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坎培拉時報》：專家憂全球學習華語的風氣消退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 

2010 年左右全球學華語的風氣曾盛極一時，然而，零星的數據表

明全球學習中文人數一路下滑，尤其在民主國家，包括：澳洲、美國、

歐洲及北亞。 

青年學子或已嗅到學習中文的經濟回饋並不如預期之高，或許也

與中國的媒體形象不討喜有關。 

本文筆者為資深中國觀察家白廣原（Bradley Perrett），曾於 2004-

2020 年間擔任駐北京記者，他以自身學習中文的經驗為例，鼓勵青年

學子嘗試學習。筆者對任何考慮學中文的人的建議是，一旦下定決心

去學，可認真考慮在中國，最好是在臺灣生活上一段時間。 

本文引用《經濟學人》所發布的一項有關全球學習中文人數遞減

的調查數據。在美國，由 2013 年的學中文人數高峰期至 2016-2020 年

間減少百分之 21，可預知疫情邊境封閉的 3 年之間勢必更加劇減少。 

在英國，2012-2021 年間註冊英國大學的中文課程數減少 31%。

同期間在澳洲中文的開課數也驟減。2018-2021 年間南韓的大學中文

課程註冊數減少 1/3。 

    中國是南半球澳洲與紐西蘭的最大貿易夥伴，然而在地人學華語

的熱情正在消退。比較 2013 年至 2022 年間的數據，紐西蘭的大學中

文課程註冊率下降 48%。來自德國的數據顯示，大學一年級學生對中

國研究的興趣下降，北歐國家的學者也報告了類似的趨勢。 

 筆者說，2008 年的北京奧運帶動全球學習中文的風氣暴漲，然

而，同一年起中國有一系列的內政壓迫事件，一改此前正面的形象，

讓西方人士難以想像自己有造訪中國的一天。 

 筆者分析，學生們更有可能轉而學習那些實用性高、或未來容

易造訪國家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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