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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教

解放在地框架，讓校園成為聯合國
本地⽣接軌世界，境外⽣加值⼈才寶庫

2024-02-26 瀏覽數 100+

為解決少⼦化帶來的⽣源問題，台灣各⼤學莫不致⼒於向境外招⽣。張智傑攝

聽遠⾒

本文出⾃2024⼤學暨技職入學指南

李建興

下課鐘響，學⽣從教室紛湧⽽出。有別於以往幾乎清⼀⾊都是⿊頭髮、黃⽪膚，操著國

語⼝⾳的同學穿梭在校園，位於桃園的開南⼤學，卻有截然不同的風景。儘管校區不

⼤，學⽣也僅有4000多⼈，但略略聆聽周遭⼈群的談聲笑語，卻時⽽傳來⽇語、越

語⋯⋯等各式外國語，若不是觸⽬所及的中文招牌，還以為⾝處在國外的校園。

開南在112學年共有157位⽇籍⽣，是全台最多⽇籍⽣的⼤學，連臺灣⼤學都只能屈居第

⼆。殊不知，該校113年度即將入學的越籍境外⽣更有650位，再度創下全台⾼教體系中

越籍⽣⼈數最多的學校。

然⽽，擁有這樣如「聯合國」般的校園，並非開南的專利。鏡頭轉到半導體的故鄉新⽵

縣，受惠於全球各路精英都想來台修習半導體相關學科，地處新⽵各⼤科技產業聚落裡

的明新科技⼤學，⼀進入該校光電、機械、電機、電⼦、⼯管⋯⋯等相關科系的教學現

場，更不乏越南、菲律賓及印尼藉的學⽣，儼然國際學術論壇現場。

⾄於在台北市區的銘傳⼤學，憑藉著亞洲第⼀所美國認證⼤學，學籍被美國多所⼤學承

認的優勢，據111學年度統計，該校18256名學⽣中，就有2063名境外⽣，僅次於臺⼤，

為私校第⼀，⽽11.3％的境外⽣比例，則是全台第六。

為解決少⼦化帶來的⽣源問題，台灣各⼤學莫不致⼒於向境外招⽣，讓時下的⼤學

校園漸有聯合國校園的雛形。惟，當校園變成⼩型的聯合國，不僅有助於學校解

困，更讓學校師⽣有了不⼀樣的國際視野，讓⼤學⽣不⽤出國也漸有留學的感受。

《遠⾒》帶你通盤了解台灣⾼教⼤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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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111學年度的統計，來台就讀的境外⽣已達到10萬3658名，台灣的⼤學正逐步往聯合國校園邁進。陳
之俊攝

事實上，根據教育部111學年度的統計，來台就讀的境外⽣已達到10萬3658名，其中以

越南的23728⼈最多，占22.9％，其次則為印尼、⾺來⻄亞、香港和⽇本。整體⽽⾔，

較前⼀年增加9.6％。意謂著，儘管台灣距離國際名校充斥著各國學⽣的場景還有⼀⼤段

距離，卻也逐步往聯合國校園邁進了。

比較各⼤學的「聯合國校園」程度，論境外⽣總數，以臺灣⼤學的3380⼈居冠，其次則

為銘傳的2063⼈、成功⼤學2044⼈；但如按比例來說，則以龍華科技⼤學的14.37％居

冠，黎明技術學院、明新科⼤則分別以14.08％、13.25％分居⼆、三名。

許多⼈不禁納悶，⼤學既是為國家⾼等教育的殿堂，何以還得講求國際化？尤其在教育

資源短缺之際，為何還要讓外國⼈享有台灣的資源？

對此，許多國外學者，就提出了不少理由，佐證了「聯合國校園」的必要性。

理由1〉學校就地國際化，提升世界競爭⼒

MustUser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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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荷蘭學者Hans de Wit與加拿⼤學者Jane Knight就認為，⼤學藉由整合國際或跨文

化的資訊，融入教學、研究，如此⼀來，能將國外的經驗與文化融入本國⾼教，進⽽提

升教育的多元性，以及學⽣、教職員的教育和研究品質。

此外，由於⽇新⽉異的科技改變了⼈類的⽣活，迫使⾼教必須與時俱進，向外連結，與

世界接軌。尤其晚近AI顛覆、改寫許多舊有的學術理論，⼤專院校更需要快速迭代，以

確保畢業⽣獲得適當的⼯作技術和可轉換的技能。

近期AI發展快速，改寫許多舊有的學術理論，⼤專院校更需要快速迭代。Pexels by Sanket Mishra

理由2〉學⽣視野去框化，就地培養世界觀

⽽對於向來不夠國際化的台灣，「聯合國校園」更有迫切的需求。尤其台灣⼤學⽣，若

非有機會出國，否則在缺乏國際化環境下，多半⻑期在國內，習慣向內看，難以意會到

⾃⼰已與世界脫軌。

如同佛羅⾥達國際⼤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全球學習倡議辦公室主任

Doscher所⾔：「國際化不只是⼀件好事，⽽是必須做的事情，」他認為，參與跨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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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教學合作、推廣在地國際化、創造並交流地球村⺠的新知識，多元的想法和觀點在

合作關係中得以聚集。

也就是說，在與來⾃於世界各地的同學互動及協商中，學⽣將不同想法的各個部分結合

起來，形成⼀套全新的想法。如同20、30年前台灣⼤批學⽣留學潮，在歐美國家獲得當

時在台灣學不到的新知及⾼深的技術，也得到在台灣沒有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藉由「聯合國校園」，能讓不同國籍的學⽣，對不同文化了解與包容，並

符合時下顯學——SDGs精神及DEI（多元、公平、共融）促進「所有⼈的公平待遇和充

分參與」的新時代職場理念。

訂閱遠⾒電⼦報，掌握國內外⼤事

請輸入電⼦郵件 訂閱

理由3〉國家強化產業⼒，向外留住好⼈才

撇除⾼教視⾓，其實許多國家致⼒於⾼教國際化，乃著眼於帶動國家產業經貿的成⻑，

甚⾄藉此招募技術移⺠，許多企業更因為⼈⼒短缺，⽽不得不求助於⾼教圈。

對此，教育部技職司⻑楊惠⽟就指出，以⽬前台灣⼈⼝趨勢的推估，⾄2028年，15～64

歲的勞動⼈⼝低於總⼈⼝數的2⁄3，意謂著台灣將失去⼈⼝紅利（事實上，可能會再提

前），⽽到2030年，台灣⼈⼒需求約莫為1303萬⼈，但該年的台灣⼯作⼈⼝約為1187萬

⼈，加上外國來台的⼯作⼈⼝則為75萬⼈，合計⼈⼒總供給量才1263萬⼈，⾜⾜短缺40

萬⼈。

她進⽽指出，依國外經驗，⼈⼒短缺，除了努⼒催⽣，就得從招攬「外國專業⼈才」

「移⼯」和「境外⽣」來著⼿，「其中境外⽣因已投入國內的教育資源，且具與台灣社

會融合經驗，可視為潛在經濟移⺠，更應優先考量留⽤，」楊惠⽟說。

於是，教育部去年9⽉提出「促進國際⽣來台留台實施計畫」，將投入52億元經費，預

計⾄2030年可招收新⽣累計超過32萬⼈、留⽤⼈數累計超過21萬⼈。⽬標使整體僑外⽣

招⽣數從⽬前的1萬多⼈，提升⾄2030年的4.2萬⼈，預計成⻑三倍，並促進優秀⼈才留

台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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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外經驗，⼈⼒短缺，除了努⼒催⽣，就得從招攬「外國專業⼈才」「移⼯」和「境外⽣」來著⼿。取⾃
photoAC

理由4〉注入招⽣新活⽔，解決⽣源老問題

不過，對於飽受少⼦化衝擊，「求⽣若渴」的台灣各⼤學⽽⾔，「聯合國校園」不僅是

⽣源的新活⽔，更能⼀解因「財務⾚字」⽽被迫退場的現實問題。

【官網獨家】2024遠⾒線上書展~訂1年送半年，訂2年送1年，全年最低折扣，錯過再等
⼀年！

教育部指出，除2023年確定退場的臺灣⾸府⼤學和中州科技⼤學外，包括明道⼤學、環

球科技⼤學、⼤同技術學院，以及東⽅設計⼤學等四所私校，也將在2024年，⾛上退場

⼀途。其中，⾸府⼤學和中州科⼤，已於2023年7⽉底停辦；另外四所⼤學，則會在

2024年7⽉底停辦。

雖然教育部緩頰，除前述六所學校外，預估2024年，應該不會有私立⼤專院校被列為專

案輔導學校。但⼤學退場的陰影仍在，畢竟這不僅是校⽅的損失，更是國家資源、學⽣

https://gvmkt.pse.is/5lzclh
https://gvmkt.pse.is/5lzc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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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權的共業。⽽細究學校退場的主因，皆為財務問題，⽽再往前推敲，則是因少⼦化

導致⽣源不⾜的惡性循環。

尤其教育部根據⼈⼝資料推估，預計⾃114學年起，⼤⼀⽣⼈數將跌破20萬⼈，⽽117學

年⼜逢虎年效應，⼈數減⾄17.7萬⼈的低點，這也將是少⼦化海嘯的⼜⼀波重擊，雖然

119學年度的新⽣因建國百年及龍年婚育潮⽽回升，但後續仍為下降趨勢，預計未來16

學年，⼤⼀新⽣平均年減2900⼈。

對此，龍華科⼤校⻑葛⾃祥斬釘截鐵表⽰：「⾯對少⼦化，⼤學只有兩條路可⾛，那就

是瘦⾝及國際化。」

打造聯合國校園，需產官學共⼒

不過，要打造「聯合國校園」，絕非單憑學校⼀⼰之⼒就⾜以扛起的，必得靠產、官、

學三⽅合⼒系統性操作，才能與國際搶才。

尤其，鄰近的南韓為解除飽受少⼦化之苦，各⼤學已於2023年8⽉，啟動「留學韓國30

萬計畫」，盼吸引30萬名國際學⽣赴南韓求學，並透過簡化取得永久居留權相關措施，

讓在韓國就讀碩博⼠學位的海外⼈才，獲得繼續留在韓國就業的誘因。

⾄於向來移⺠政策保守的⽇本，其「未來教育創造委員會」也於2023年3⽉，提出包括

改善「⼤學國際化環境」在內的計畫，盼於2033年以前，達成吸引40萬國際學⽣赴⽇本

就讀的⽬標。

⽽將台灣⾼教擺在世界的擂台上，「缺乏國際知名度」「缺乏國際學術能量」「缺乏國

際⼈才就業機會」，為台灣的三⼤致命傷。

⾸先，在世界⼤學排名榜上，台灣的⼤學⼀般都表現不理想，其實，台灣很多⼤學的研

究成就及教學品質，都遠比實際的排名來得好。這肇因於台灣的⼤學國際知名度不⾼，

導致在國際同儕之間聲譽不⾜，⾃然在⼤學評比的所謂「印象分數」得分不⾼，⽽這不

只會讓國際評比吃了虧，由於名不⾒經傳，更吸引不了優質的境外⽣來台。

因此，台灣的⼤學得提⾼教研⽔準之外，更迫切的是提升國際化。

此外，⼤學的研究與教學，應該針對有關⼈類或全球的重要課題，只關⼼地⽅性問題的

⼤學，無法被肯定為國際型的⼤學。同時，⼤學也應與全球性的企業合作，才能把研究

成果或培育的⼈才擴展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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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學必須把教學資源，與國外的⼤學及學⽣分享，亦即與國際各⼤學合作，並吸

引國外的學⽣到本校。換句話說，⼤學應有響亮的商標（brand name），以國際市場為

⽬標。

台灣的⼤學除了得提⾼教研⽔準之外，更迫切的是提升國際化。取⾃Unsplash

另外，政府也應致⼒留⽤，如境外⽣相關法規予以鬆綁，以免台灣成為國外⼈才「代訓

班」。楊⽟惠表⽰，政府⽬前已著⼿檢討優化《外國專業⼈才延攬及雇⽤法》《就業服

務法》《入出國及移⺠法》及其相關⼦法。

這包括將外國特定專業⼈才申請永久居留期間，由五年縮為三年，反之，其租稅優惠適

⽤年限則由三年延為五年；同時，通案免除六⼤核⼼戰略產業聘雇外國專業⼈才之資本

額或營業額限制，也鬆聘雇外國⼈所送英文文件得免附中文譯本、企業⼈員代訓期間由

⼀年延⻑為兩年，以及放寬半導體廠商聘雇外國⼈不受兩年⼯作經驗限制，最後，則是

僑外⽣畢業後的在台尋職居留期間，由最⻑⼀年延為兩年。

不過，話說回來，其實台灣要打造國際化校園，還是很有機會的。⾸先，台灣友善的⼈

情味、相對便宜的物價、便利的⽣活機能，以及令⼈放⼼的治安，都是吸引外⽣來台的

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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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近幾年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優勢揚名國際，更是各國極欲取經的「極樂世界」。台

灣國際文教創新交流協會就提到，國際學⽣多期待留學畢業後，能有良好的職場發展，

建議台灣的⼤學校院與華語中⼼除了提供招⽣資訊，也能強化求學期間的實習、⼯讀資

訊，以及畢業後職涯輔導，如此更能爭取國際學⽣就讀。

其次，近幾年台灣因防疫成績及經濟表現，知名度⼤開，更是台灣⾼教向外嶄露頭⾓的

好機會。臺灣師範⼤學於2022《泰晤⼠⾼等教育》（THE）世界⼤學排名中「國際展

望」單項全台第⼀，校⻑吳正⼰就表⽰，許多境外⽣來台求學或是短期停留的主要動

機，是源於對台灣文化有豐厚興趣。

於是，臺師⼤⾃境外⽣來台交換之前，國際處即線上辦理「台灣文化講座」，內容涵蓋

台灣的地理、歷史、⼈文、旅遊美食等議題，以吸引姐妹校學⽣前來師⼤交換。

修練五⼤能⼒，聯合國校園如⿂得⽔

總之，「聯合國校園」已成為未來⼤學校園的必然樣貌，這不只扭轉校⽅的治校策略，

未來的⼤學⽣即便不出國留學，也得做好在國際化校園⽣存的本事。

⾸先是外語能⼒，尤其是英文，已成為校園的溝通「⺟語」⽽非外語。其次，在「聯合

國校園」中，每位學⽣必須要了解並欣賞不同的文化。文化沒有⾼低，只有異同的程

度。千萬別再排斥來⾃落後地區的學⽣，覺得他們拖累本地學⽣的教育學習，得了解並

包容不同的文化才能擴充視野，適應21世紀的國際化。

第三，⼤學⽣需要了解及遵守國際禮儀及共通的規範，這些修養是未來國際溝通所必須

遵守的準則，也關係個⼈是否能被國際社會接受。第四、要關⼼國際新聞時事，包括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不能落後。最後，要建立和國際溝通的管道，多結交國際朋

友。這些是維持國際競爭⼒所必備的條件。

綜上所述，時下的⼤學⽣應以成為⼀位成功的國際村村⺠為⽬標，如此才能讓⾃⼰的⼤

學⽣活多姿⼜多彩，且，不出國也能享有留學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