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國大學爲什麼要招更多不同國籍的留學生 

 

駐加拿大代表處教育組 

 

加拿大大學在國際學生的眼中，越來越成爲首選的留學目的地。

不過，目前的熱潮，背後也有一些潛在的風險，畢竟 2018 年，加拿大

政府發放 356,035張的入學許可證中，來自中國和印度這兩國家的學生

就佔一半以上（54%）。德國的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s for Education 

and Fairs Monitor (ICEF Monitor)組織專門追蹤、研究國際教育趨勢，

ICEF Monitor的編輯利格玆（Craig Riggs）表示，目前雖然水漲船高，

可是沒有誰能預測退潮什麼時候會來。 

全球各地的地理政治十分不確定，爲了提防這些變數，並在激烈

的國際競爭當中爭取留學生，加國的大學開始採用各種方式，除了增

加獎學金的數額、雇用教育顧問、成立國外辦公室以外，愈來愈多的

大學也尋求與國外大專院校建立合作關係，甚至善用畢業生，請他們

扮演母校大使的角色。這些活動背後的資金，有一部分來自聯邦政府

2019 年 8 月宣佈的五年期國際教育政策計畫。根據該計畫的内容，政

府在五年内將提撥 148 萬加幣的補助款，提高加國大學部學生於海外

留學的人數、吸引更多不同國籍的留學生、安排留學生在國内各地的

大學就讀，並鼓勵、支持國内的大學與更多的國外夥伴建立合作關係。 

這次計畫的目標與上次（2014 年）不同，那時的目標比較單純，

也就是到了 2022 年，將國際學生的人數提升到 45 萬人大關，不過，

這個目標早在 2018 就實現了。利格玆表示，現在政府有新的重點，不

再只是提高國際留學生的總人數就好，而是在校園内，歡迎更多不同

國籍與文化背景的留學生。一樣重要的是，不管是在學期間或畢業後，

一定要給這些遠道而來的學生更優越的體驗。 

去年發生的重大事件，就讓加國的大學意識到，留學生的來源國

絕對不能侷限於幾個特定的國家。去年加拿大與沙烏地阿拉伯陷入外

交困境，針對在加拿大留學的沙國學生，沙國政府不僅突然取消補助，

也命令很多學生立刻回國。加拿大大學協會（Universities Canada）會

長戴維森（Paul Davidson）表示，這次事件迫使加國聯邦政府覺悟。 



 

 
 

國際留學生有助於打造一個國際化的校園，使師生的生活更豐富，

這些都是公認的價值，但對加拿大大學來説，也有更現實的一面，即

國際學生對大學所帶來的收入也相當可觀。 

加拿大著名智庫加拿大諮議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首席

經濟學家安圖尼斯（Pedro Antunes）表示，各所大學之所以那麽積極

地去招國際生，是因爲少子化所帶來的衝擊。目前，有資格進大專校

院就讀的 17到 24歲族群下降了，安圖尼斯預估，到了 2025年這個群

組的人數才有望回升。 

多倫多大學負責國際事務的副校長薩金特（Ted Sargent）表示，

增加各種國籍與文化背景的學生人數，絕不只是數字遊戲。他表示，

多倫多大學實施的多元化策略有雙重目標：第一、要延攬頂級人才；

第二、要讓全體學生與國際接軌。 

加國的大學也注意到，以加拿大作爲留學目的地，越來越受到國

際學生的青睞，也因此，越來越多的學校在拉丁美洲、中東、北非與

東南亞國家設立招生辦公室。不過，要讓多元化的政策見效，不得不

從長期著眼。首先必須延攬最適合的留學生，使他們留學期間過得快

樂、有意義，然後等學生畢業、回國後，必須跟他們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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