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招收外國學生 擺脫中國大陸陰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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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迫使臺灣為維持其世界舞台之地位而更加努力。擁有哈佛法學

位的馬英九總統目前積極推展讓台灣成a為亞洲教育中心(education hub)的

計畫，教育部的打造黃金十年計畫也將全球化列為重點項目，其中包含強化

與著名之美國學術機構的交流，到亞洲各國積極招生，甚至也提到要到亞洲

地區設立大學分校。 

馬政府把教育全球化成為向中國大陸依賴的反制點，獎懲措施兼具。五

年檢討計畫要求大學符合國際化設定之目標，以補助款之支援政策目標，以

英語授課之教師可有加給，各大學也紛紛迅速設立了國際事務辦公室。國際

化已成為大學校園生活之一部份。 

台灣高等教育最大的市場是東南亞，教育部希望在未來一年內增收3000

名東南亞新生。教育部長吳清基在最近一次出訪泰國時，親自督導簽署了38

項協定，包括提供免學費優惠爭取泰國公費生到台灣就讀。教育部林處長表

示，東南亞的高中畢業生需要好的大學，而台灣的優質高等教育正好滿足他

們的需求。此外，台灣也以相當低廉之學費及多項獎學金吸引學生，國際學

生每年花費不到3,500美元，比起香港的12,000美元經濟許多，政府也提供

僑生免學費，吸引馬來西亞、 印尼及泰國僑生。許多亞洲及美國亞裔父母

關切「中國大陸仍是共產體制，經濟雖好，政治上並不安全」。 

臺灣另一項優勢是有許多具國際經驗之教授，以臺灣技術學院為例，該

校 70%之教師擁有美國博士學位。義守大學也於三年前設立以英語授課之學

院提供觀光、商業、財務等職業主修課程，成功吸引馬來西亞及越南學生。 

根據海洋大學之研究，臺灣如果要成功外銷，臺灣的大學必須提供更多

英語授課之課程，也要簡化線上申請大學之制度。教育部以提供許多經費幫

助大學提供英語課程，此項也是大學評鑑及補助之項目。目前大學提供 178

種課程，其中70%可以英語授課。 

對國際學生來說，最主要的抱怨就是以英語授課的課程數量及教學品

質。國際學生也擔心來臺就學後之就業限制問題。國際學生在台灣完成學業

後，若想留臺工作，必須在畢業後三個月內找到專業性之工作，且月薪不得

低於 1600 美元。教育部林聰明次長表示，將盡快修改相關規定。在某些東

南亞國家，臺灣的文憑不被承認，讓想學成回國擔任公職者望之怯步。但傅



 

 

校長說，私立機構就不在意，他們重視能力而不是文憑。 

總歸來說，「臺灣未來大有可為，東南亞經濟體雖緩緩進步中，但高等

教育依然落後」，香港大學帕提葛利教授說：「我們可否有五個教育中心？

當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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