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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定得出國留學！盤點台灣最國際化的⼤學
國際競爭⼒〉盤點台灣最國際化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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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台灣外籍⽣愈來愈多元，新鮮⼈們也可趁機擴⼤國際⼈脈。 陳之俊攝

  

本文出⾃2023⼤學暨技職入學指南

遠⾒推薦
柯文哲歐洲商會談話：現今政府愚笨，我要讓台灣像企業

如何在⼤學培養國際視野？以往不少⼈選擇出國留學，但花費龐⼤，⼀般家庭難以負擔。如今台灣外籍學⽣⼤幅成⻑，政府
也⼤⼒推動雙語教學，新鮮⼈們不妨選擇國際化的學校，拓展多元視野！

具備語文能⼒、國際觀、跨文化適應能⼒的⼈才，是企業招募時的熱⾨⼈選。近年來，在台灣各⼤學的努⼒下，⼤學校園已快速國際
化，如果不出國留學，在台灣就讀⼤學，如何在台灣的校園內， 選擇⼀所有更多機會，可以培養這些國際競爭⼒的學校？台灣最國際化
的⼤學校園⼜在哪裡？讓我們⼀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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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班上同學出現來⾃越南、印尼、⾺來⻄亞、歐美，甚⾄有非洲、南美洲的同學，在各⼤學校園內都已⾒怪不怪。 

根據教育部資料統計，台灣⼤專院校境外學⽣⼈數快速成⻑，由100學年度5.7萬⼈，成⻑⾄108學年度12.8萬⼈，雖然110學年度因
COVID-19邊境管制下 降⾄9.2萬⼈，但整體⽽⾔，台灣⼗年來，境外學⽣⼈數已成⻑兩倍（表1）。

圖／台灣⼤專院校境外學⽣⼈數，⼗年來⼤幅成⻑，且愈趨多元。教育部、國發會提供

進⼀步分析110年學年度境外學⽣⼈數，正式修讀學位⽣含僑⽣和陸⽣有6萬5373⼈，其中外籍學⽣總共有3萬4535位，僑⽣含香港與澳⾨
總共2萬6555位，中國⼤陸來台總共4293位；非學位⽣的部分共計2萬7580⼈，外國交換⽣2475⼈，外國短期研習及個⼈選讀3785⼈，⼤
專附設華語文中⼼學⽣2萬145⼈，海青班1175⼈，另境外專班為472⼈。

整體來看，境外⽣國籍前三⼤主要來⾃越南、印尼、⾺來⻄亞，占比分別是越南（20％）、印尼（18 ％）、⾺來⻄亞（13％），其次為
香港、⽇本、中國⼤ 陸、美國、泰國、澳⾨、印度，但另有其他國籍比17 ％，都可顯⽰境外⽣國籍來源的多樣性。

攻讀學位的外籍⽣最多：臺⼤、成⼤、銘傳

與交換⽣短期來台的性質不同，由於正式在台修讀學位的學⽣，和⼀般台灣同學⼀樣攻讀學位，他們不僅⻑期在台修讀學業，也更需融
入台灣的社會文化環境，更有外籍⽣選擇留下來在台灣⼯作。因此，正式修讀學位的外籍⽣，是國際化校園的重要指標之⼀。 

遠⾒電⼦報

請輸入電⼦郵件  訂閱

以110學年度正式修讀外籍⽣⼈數（含港澳、中國⼤陸），總數最多的學校，分別是居冠的臺⼤3253位，其次是成⼤2117位，第三是銘傳
⼤學有2034位；其後依序是是清⼤、淡⼤、臺師⼤、義守⼤學、 陽明交⼤、臺灣科技⼤學、政治⼤學。 

特別的是，若是以不含港澳及陸⽣的正式修讀外籍學⽣⼈數來看，明新科技⼤學居冠，有1245名正式修讀學位外籍學⽣，⼆到五名的學
校則分別是臺⼤1214 ⼈、銘傳1111⼈、成⼤1064⼈、臺灣科技⼤學1018 ⼈（⾴60表2）。 明新科技⼤學是因為因應新南向政策，成立
「國 際學⽣產學合作專班」，招收越南、菲律賓及印尼等 國產學專班，涵蓋光電、機械、電機、電⼦、⼯管等系；銘傳⼤學也是早已布
局國際化的私校，是亞洲第⼀所美國認證⼤學，境外學位全國排名第三，再度蟬聯私立⼤學第⼀；銘傳另有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簡稱
海青班），⼈數更是⻑達⼗年以上蟬聯第⼀名，顯 ⾒私立⼤學在拓展國際化不遺餘⼒，完全不輸國立⼤學，許多私校在國際教育及⼈才
培育也深耕許久。

國際化指標：學⽣、合作交流、課程、環境， 缺⼀不可

打造不出國就有國際化校園的環境，除了國際學⽣外，還有⼀些指標可以做為⼤學國際化的參考；像是各⼤學國際交流的程度，可以查
看各校國外姊妹校、雙聯學制、學術交流的簽約數；在學⽣⽅⾯，除了查看各校有多少外籍⽣，了解外籍⽣國籍來源之外，各校提供本
國學⽣留學或交換的機會有多少、有多少出國獎學⾦，都是可觀察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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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總數最多的前三所⼤學： 明新科⼤、臺⼤、銘傳，註：僑⽣⼈數（含港澳）。教育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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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了師⽣的國際流動⼒，研究型⼤學國際研究合作的多寡也很重要，不論是海外特⾊實習計畫、海外公司實習、國際產學計畫，
如果在台灣就有國際產學實驗室交流經驗，絕對是企業⽤⼈選才的加分條件，等於在台灣的⼤學，就有在國際化實驗室學習的經驗，等
同於已獲得國際化企業⼯作的試⾦⽯。

各⼤學在國際化軟硬體設備上，是否也都跟上國際化腳步，也值得進⼀步觀察。例如，⼤學校園教職員能否提供雙語化能⼒協助國際
⽣，校園硬體設備是否 具國際化環境，是否有建立國際學⽣社團、國際接待家庭與學伴、國際畢業校友會等，學校在文化社會⼼理層⾯
有否妥善照顧國際⽣，都能看出各⼤學國際化實際落實的程度。

重中之重：雙語課程開設， 強化學⽣英語能⼒

除了上述這些國際化指標，還有⼀項最重要的，莫過於國際化雙語課程與學⽣英語能⼒的提升。 

教育部公布「⼤專校院學⽣雙語化學習計畫」第⼀期補助名單，110學年度共核定補助重點培育學校四 所，臺灣⼤學、中⼭⼤學、成功
⼤學以及臺灣師範⼤ 學，重點培育學院包含臺灣科技⼤學、清華⼤學等25校計41個學院，以及提升學校37所。 

為強化學⽣英語⼒，推動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即EMI），提升整體⾼教國際競爭⼒，獲重點培育補助的學校
或學院，必須在2024年時，全校或全院⾄少有25％的⼤⼆學⽣，英文在聽說讀寫的能⼒，要達到CEFR B2以上的流利精熟等級，同時，
全校⾄少有20％的⼤⼆學⽣與碩⼀學⽣，在其當年所修學分中的20％以上為全英語課程， 並在2030年時各達到五成以上。 

使⽤全英語教學的政策雖立意良善，但執⾏⾄今，也難免遭受不少困難並飽受批評，像是教師實際使⽤全英語教學時，需要同時兼顧英
語與學術專業的傳遞，教師的英語教學能⼒與技巧是否成熟、學⽣學習成效被打折扣？或是有的⼤學為了達到英語授課比例，在沒有那
麼必要以全英語教學的中文系所開設課程，也引起不少爭議與反彈。 

無論如何，國際化腳步是勢不可擋的趨勢，台灣⾼等教育⾯臨來⾃國際的激烈競爭，少⼦化趨勢更加速公私立學校積極推⾏多元的國際
化政策，吸引國際學⽣，也促使台灣⼈才⾛向國際。 

國際⼈才具備的語文能⼒、跨文化認知與理解⼒、 溝通協作⼒、全球議題解決⼒、應變⼒，都是企業最愛的⽤⼈特質，因此，即使不出
國，只要在台灣選擇⼀所國際化的⼤學，培養國際化能⼒與視野，將來求職的路也就更寬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