極推動雙方交流，鼓勵國內大

學校院辦理或選派代表出國參與雙邊教育會議或學術交流活動，並與各國駐

臺機構辦事處洽議雙邊官方文教合作事宜。

（三）拓展雙邊國際教育交流

1.  第 1屆臺英高等教育論壇：該論壇於 108年 9月 20日於英國倫敦舉行，
教育部及國內 17所大學共 44名代表出席；英國各大學共有 30校 38人與
會，論壇討論議題包括：「大學自治與國際化策略」、「臺英共同研究」、

「促進雙邊學生移動力與研究」，成功建立臺英教育交流及合作平臺。

2.  第 5屆臺北大版高等教育論壇：該論壇於 108年 10月 24日於大阪舉辦，
會議主題「Attracting Excellen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nnecting University’s 
Diversity Perspectives」，主要聚焦議題為吸引優秀國際學生策略及協助不同
文化背景的境外學生融入學習環境。

3.  第 2屆臺灣印度大學校長論壇：108年 6月 22日在印度泰倫加納州瓦朗
加爾舉辦，論壇主題為「卓越高等教育：教育國際化、品質保證及就業能

力」；雙邊由我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與印度大學協會簽署

教育合作備忘錄，總計約有 80人與會。

4.  第 2屆臺菲大學校長論壇：該論壇於 108年 7月 8日在國立中山大學舉
辦，臺菲雙方大學校長、副校長、國際事務主管及相關人員近 150人與
會，分享彼此高等教育發展經驗，並進一步討論雙方具體合作機會。

5.  第 7屆臺泰高等教育論壇：該論壇於 108年 7月 22日至 23日假泰國曼谷
舉行，我方由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與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畢祖安司長率領

國內 21所大學校院校長暨主管國際事務人員約 50人與會；泰方則由教育
部前部長 Dr. Wichit Srisa-an偕泰國教育部門官員與 50多所大學校長、副
校長及國際事務主管等約 130人與會，合計與會人數有多達約 180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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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雙方實務經驗，並為強化臺泰大專校院及研究機構間雙方學術交流與研

究合作目標而共同努力。

（四）執行臺美交換計畫 

　　依據中美教育文化交換計畫協定，辦理傅爾布萊特臺美文教合作及交換

學人計畫，民國 108年共有 148位美籍學人來臺交換；另有本國籍學者約 67
名至美國著名學府研究。

（五）推動海外臺灣研究 

　　設立海外「臺灣研究講座」：為提升我國在國際關係之能見度，奠定「臺

灣研究」在國際間學術研究的主體地位，教育部積極開創海外臺灣研究。108
年計補助 17國 37所知名大學，合作設置 37項臺灣研究講座及臺灣研究相關
課程。補助計畫如下：

1.  英國：劍橋大學「東方學院華文教師計畫」、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臺灣研
究教學計畫」。

2.  荷蘭：萊頓大學「臺灣研究講座計畫」。

3.  德國：杜賓根大學「當代臺灣研究青年教授合資計畫」、柏林自由大學「臺
灣的日常生活與流行文化」、海德堡大學「閱讀、體驗、瞭解臺灣」、波鴻

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和語言教學計畫」。

4.  捷克：馬薩里克大學「布爾諾臺灣研究中心：臺灣的語言、文化多元性及
活力」。

5.  奧地利：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專業高等學院「赴臺研習及撰寫論文獎學金 5
年計畫」。

6.  比利時：魯汶大學「2015-2019年荷語魯汶大學臺灣研究講座計畫」。

7.  法國：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臺灣與其記憶場域：當前臺灣社會記憶與
認同演進過程之研究」。

8.  波蘭：亞當密茲凱維奇大學「臺灣研究計畫」。

9.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臺灣研究中心基金」、加州大學洛杉磯
校區「文化流通：全球化與臺灣認同的重建」、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深

化臺灣研究計畫」、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臺灣研究講座」、波士頓大學「臺

灣研究計畫」、聖湯瑪士大學「臺灣研究講座」、達拉斯德州大學「臺灣研

究計畫」、舊金山華盛頓大學「臺灣研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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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落實及發展臺灣研究」、麥基爾大學「臺灣研究
講座」、多倫多大學「全球臺灣研究」、渥太華大學「臺灣研究講座」。

11.  澳洲：國家大學「臺灣研究講座」。

12.  日本：大阪大學「臺灣研究講座」、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九州大
學「當代臺灣政治、意識形態及大眾文化研究」。

13.  印尼：311大學「臺灣研究聯合計畫」、建國大學「加強臺灣印尼互解
關係」。

14.  越南：越南國立國民經濟大學「越南－臺灣應對氣候變遷和自然災害風
險管理的研究暨培訓能力」。

15.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臺灣研究講座計畫－二十世紀臺灣／新加坡╱
香港交流互動的文化圖景」。

16.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臺灣研究講座」。

　　另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辦理臺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為加速推動並

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與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及學術單位進行以臺灣研

究為主旨之學術合作與交流，教育部訂有《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臺灣研

究國際合作計畫實施要點》，鼓勵國內大學校院與世界知名學府辦理臺灣研

究國際合作計畫。民國 108年補助計畫如下：

1.  國立中興大學人社中心與韓國外國語大學之「推動臺灣文學與電影研究在
韓國植根計畫：NCHU-HUFS雙邊合作計畫（第 8期）」。

2.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與日本東京大學、廣島大學、一橋大學、早稻
田大學、立命館大學之「臺灣史研究國際合作推廣計畫」。

（六）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 

　　108年度補助國內各級學校申辦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案計 74件，包括
國內主管教育事務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等民間團體申請案 20件、補助駐外機
構推薦之國外文教機構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專案 5件及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專校
院 49件。

二、國際文教組織交流

（一）參與第 44 屆 APEC 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會議

　　第 44屆 APEC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會議（HRDWG）暨教育發展分組
（EDNET）於 108年 5月 2日至 5月 9日，假智利瓦爾帕萊索舉行。第 36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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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EDNET分組會議，共計有澳洲、汶萊、智利、中國大陸、香港、日
本、印尼、韓國、俄羅斯、新加坡、中華臺北、泰國、美國、馬來西亞、墨

西哥、紐西蘭、祕魯等 17個經濟體參與會議。

　　我於 EDNET會議上分享我國教育最佳實例。此次我於會中報告四項提
案計畫，108年教育部計畫「APEC技職產學典範工作坊」及「APEC全球在
地化 STEM Plus工作坊」2項計畫係 EDNET分組中唯二獲 APEC秘書處官
方第一階段原則性補助之計畫。此外，教育部高教司計畫「APEC青年創新
創業」計畫亦於 108年 8月確認獲 APEC秘書處第二階段原則性補助。

（二）強化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國際秘書處功能 

　　為促進亞太地區國家間的學生交換及學分相互承認，我國自民國 100年
起，擔任「亞太大學交流會」（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UMAP）國際秘書處，為期 5年，由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楊敏玲前司
長擔任秘書長，於民國 104年卸任；自民國 105年起，續由日本東洋大學
（Toyo University）接任國際秘書處。

　　2019年亞太大學交流會第 1次理事會於民國 108年 5月 16日至 17日於
日本東洋大學（Toyo University）舉行，除地主國日本外，有分別來自汶萊、
加拿大、中國、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臺灣、泰國、越

南，美國共 12個理事國參加。我國由 UMAP臺灣國家秘書處秘書暨教育部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畢祖安司長、教育部駐泰國代表處教育組教育秘書洪慈憶

秘書、UMAP臺灣國家秘書處秘書執行長暨輔仁大學國際教育長李阿乙教授
代表出席。我國與本次理事會之重要成果及決策如下：

1.  更新會員校數：在 2019年第一次理事會結束後，共有 39所大專校院簽署
加入會員校；美國、澳洲正式成立國家秘書處。

2.  參與 2019年第 2期交換生計畫的會員校共 75所，交換生人數 33人；臺
灣交換生出境人數 12人，入境 6人。

3.  2019年臺灣探索營成果報告以及 2020年馬來西亞探索營規劃狀況報告。

4.  2019年合作性網路跨國學習（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COIL）成果報告以及 2020年合作性網路跨國學習計畫規劃狀況報告。 

5.  因應 2020年的亞太教育者年會（APAIE）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辦，日本國際
秘書處將會配合亞太教育者年會活動的進行，舉辦一系列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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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自 100年起成立「UMAP臺灣交換學生獎學金」，獎助臺灣及外國
學生依照 UMAP學生線上申請系統（Student Connection Online system）交換
期程，赴外國／臺灣 UMAP會員學校，進行 1至 2個學期的交換，民國 102
至 108年分別有 9、12、11、13、14、16、7名學生獲此獎助。

貳、兩岸事務

一、大陸臺商學校輔導

（一） 擴大就學率：強化大陸 3所臺商學校（以下簡稱臺校）體質，以吸引赴陸臺
生就學。依據統計，103學年度第 1學期有 4,942人，104學年度第 1學期為
5,038人，105學年度第 1學期為 5,134人，106學年度第 1學期又增為 5,431
人，至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已高達 5,554人，至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則為
5,566人，較 107學年度略增 12人。

（二） 擴大補助學生學費：持續補助 3所臺校年滿 5足歲學生，減輕學生家長經濟
負擔，每學年新臺幣 3萬 5,000元，108年度約補助新臺幣 1.85億元，充分
展現政府對臺商子女之照顧。

（三） 補助辦理「108年度親師生專業知能巡迴講座」：為提升親師生相關專業知能
並提供學習機會，考量臺校同學、家長及教師返臺不易，發揮「走動式服務」

精神，及「引進資源到校」概念，邀請國內相關學者專家到校進行專題演講，

並由學校依「重點主題系列」及「校本特色系列」兩項提出規劃，以符合實

際需求，發展學校特色。

（四）辦理強化聯繫境外臺校計畫：

1.  108年 8月間辦理 108年度境外臺校（3所大陸臺商學校及 4所海外臺灣
學校）典範教師獎勵計畫，鼓勵樹立優質教學典範、增進學校教學技能以

提升教師教學績效及提高教學品質，共計 7名教師獲選。

2.  108年 7月至 8月間辦理境外臺校教師返臺研習班，以提升教師專業知
能，108年度參加教師計 127人。

3.  辦理學生暑期返臺授課計畫：因應臺校課程與教材遭大陸當局要求刪修，
為維持學生受教之完整性，補助 3校辦理學生暑期返臺授課計畫，將臺灣
地理風情、歷史文化、自然生態、民主法治等，以講授及實地參與等動靜

態方式進行學習與體驗，108年度計 868餘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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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借國內現職公立學校教師：補助 3所臺校商借國內現職公立學校教師，
提升臺校師資素質，以提供臺商子女良好就學環境。108學年度，東莞臺
校、華東臺校及上海臺校分別商借 4名、3名及 3名，合計 10名教師。

5.  推動臺商子女來金就學計畫：為照顧臺商子女就學，補助金門縣政府辦理
「臺商子女來金就學計畫」，以吸引福建沿海地區臺商子女就近來金就學，

108學年度計有 121名臺商子女在金門就學。

6.  設置大陸地區考場：為銜接國內教育事項，鼓勵 3所臺校高中畢業生返國
升學，並為服務臺商子女，減少其舟車勞頓奔波返臺應試，協調相關試務

單位，赴大陸地區辦理國中教育會考及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另配合國內高

中英語聽力測驗政策，108年度協調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協助東莞臺商子
弟學校及華東臺商子女學校，設置大學學測考場，共 458名考生應試，辦
理成效良好，深獲家長及學生肯定。

二、兩岸學校締約合作

為深化兩岸教育學術合作，建立交流秩序，並符合動態管理之考量，教育部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3條之 3，於民國 93年 2月 26日
訂定《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審查要點》，審

查兩岸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事項，達成「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之目的。經同意簽訂交流合作書約的件數，從民國 93年我國 50所學校與大陸地區
104所學校簽訂 185件，到 108年總計我方有 376所學校與大陸地區 2,639所學校
簽訂合作書約，累積共簽訂 1萬 7,265件合作書。

三、陸生來臺研修及就學

陸生來臺研修有助於了解臺灣文化及民主價值，並與臺灣學生互動，產生良性

學習競爭，提升國內高等教育國際化。考量來臺陸生學習態度積極，有助和臺灣學

生相互成長，陸生來臺愈久，愈了解、認同臺灣民主法治制度，將可增加兩岸雙方

之互信及了解。

為提升兩岸學生實質交流，建構兩岸學子互相砥礪、良性競爭學習環境，使陸

生能深入體驗、認識臺灣民主社會及文化價值，教育部於民國 97年底，協調內政
部修正《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將陸生來臺研修期限由

2-4個月放寬為 6個月，經教育部許可，最長可停留 1年。民國 99年，來臺研修
陸生人數為 5,316人；民國 100年有 1萬 1,227人；101年為 1萬 5,590人；102年
是 2萬 1,233人，103年計 2萬 7,030人；104年則高達 3萬 4,114人；105年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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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萬 2,648人，106年 為 2萬 5,824人，107年 為 2萬 597人，108年 為 1萬 6,696
人。大陸學位生總數自民國 100年首度開放的 928人成長到 107年的（總在學人
數）9,006人，108年（總在學人數），略降至 8,353人。

參、海外留學

一、留學獎助

（一）辦理公費留學考試

　　為配合國家社會發展人才需求，結合行政院各部會及民間單位共同擇定

前瞻學門及研究領域，計 77個學門，選送優秀人才，進行海外培植，每年甄
選 100名，105年後公費留學補助經費額度分學費及生活費。學費：支領期
間總額上限範圍內，檢據核實發給，其中 3年總額上限 9萬美元、4年總額
上限 12萬美元；生活費：一般生、原民生及勵學學生給予每年約新臺幣 1萬
2,000美元至 2萬美元不等；身障生依身障程度別發給每年 1萬 2,240美元
至 2萬 4,000美元（依地區不同）。為集中資源培育高階優秀人才，自 105年
起限攻讀博士學位生申請，但「藝術」學群及「建築、規劃與設計」學群研

究領域仍得攻讀碩士；另特殊身分學生（勵學優秀、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自

106年起新增赴新南向國家留學公費生，得選擇攻讀碩士或博士。

（二）辦理留學獎學金甄試

　　為厚植國家實力，加強我國優秀青年國際經驗，並獎助弱勢族群學子申

請出國留學，教育部設置「留學獎學金甄試」。留學獎學金甄試採書面審查，

部分補助每年美金 1萬 6,000元，獎助年限 2年。民國 108年留學獎學金甄
試錄取 205名。

（三）辦理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

　　民國 108年計與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美國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
南加州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柏克萊

加州大學化學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Whiting工程學院、澳洲國立大學、
法國巴黎薩克雷大學聯盟－巴黎南區大學、比利時荷語魯汶大學、瑞士洛桑

聯邦理工學院及韓國科學技術院等 14所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由教育部
與合作學校共同辦理甄選及分攤獎學金，每年各校獎助 3-5名博士班新生，
受獎期間 3-4年，108年計錄取 36名，累計獎助 184名赴上述各校攻讀博士
學位。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525



（四）辦理教育部歐盟獎學金甄試

　　教育部與「新伊拉斯莫斯計畫」協調處合作設置「歐盟獎學金」，每年

獎助定額 1萬 2,000歐元，獎助年限為 1年；民國 108年，教育部計提供歐
盟獎學金 10名。鼓勵我國優秀學生積極參與該獎學金甄試進修碩士課程，培
養國際視野、提升國家競爭力。

（五）辦理學海系列計畫獎助

　　為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海外專業實習，補助類

型分下列四種：

1.  學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修讀學分，108年核定補助 110校。

2.  學海惜珠：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修讀學分，108年核定補助 105名。

3.  學海築夢：運用國際合作計畫管道，選送學生赴國外非新南向國家之企業
或機構進行職場實習（不包括大陸及港、澳地區），108年核定補助 110校。

4.  新南向學海築夢：選送學生赴新南向國家具發展潛力之企業、機構，進行
職場實習，以促進國內學生更加瞭解各該國文化之生活方式與背景，有助

其未來與各該國發展深耕關係及合作，108年核定補助 100校，共 493案。

（六）外國政府或機構贈我獎學金，獎助海外學習

　　民國 108年捷克、韓國、俄國、約旦、巴拿馬及波蘭等 6國政府或機構
持續提供我攻讀學位或短期語言學習獎學金，名額共計 82名。

二、留學貸款

為協助青年學子於留學經費不足時仍有機會出國攻讀碩博士學位，教育部訂

有《補助留學生就學貸款辦法》，協助青年學子以低利率的留學貸款出國攻讀碩、

博士學位，於民國 104年 4月 1日修法，將原可申貸的條件，由家庭年收入新臺幣
145萬元以下，放寬為家庭年收入為新臺幣 200萬元以下；另學制為 15個月內完
成的碩士課程，可以 1次申請撥貸新臺幣 100萬元。自民國 93年 8月開辦留學貸
款，至民國 107年為止，累計貸款人數共 1萬 2,850人，民國 108年新增貸款人數
計 749人。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The Republic of China Education Yearbook 2019

108

526



三、留學及遊學宣導說明會

民國 108年，教育部委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辦理「鼓勵出國留、遊學宣導說明
會」，擇北區（國立臺灣大學）、中區（國立中興大學）、南區（國立成功大學）各

辦理 1場，共計 3場說明會，總計參與人數 776人（北區 210人、中區 286人、南
區 280人）。通過宣導及座談方式，促使各級學校師生、家長及行政人員，瞭解提
升國際競爭力及推動社會進步與留學人才培植政策之重要性，培養留、遊學消費保

護之常識與觀念，俾增進學生出國意願，提升留、遊學之服務品質。

肆、交流接待

交流工作首重「人與人」的接觸與連結，教育部陸續邀訪各國重要文教人士訪

臺，正是透過人與人接觸的方式建立良好關係，也是啟動各項交流最重要的關鍵，

在開拓新南向教育交流尤是如此。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設有交流科，負責邀請

各國重要教育主管機關首長、決策人士、知名大學校長或校務負責人、國際組織或

非營利組織代表等訪問臺灣，透過親訪各級學校、各相關機關單位、產學合作企業

等建立臺灣良好形象，促成各校與全球各重要學校或機構建立交流管道、簽訂合作

備忘錄或協議，更協助各級學校、各縣市政府、各民間機構組織延伸其全球發展的

觸角。本項工作由精通英、日、法、德等語系工作同仁負責邀訪，並代為接洽安排

臺灣各地行程、接待，並介紹我國國情及教育政策。民國 108年，計接待 701位重
要教育人士到訪，其中來自新南向國家者有 240人；教育部主動邀訪者有 174人。

為加強與各國駐臺機構連繫，教育部每年與各國召開雙邊教育工作會議。

民國 108年，辦理臺灣－澳洲、臺灣－印尼、臺灣－法國、臺灣－馬來西亞、臺
灣－印度等雙邊教育工作會議，加強雙邊教育交流，同時辦理跨文化大使講座，

邀請各國駐臺大使或代表等人士演講計 11場，拓展學生、青年、教師及公務同仁
之全球視野。

另外，在協助加速國際人才交流方面，襄助審核永久居留權（梅花卡）申請案

件 10件、短期交流簽證 29件、專科以上學校附設外國語文中心，外國語文教師工
作證申請案件 19件、國籍歸化案 27件。

接待重要教育人士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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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邀訪接待及到教育部拜會之重要外賓概覽

（一）美洲

1.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務長暨執行副校長 Cynthia K. Larive 一行 5人。

2. 美國史丹佛大學 Belinda Yeomans副校長 一行 2人。

3. 尼加拉瓜共和國自治大學 Ramona Rodríguez校長 一行 3人。

4. 聖露西亞教育創新性別關係暨永續發展部長 Gale Rigobert博士 一行 2人。

5. 美國聖湯瑪士大學 Richard L. Ludwick 校長一行 8人。

6. 美國西北大學 Morton Schapiro 校長一行 5人。

7.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Feridun Hamdullahpur 校長一行 2人。

8.  貝里斯副總理兼教育、青年、體育暨文化部長 Patrick Jason Faber 閣下一
行 7人。

9. 美國伊利諾大學系統 Timothy Killeen 總校長一行 10人。

10. 美國紐澤西理工學院 Joel S. Bloom 校長一行 4人。

（二）歐洲

1.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臺灣研究中心 Dafydd Fell 主任一行 2人。

2. 德國應用科技大學聯盟 Marcus Baumann 總校長一行 12人。

3. 波蘭華沙大學 Maciej Duszczyk 副校長一行 3人。

4. 法國蒙貝里耶第三大學 Patrick Gilli 校長一行 2人。

5.   俄國聖彼得堡資訊科技暨機械光學 ITMO 大學 Vladimir Vasilyev 校長一行
2人。

6. 奧地利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 Ulrike Sych 校長一行 3人。 

7.  比利時荷語魯汶大學 Luc Sels 校長及法語魯汶大學 Vincent Blondel 校長一
行 5人。

8. 2019年歐盟官員臺灣研究訪問團一行 36人。

9. 德國德勒斯登工業大學 Hans Muller-Steinhagen 校長一行 2人。

10. 瑞士蘇黎世大學 Michael Hengartner 校長一行 2人。

11. 奧地利維也納農業大學 Hubert Hasenauer 校長一行 2人。

12. 德國大學校長協會 Peter-Andre Alt 主席一行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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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德國馬德堡大學 Jens Strackeljan 校長一行 2人。

14. 法國理工學院校長聯盟 Jocelyne Brendle 國際副校長。

15. 法國動手做基金會主席暨法蘭西科學院 Daniel Rouan 院士。

（三）亞洲

1. 泰國農業大學佛統校區 Anuchai Pinyopummin 副校長一行 20人。

2. 印尼高教科研部部長資深顧問 Hari Purwanto 博士一行 2人。

3. 韓國全羅南道順天教育廳李佶勳教育長一行 5人。

4. 越南峴港所屬百科大學 Doan Quang Vinh 校長。

5. 泰國私立教育署 Chalam Attatham 署長一行 7人。

6. 泰國法政大學 Gasinee Witoonchart 校長一行 11人。

7. 印度 LSTV 電視臺 Anurag Punetha 資深主播一行 3人。

8. 日本大阪大學西尾章治郎總長一行 4人。

9. 泰國前教育部長 Wichit Srisa-An 博士一行 2人。

10. 越南勞動、榮軍與社會部技職教育總局法制監察司費孟勝司長。

11. 全印度技職教育協會 Anil Dattatraya Sahasrabudhe 主席。

12. 菲律賓科學高中系統 Lilia T. Habacon 總校長一行 3人。

13. 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所屬百科大學 Mai Thanh Phong 校長一行 5人。

14. 日本國立長崎大學河野茂校長一行 3人。

15. 印尼泗水理工學院理事會 Mohammad Nuh 總主席一行 9人。

16. 日本國立弘前大學佐藤敬校長一行 3人。

17. 日本國立東京外國語大學林佳世子校長一行 3人。

（四）其他區域

1. 澳洲西雪梨大學 Barney Glover 校長一行 4人。

2. 澳洲高等教育品質與標準署 Anthony McClaran 執行長一行 2人。

二、歐盟官員臺灣研究訪問團

為持續促進臺歐盟關係，提升歐盟官員對於臺灣政治、經濟、華語學習、文

化、社會與兩岸關係現況的瞭解，建立與歐盟間固定交流平臺，教育部延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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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歐盟官員臺灣研究訪問團」之臺灣政治經濟研究與正體華語研究兩團，邀
請歐盟官員及歐盟會員國代表來臺，並分別於政治大學臺灣研究中心、輔仁大學國

際教育處華語文中心進行為期 1至 2週的學術研討課程，期間安排拜會相關部會，
並辦理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暨「新居禮夫人人才培育計畫」說明會，介紹前

述 2獎學金申請時程與程序。

外交部、經濟部分別自 102年和 104年起，與教育部共同合作執行本案，其辦
理成效對於臺歐盟關係推展均具良好效益，有助於訪團官員與駐地各組後續推動相

關業務成效，強化我方各部會與歐盟關係，因此外交部和經濟部亦持續共同辦理與

補助本團。

伍、僑生及外生事務

一、僑生獎助學金

（一）核發獎勵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獎學金

　　依《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獎學金核發要點》，108
年度總共有 87名僑生獲得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獎學金，其中 52
名為優秀獎學金、35名為菁英獎學金。

（二）補助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

　　依《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設置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要點》，108年
度核發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共 668人次獲獎。

（三）核發清寒僑生助學金

　　依《教育部核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生助學金要點》規定，按各大

專校院僑生人數占全國僑生總人數之比例核定各校補助名額，108年度共計
4,000名清寒僑生受益。

二、外生獎學金

（一）提供臺灣獎學金

依《臺灣獎學金作業要點》，108學年核配 65個我駐外館處，總計 440個臺灣
獎學金新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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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補助外國人士來臺短期研究

　　依《教育部獎補助外國人士來臺短期研究要點》，鼓勵外國人士來臺進

行短期研究，藉此認識臺灣文化社會、增進我國與世界各國之交流及瞭解，

108年度共核定 2名外國籍博士後研究員及博士生來臺進行短期研究。

（三）新南向培英專案

　　依據 105年 7月 21日總統與南方智庫學者座談指示事項，及同年（105
年）12月行政院核定之「新南向政策工作計畫」、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
推動計畫」短中長程計畫，辦理「新南向培英專案」，以獎學金補助方式鼓

勵大專校院擴大招收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大學講師等菁英來臺攻讀碩、博士學

位，期許他們回國後，成為連結人脈的種子，並推廣臺灣高等教育，成為我

國人力資本。自 106學年起，每學年補助 100位東南亞及南亞大學講師來臺
攻讀碩博士，3年累計達 300人。

三、僑外生招生及輔導

（一）補助辦理海外招生宣導及計畫

1.  108年度，教育部補助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FICHET）籌組大專校
院參加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歐
洲教育者年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EAIE）、亞
太教育者年會（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PAIE）
等國際教育年會，建立實質合作，促進國內外學校交流， FICHET並推廣留
學臺灣（Study in Taiwan）網站及社群網路，且每年更新及編印留學臺灣、
學華語到臺灣、各校短期及商業課程等四類文宣品分送外館，並於各項招

生活動中使用，以宣傳我國優質高教環境，吸引外生來臺求學。

2.  民國 97年補助成立教育部菁英來臺留學計畫辦公室（Elite Study in 
Taiwan，ESIT），與東南亞國家合作選送獲其官方獎學金之大學講師及政
府官員，至我國聯盟學校攻讀學位或培訓，民國 107年，共有來自越南及
印尼等國家之 51位獎學金生來臺就學或受訓，自 97年起計 1,153人次來
臺進修，並架設網站，供外國學生線上查詢資訊及申請來臺就學。

3.  為宣導政府招收海外僑生回國升學政策、輔導措施、申請作業程序及注意
事項，教育部於民國 108年補助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赴馬來西亞、印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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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等 3國，辦理大專校院招生宣導說明會，並協助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
聯合總會，舉辦「2019年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藉由面對面宣導及
說明機會，促使各地區僑生更瞭解國內高等教育現況，提高僑生回國升學

意願；並實地查訪各區辦理試務工作面臨之困難，改善海外聯招會僑生試

務及分發作業。

（二）辦理僑生學業輔導及僑生輔導工作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僑生學業輔導及寒暑假期課業輔導，

以提高僑生國語文與基本學科學習能力，幫助僑生加強課業研習，所設科目

包括國文、憲法與立國精神、歷史、地理、英（外）文、數學（含微積分）、

物理、化學及生物等基本學科。108年度補助 46校，辦理學業輔導經費計新
臺幣 397萬 1,811元；補助國立政治大學等 103所大專校院辦理僑生輔導工
作經費計新臺幣 1,531萬 7,959元。

（三）辦理中央有關機關聯合訪視僑外生活動

　　為表達政府照顧關懷僑外生之情意，並增進僑外生校際間之經驗交流，

108年教育部邀集僑務委員會、大陸委員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內政部役
政署、內政部移民署、勞動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海外聯合招生

委員會等中央有關機關聯合訪視各校僑外生；訪視分北、中、南、東區 4場
次，計有 94所大專校院、高中職代表及各機關人員共約 800人次參與。

（四）提升在臺境外學生優質輔導服務

　　教育部為提供在臺境外生更優質的就學輔導服務品質，自民國 100年
起，成立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支援體系計畫辦公室（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visors，NISA），辦理境外生輔導人員相關研習會及培
訓課程，以提升各校境外生輔導人員相關服務素養及職能，自 108年起持續
優化境外學生輔導機制，包括建置境外學生專屬網頁及意見信箱、境外學生

服務專線電話、跨部會通報網絡平臺及辦理境外學生座談會等四大面向，期

建構境外學生友善學習環境，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國際化形象。

（五）辦理境外學生接待家庭計畫

　　為增加來臺境外學生與本地家庭互動機會、深入體驗臺灣在地特色，教

育部於民國 99年成立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辦公室，結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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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校院與民間機構資源，為境外學生營造一個友善的接待環境，以推廣接待

家庭風氣，期吸引更多境外學生來臺。截至民國 108年底為止，完成培訓之
接待家庭戶數共達 4,313戶，共媒合 5,831位境外學生至 3,280戶接待家庭。

（六）僑外生工作評點制度

　　勞動部自民國 103年 7月起，實施僑外生工作評點制度，教育部配合通
函各大學校院及各駐境外機構將資訊登載於相關網頁並協助宣導；另於全國

大專校院境外生生活資訊網、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資訊交流平臺及相

關網頁登載評點制度資訊，並於相關場合持續宣導，以鼓勵更多僑外生畢業

後為我海內外企業所用。

（七）精進境外臺灣教育中心功能

　　教育部於民國 107年補助 11所大學於 9國設立 11所臺灣教育中心，以
推展華語文教育及宣傳臺灣教育優勢，包括泰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馬來

西亞（國立臺灣大學）、印尼（雅加達：東海大學、泗水：亞洲大學）、越南

（胡志明市：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河內：文藻外語大學）、蒙古（銘傳大學）、

韓國（中國文化大學）、日本（淡江大學）、菲律賓（國立中山大學）及印度

（國立清華大學），並已訂定中心具體績效指標，期有效集結校際特色資源，

整體性推動臺灣高等教育優勢行銷策略，促進境外優秀學生來臺留學及研習

華語。

（八）TEEP 計畫成果

　　推動外國青年來臺短期蹲點：鼓勵國內辦學績優大學參與「外國青年來

臺短期蹲點試辦計畫」（Taiwan Experience Education Program，TEEP），積極
發展具市場性之複合式學習方案，爭取更多先進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優秀青

年學子來臺短期蹲點，瞭解臺灣高等及技職教育優勢，並增進與國內師生互

動，除有助於促進國內高等教育國際化多元發展，亦能提升臺灣優質教育之

國際曝光度。108年 TEEP計畫來臺實習人數計為 725人，新南向國家部分
以印度為大宗，其次為印尼、越南及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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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外臺灣學校與華語文教育輸出

一、海外臺灣學校

（一）補助海外臺灣學校辦理華語文班

　　為積極將華語文推廣至海外臺灣學校所在地，108年度教育部共核定補
助海外臺灣學校辦理 32項華語文班，計吸引逾 217人次學習華語，讓優質華
語普及東南亞，並突顯臺灣學校特色。

（二）辦理第 19 屆海外臺灣學校董事長、校長暨家長會長聯席會議

　　民國 108年 12月 10日於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辦理，教育部范政務次
長巽綠等代表出席，除瞭解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學環境及營運概況外，並參

訪胡志明市日本學校、峴港大學總校區及會晤峴港當地臺商與留臺校友，舉

行交流座談，聽取臺商建議及意見。

（三）持續推動「教育部強化聯繫境外臺校計畫」

　　本計畫核心目標為加強境外臺校師生向心力與連結，包括：境外臺校行

政主管研習班暨聯合校務座談會、教師暑期返臺研習班、學生返臺文化營

隊、典範教師獎勵計畫等，參與師生共 220人次，課程內容豐富，各校反應
良好，有助增進海外教師專業知能及行政人員專業素養，維護海外學生受教

品質。

（四）輔導各校健全制度，以利永續經營

　　教育部積極輔導海外臺灣學校經營發展，108學年度臺灣學校學生數計
有 2,654人，較 107學年度 2,520人，成長 134人，成長率為 0.5%。

（五）保障我國籍子女就學權益

　　教育部為鼓勵學生完成學業並返國銜接升學，提供臺灣學校我國籍子

女學費補助、獎助學金及平安保險補助，民國 108年受補助學生約 2,662人
次，108學年度高中畢業生返國升學比率達 86.3%。

（六）持續辦理臺灣學校商借教師專案

　　民國 108年教育部協助商借 12位國內中小學公立教師赴海外臺灣學校教
學，有效紓解各臺灣學校師資不足問題，並協助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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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強化師資陣容

　　為協助新南向國家充實中小學師資，教育部於 108年補助 15位合格儲備
教師赴海外臺灣學校任教，讓有意體驗跨國任教之國內合格教師們，藉由政

府津貼及補助，豐富個人教學經歷並拓展國際視野。

二、華語文教育輸出

（一）打造華語師資培育基地

　　教育部於民國 108年補助選送 247名華語教師赴 18國學校任教，及國內
大學校院具華語文教學專長學生 145人赴 12國學校進行華語教學實習；補助
4所大專校院辦理薦送華語教師赴國外任教輔導計畫，開發越南等 4國華語
教師需求。另 108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計有 1,867人報名，
319人取得證書。

（二）提升華語文教育機構量能

　　教育部於 104至 106年舉辦華語文教育機構試辦評鑑計畫，引導各華語
文教育機構針對其經營及作業品質進行自我檢視，107年試辦評鑑計畫完成
階段性任務，針對新設華語文中心欲取得境外招生者資格，教育部另行訂定

審查指標與流程，由學校提出申請審查，107年計有 4所大學校院附設華語文
中心通過審查，108年計有 2所大學校院附設華語文中心通過審查，累計共有
62所大學校院附設華語文中心取得境外招生資格；另有 4所補習班依《短期
補習班招收外國人招生及管理辦法》規定，提出申請通過得自境外招生。

（三）開拓海外華語文學習市場

　　民國 108年教育部共核定 3個策略團隊執行華語文教育輸出計畫，開拓
日本、馬來西亞及越南等 3個國家華語文學習市場。

（四）推廣專業華語文能力測驗

　　民國 108年教育部於 42國辦理華語文能力測驗及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
國內外報考人次達 6萬 2,406人次。

（五）建立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

　　民國 108年完成蒐集及處理書面語（含新聞語料）累計約 31億 7,100萬
字，口語語料約 3,440萬字，華英雙語語料約 1,160萬字，華語中介語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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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47萬字；並將標準體系定為 3等 7級，完成聽、說、讀、寫能力指標內
容。另華語文語料庫 108年累計建置 1,000個基礎詞彙，總計有 2,137個義
項用法及 2,259條例句；完成通用詞頻表，及《華語文教學能力指標暨分級
標準發展》技術報告供機關內部使用。

（六）開發華語文實體及數位教材

　　教育部於民國 108年 11月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簽約合作「MIT-Taiwan
全球華語數位教育中心」計畫，將於 edX平臺（由哈佛大學與MIT創設之免
費數位學習平臺）推出 3門優質國際華語線上課程，並規劃另架設網站，結
合臺灣華語教學團隊，提供全球學習者線上輔導、教材及練習下載等服務，

預計每年約可吸引全球 3萬人選課。

（七）推動學華語到臺灣

　　民國 108年教育部計補助 9國共 172名外國華語文教師組團來臺研習華
語教學法，及 34國 385名外國學生來臺學習華語文；提供 56國華語文獎學
金，計 925名學生獲獎來臺研習華語。此外，為推廣「從生活中學華語」理
念，教育部推動「臺灣觀光學華語」，透過具地方特色之課遊程模式，提供外

籍人士來臺瞭解並深入體驗臺灣特色，以帶動海外潛在華語學習客群。108
年計有淡江、中原、逢甲、文藻等 4所大學規劃 4條結合在地特色主題式課
遊程，期程自 108年 5月 1日至 109年 4月 30日止。 

第三節　問題與對策

壹、推動華語文教育，增進國際交流合作，展現臺灣軟實力

一、問題概述

歸納推動華語文教育現今面臨問題如下：

（一）國際情勢變遷面臨新挑戰

　　近年中美關係轉變及各國孔子學院有逐漸關閉趨勢，我國如何因應未來

轉單效應，吸引外國學生來臺學習華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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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體華語教學未能普及各國

　　近年我國積極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任教，深獲肯定，因預算經費有

限且國際環境不可抗力因素甚多，無法普及選送我華語教師赴世界各國教學。

（三）國內華語教師培訓不足

　　目前我國華語教師的養成過程中普遍教學實務課程不足，在職師資回流

培訓的機會少。

（四）華語中心量能不足

　　華語中心係外籍人士來臺學習華語之主要環境，其整體品質為外籍人士

選擇是否來臺的主要因素之一，然我國各華語中心招生量能及經營品質不一。

二、因應對策

為解決上述問題，以有限資源發揮戰略的效果，採取措施如下： 

（一）與美國知名大學合作共同培育人才

　　民國 108年 5月美國國家中文領航計畫在臺成立臺灣中心，由臺灣優質
大學華語教學團隊針對其需求，提供國外菁英學生為期 1年之在臺實習機
會，同時提供客製化華語學習課程，幫助外國學生於短期內迅速提高華語運

用能力；未來亦將協助其華語中心改善環境境與提升教學品質，以因應未來

來臺研習華語菁英學子。

（二）開發華語線上課程

　　除於民國 108年 11月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簽約，預備規劃 2年內合作推
出優質之國際華語線上課程外，未來應結合臺灣資訊科技之優勢，研議開發

臺灣品牌之華語線上課程，讓全球人士無國界學習華語，提升臺灣之能見度

及輸出能量。

（三）設置華語教學資源中心

　　民國 108年業配合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成立「華語教師資源中心」，
辦理新南向國家華語師資培訓與輔導事宜，促進華語教師社群的成長與共

學，並協助華語教師提升教學策略。未來應擴大其功能，整合現行華語教學

能力認證考試制度與薦送輔導學校之機制，規劃師培模組化課程及建立華語

教師培訓平臺，以辦理各國師資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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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華語中心量能

　　108持續補助辦理 15所華語文教育機構優化輔導計畫，以提升華語文中
心整體營運品質，另 108年以招生績效獎勵金補助 24所華語中心辦理多元
招生活動，並協助其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規劃優質華語文課程及改善學習環

境；未來將整併相關補助規定，以輔導協助華語中心成長發展。

貳、 配合國家新南向政策，鼓勵學子赴新南向國家修讀學位、
研修或實習

一、問題概述

我國留學人數雖然逐年增加，惟國內青年學子修讀學位或實習，前往國家主要

以歐美國家為主，赴新南向國家學生人數相較為少，全球人才分布不均。教育部須

積極規劃相關措施，以提升本國學子赴新南向國家修讀學位、研修或實習之意願。

因應對策如下：

二、因應對策

教育部自 106年度起，擴大提供獎助金，選送學生赴新南向國家攻讀學位或實
習，提升我國青年對新南向國家的認識，厚植前進新南向國家專業人才。教育部辦

理 3項新南向人才培育獎學金如下：

（一）公費留學考試獎學金

　　為推動「新南向政策」，培育我國熟稔該地區的高階人才，106年新增「赴
新南向國家公費生」名額 10名，可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選考包括文史哲、
政治（含區域研究）、教育、藝術、文化資產、法律、社會科學、心理與認

知、管理與經濟、建築、規劃與設計、工程、生命科學及醫藥衛生等 13學
群，共計 33個學門。公費生受獎年限以人文類 4年、理工類 3年，依留學國
別城市別核予不同生活費標準，學費則採受獎年限內總額上限 12萬美元或 9
萬美元，以單據核實補助。108年錄取 10人赴新南向國家留學，留學國包括
印度、泰國、印尼、菲律賓及越南。

（二）留學獎學金甄試

　　教育部自民國 92年起設置「留學獎學金」，補助一般生及選送赴特定國
家學生每年美金 1萬 6,000元，補助年限最長為 2年；特殊生每年補助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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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萬元，補助年限最長為 3年，迄今累計受獎生已達 3,348人。108年度錄取
18人赴新南向國家留學，留學國包含泰國及澳大利亞。

（三）新增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鼓勵大專校院在校生赴新南向國家企業及機構進行職場實習，期培養熟

稔各該國背景之國際實務經驗專業人才，每人補助額度至少包括 1張國際來
回經濟艙機票款，另得包括生活費；108年計補助 100校，493案，計 2,348
名學生赴新南向國家產業機構實習。

　　教育部為增加前往新南向國家攻讀學位、研修或實習人數，以臉書粉絲

專頁、電臺廣播、新聞稿等方式加強宣導，並錄製選送生經驗分享短片、辦

理留學宣導說明會、記者會以及工作坊等，以期提升學子前往新南向國家攻

讀學位、研修或實習意願，達新南向政策人才布局目標。

參、海外臺灣學校經營面臨嚴竣挑戰，強化聯繫境外臺校計畫

一、問題概述

歸納海外臺灣學校面臨問題如下：

（一）學生生源不穩定，學校面臨生存挑戰

　　臺商海外經商遭遇種種困難，生存不易，導致學生人數下降，以致近年

來除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外，其他臺校我國籍學生人數均有降低趨勢。

（二）教師教學負擔重、流動性高

　　海外臺校學制由小學部至高中部，學生人數少，教師多須肩負多年級、

多科目，甚至要跨年段，跨學部教學，不僅授課節數多，教學負擔繁重，且

教師更動頻繁，流動率偏高，影響教學品質。

（三）海外聘任教師不易，專門科目教師不足

　　海外臺校須自國內聘任專任合格教師，其中以數理化教師最為欠缺，部

分專長科目教師（如特教）相當不足，推動教師專業發展困難，對海外臺校

教學發展頗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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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學校磁吸效應，學校發展在定位上面臨母國教育，或國際教育兩難之

困境

　　臺灣學校為教育部立案私立學校，一方面要提供臺商子弟學習需求，使

其返臺或畢業後能與國內教育銜接；另一方面力求與國際接軌，此外在國際

學校吸引下，造成學生流失，一旦校舍、教學環境及設備不如鄰近國際學校

時，則會因競爭力不足而影響生源，造成經營困難。

（五）學校面臨退場，有待協助及輔導

　　近年受東南亞勞工成本高、臺商遷往其他國家或地區及少子女化等因素

影響，部分臺灣學校學生逐年遞減，其中馬來西亞檳吉臺灣學校 105學年度
我國籍學生人數僅 54人，該校董事會業於民國 104年 11月 28日決議通過於
108學年度起停辦。

二、因應對策

為解決上述問題，教育部配合新南向政策，積極並持續推動「教育部強化聯繫

境外臺校計畫」，加強教育部與臺商間夥伴關係，協助境外臺校與國內學校建立連

結，透過辦理境外臺校師生各項活動，提高辦學品質，導引邁向優質學校，採取措

施如下： 

（一）協助學校擴大招生對象，開拓增加生源，提升與鄰近國際學校競爭力

　　考量學校辦學不易，以及目前招生規模與學生結構，爰鬆綁法規，同意

臺校得附設外國課程部或班，以開拓生源及學費收入。

（二）改進師資聘任與福利制度，以降低教師流動率

　　積極協助各校加入國內私校退撫儲金新制，鼓勵學校應配合物價調漲，

適時調整教師薪資待遇，協助各校研訂優秀校長、教師獎勵及留任制度，並

視政府預算編列，補助各校教師津貼及改善教師住宿空間或更新教學設備。

（三）協助學校充實師資陣容，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為協助學校解決師資問題，對於臺校校長或教師出缺，除函請縣市政府

及師資培育大學協助公告外，並於網站刊登甄選訊息；另安排國內公立學校

優秀現職教師帶職帶薪商借至海外臺校任教，紓解師資不足問題；同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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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派儲備教師（具教師證）赴境外學校任教，逐步充實海外學校師資，提升

教學品質。

（四）鼓勵海外臺灣學校發展特色，提升教學品質

　　請各校配合所在地需求，進行 SWOT分析，檢討學校定位及發展策略，
並提出特色發展計畫，作為學校辦學方向及教育部補助經費之參考依據。另

每年編列經常門、資本門預算，補助各校改善教學環境，充實教學軟硬體設

備。至於大型建設計畫方面，則提供專款協助學校興建新校區，以吸引更多

學生前來入學，提升學校在國際學校間競爭力。

肆、強化境外學生友善學習環境，擴大招收境外生來臺

一、問題概述

境外學生是臺灣與外國社會互動，建立國際友誼重要橋梁。境外生進入臺灣高

等教育學府，對外可宣揚臺灣高等教育特色，增進他國對我國瞭解與支持，拓展對

外關係建立邦誼；對內可促進大學校院國際化發展，提升國內高等教育水準，擴大

國內學生國際視野及同時緩解國內部分私立大專校院招生不足困境。為鼓勵並協助

學校擴大招收境外學生，教育部持續透過精進在臺留學友善環境、強化留學臺灣優

勢行銷等推動主軸，吸引更多境外學生來臺。

二、因應對策

（一）招生策略及行銷

1.  補助臺灣教育中心及海外聯招會等於越南、印尼、日本、緬甸、馬來西
亞、韓國、澳門、蒙古、印度、菲律賓、泰國及香港等主要境外學生來源

國家或地區舉辦或參與臺灣高等教育展及招生宣導說明會，招收境外學生

來臺留學或研習華語。海外臺灣高等教育展依據臺灣校系不同特色及當地

國學生「所需」及「所想」，設置特色展區，以突顯臺灣校系之優勢與特色。

2.  整合留學臺灣行銷：教育部補助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擔任單
一窗口整合各校海外招生工作，辦理「留學臺灣」各項行銷計畫，設置及

維護 Study in Taiwan網站，提供國內各大學校院科系介紹及搜尋、簡介申
請來臺就學流程、各項提供予外籍生獎學金及常見問題集等，便利境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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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查找，及瞭解申請來臺求學相關資源。同時推廣 SIT臉書粉絲團、善
用 Youtube、進行國際學生專訪及趣味文章徵文等。

3.  參加國際教育者年會：補助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ICHET）
籌組大學校院參加亞太教育者年會（APAIE）、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
歐洲教育者年會（EAIE）、及全美外語教學學會年會（ACTFL華語展），
促進國內大學校院國際教育交流，提升高等教育國際能見度。

（二）多元來臺短期實習及研習方案

1.  推動外國青年來臺短期蹲點：鼓勵國內辦學績優大學參與「外國青年來臺
短期蹲點試辦計畫」（TEEP），積極發展具市場性複合式學習方案，爭取
更多先進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優秀青年學子來臺短期蹲點，瞭解臺灣高等

及技職教育優勢，並增進與國內師生互動，除有助於促進國內高等教育國

際化多元發展，亦能提升臺灣優質教育之國際曝光度。

2.  吸引外國學生來臺實習：已訂定《外國籍學生至中華民國各級學校及教育
機構實習要點》，協助外國大學學生於求學階段至我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

構實習。

（三）僑外生獎助及輔導措施

1.  提供外國學生獎學金：提供臺灣獎學金鼓勵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攻讀學位，
藉此認識臺灣教育學術環境，日後產生友誼支持，同時拓展對外關係。

2.  核發僑生獎助學金：提供優秀（菁英）僑生獎學金、補助大學校院設置研
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核發清寒僑生助學金，吸引僑生來臺就學。

3.  強化僑生輔導照顧：補助大專校院僑生輔導工作計畫、補助學校僑生課業
輔導及僑生春節聯歡（祭祖）活動；辦理中央機關聯合訪視僑外生活動，

關懷來臺就學僑生。

4.  推動「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家庭計畫」：辦理接待家庭培訓課程及多
場境外學生社區生活體驗活動。

5.  優化境外生輔導措施：設置中、英、越南、印尼語境外學生服務專線及意
見信箱，並印製境外生關懷小卡及海報，提供學校向境外生宣導。

6.  辦理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服務素養培訓課程：舉辦基礎及進階研習會，以強
化境外學生輔導人員相關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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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置 SIT（Study in Taiwan）人才資料庫：建置系統管理僑外生聯繫資料及
畢業後流向，辦理「全球留臺傑出校友獎」選拔及定期發布英文電子報，

增進與校友之互動交流。

（四） 鼓勵僑外生在臺實習及工作

1.  設置「全球專業實習聯盟平臺 （Global Internship Facilitation of Taiwan，
GIFT）」，媒合實習學生及所需廠商，有效提升僑外生實習效益。

2.  訂定《大學校院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要點》，
建立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實習機制，為海內外產企業培育優秀人才。

3.  辦理「SIT 人才資料庫計畫」，舉辦外籍學生就業座談會及定時提供各式徵
才資訊，期盼優秀僑外生為我企業所用，成為我國產業國際連結及全球布

局的重要人才庫。

4.  補助辦理馬來西亞及越南僑臺商攬才博覽會。

第四節　未來發展動態

壹、持續辦理雙邊教育論壇

東南亞國家已成我國主要境外學生來源國，也成為我高教輸出之重點地區，故

推動建立雙邊官方層級交流平臺，以拓展彼此教育合作關係。在考量雙方政府意願

及預算規模允許範圍內，持續辦理對東南亞主要國家之雙邊論壇，包括臺泰高等教

育論壇、臺越教育論壇、臺印尼高等教育論壇及臺馬高等教育論壇等。

貳、 規劃我國優秀學子赴新南向國家攻讀學位及研修實習鼓勵
措施

一、 持續鼓勵我國優秀學子赴新南向國家攻讀學位，包括赴新南向國家公費留學
考試及教育部留學獎學金赴新南向特定國家名額，不限領域可攻讀碩士或博

士學位。

二、 持續推動「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鼓勵我國大專校院在學學生赴新南向國
家實習，深入瞭解新南向國家當地文化、企業發展等現況，為我國產業培養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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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華語文教育產業

教育部於民國 104年為回應外界對華語文八年計畫，宜斟酌調整其執行策略之
意見，爰滾動修正華語文八年計畫。華語文八年計畫未來推動重點如下：

一、 教育部於 105年成立「華語文教育專案辦公室」，結合國內華語文各領域資源，
協助教育部推動華語文教育市場輸出，規劃及辦理華語亮點創意活動，推動華

語文教育國際行銷，建置華語文教育全球資訊網，規劃在專責組織籌備成立

前，先由華語文教育專案辦公室協助推廣相關事務，以漸進方式逐步設立專責

組織。

二、 盤點華語文教育海外輸出執行成果，加速華語文數位教材研發，並和華語文實
體教學進行虛實整合。

三、 強化與華語教學系所、華語中心之夥伴關係，促進與當地漢學家及華語教師
之聯繫；結合華語教學能力認證制度及薦送團隊經驗，改進教師考試及選訓

用機制。

四、 運用世界各國對孔子學院逐漸關閉之風潮，加強我華語優勢之宣導，並提升
各大學華語文中心品質，吸引外國菁英來臺研習，創造我國華語教育產業之

契機。

肆、推動新南向人才培育計畫

教育部推動擴大招收境外學生，吸引更多境外學生來臺就學，配合新南向政策

規劃執行「新南向人才培育計畫」，以「以人為本、雙向交流、資源共享」為核心

目標，期帶領我國大專校院開拓與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實質教育交流，深化雙方互動

及聯盟關係，達成創造互利共贏的人才培育合作及區域經濟發展之願景，並透過以

下三面向持續推動各項工作：

一、 提供優質教育產業、專業人才雙向培育（Market）：核定補助大專校院開設區
域經貿班、雙聯專班、客製化產學合作專班、編纂東南亞新住民七國語文教

材、培訓新住民語教師支援人員。

二、 擴大雙邊人才交流（Pipeline）：提供新南向國家「臺灣獎學金」、「華語文獎學
金」、以吸引東南亞與南亞大學講師來臺攻讀碩博士學位之「新南向培英專案」；

另為培育我學生，新增「赴新南向國家公費生」、留學獎學金、及選送赴新南

向國家產業機構實習之「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The Republic of China Education Yearbook 2019

108

544



三、 擴展雙邊教育合作平臺／經營跨校夥伴關係（Platform）：自 108年起整合臺
灣連結計畫、產學資源中心計畫及臺灣教育中心計畫（新南向國家）等業務，

移由駐新南向各國代表處教育組統籌辦理，以發揮綜效，提升我國高教國際

口碑。

撰稿：黃　藿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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