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學生人數走下坡，韓國教育部擬放寬教育國際化水平認

證制指標，專科大學呼籲「需提出外生招攬對策」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留學生人數走下坡…韓國教育部擬放寬教育國際化水平認證制

指標，專科大學呼籲「需提出外生招攬對策」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發燒，導致赴韓留學生人數減少，是韓國各大

學一大難題。因為外國留學生人數減少會導致學費收入跟著減少，對

學校財政方面造成影響。韓國專科大學教育協會（專科大協會）針對

70 所招收外國學生的專科大學進行第一學期外國留學生現狀調查，

結果顯示外國留學生減少約 30%。 

為此，韓國教育部為緩解新冠肺炎造成之招生困境，擬放寬教育

國際化水平認證部分指標。教育國際化水平認證為韓國教育部針對招

收外國留學生之大學進行留學生招生成果與教育現況進行評價的制

度。其中，外生非法滯留率為主要指標之一，針對非法滯留率過高的

學校提高外生入學門檻。韓國法務部透過該指標監管大學入學後之非

法滯留外生人數。 

專業大學雖對教育部欲放寬教育國際化水平認證制指標之措施

抱持正面態度，但也同時提出必須同時推行吸引外國學生之相關對策，

也就是要求廢除禁止外國學生進入專業大學學士學位專業深化課程

夜間部就讀。 

專科大協會國際事務室長金弘吉（音譯）稱：「允許外生進入專

業大學學士學位專業深化課程夜間部就讀，對提升專業大學的國際知

名度相當重要。當前，全球專科學士學位呈現減少趨勢，而外國留學

生對專業技術教育的需求正在上升。此外，在與海外大學共推雙聯學

位或課程時，該限制也會變成招攬外國留生的絆腳石。 

金弘吉接著說：「韓國政府的外生政策以高級人力為主，對利用

外國留學生人力較為消極。若能放寬外生雇用標準，就能為人力不足

的職種提供技術人力。吸引外生在畢業後能繼續留在韓國工作，就能

降低非法滯留率。」 

另一位專科大學國際交流相關人士則表示：「不少外國留學生在



 

 

 

畢業後希望能繼續留在韓國工作，但卻面臨諸多限制。若能放寬 E-9

簽證（非專業職種）條件，對人手不足的地方（非首都圈）企業也能

起到不小的幫助。畢業於專科大學的學生大部分有意於地方中小企業

就業，因此放寬專科大學招攬外生門檻也會有相當積極的作用。」 

撰稿人/譯稿人：駐韓教育組 陳家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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