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招收外國學生 擺脫中國大陸陰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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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其任內送 10 萬名美國學生到中國大陸求學計畫，

臺灣宣佈一項四年計畫無疑是對其並非十分有善之巨鄰展示其雄心壯志。臺

灣要從目前的4萬名外國學生，在五年內吸引10萬名外國學生，十年內吸引

15萬名外國學生。 

臺灣可否達成目標，要看它在面對中國大陸、新加坡及香港時如何推銷

自己。新加坡每年吸引9萬1500名留學生，其目標是5年內有15萬名外國

學生；香港的公立大學每年吸引約1萬人，私立大學人數就更多了。 

臺灣確實面臨挑戰，香港大學亞洲高等教育體系專家帕提葛利（Gerard 

A. Postiglione）認為，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完善，也有很多好大學，但最

大的挑戰，就是缺乏像香港和新加坡一樣的英語環境。臺灣要求大學開設英

語施教之課程，但仍未有雙語環境之便利。 

臺灣有特殊之優勢。對要在中華文化環境求學的學生而言，台灣的小型

民主政體比嚴重限制學術自由的中國大陸提供了更友善的環境。台灣 165 所

大學可以吸引許多學生。臺灣面臨少子化，大學教室空下很多位子，對某些

大學而言，外國學生是解決財源之鑰。 

臺灣以其健全之高教制度為傲，尤其在關鍵之科技領域。依據教育部統

計，其 100 萬的大學生中，約百分之六十為科技主修。在文科方面，台灣的

優勢在於政治自由，各種敏感議題都能討論。 

臺灣每年預算的13%用在教育上，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林文通說︰「我

們沒有自然資源，但有人力資源。」重視教育使臺灣在成為世界資訊科技工

業之要角。 

但臺灣在拓展其學術版圖時也有障礙要克服，其中之一是中國大陸已成

為華語訓練最大的目地國，吸引許多學華語的外國學生。中國大陸之經濟優

勢對著眼未來專業生涯者是一項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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