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選學院卓著
科目蜚聲國際

台灣的部分大學享譽國際，個別領域如納米工
業、資訊、光電以至設計、文化創意等有明顯優
勢，對大陸學生有一定吸引力。例如公立大學方
面，以人文社科專業著稱的政治大學將招收社會
學系、中文系、經濟學系等十多個院系的17名碩
士研究生；同時，歷史學系、會計學系和新聞學
系將招收3名博士生。又如擅長理工學科的台灣交
通大學將招收27名碩士生和7名博士生，涵蓋電機
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和人文社會學院
的19個研究所或學系。私立大學方面，著名的東吳
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以至銘
傳大學、實踐大學、世新大學等都在可選讀的名單
上。
另外，台灣的大學教師有固定的上班時間，隨時接

受學生提問。

擴闊視野網絡 更多機遇
台灣與大陸雖然同屬華人地區，但無論在政治、經

濟、社會以至文化上，都有一定差異。大陸學生到台
灣升讀大學，既可發展大陸以外的人際網絡，還可擴

闊視野，在兩岸關係日趨密切的情況之下，把握更多
發展機遇。而且，很多課程都採用全英文教學、考試
等，這能加強學生的英語能力。

優先獲配宿舍 安排入微
台灣的大學已預備向大陸學生提供住宿，部分更將

配置較好的宿舍優先給大陸學生。另外，部分大學選
擇一些友好家庭，讓在台大陸學生於周末也可「回家」
休息，這有助加深他們對台灣的了解。部分大學亦提
供獎學金或助學金，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

台灣當局在推行相關政策時，受到部分人
士的批評，被指讓大陸學生「搶佔教育資
源和就業資源」，加上施政初期宣傳不
足，推行倉促，反應未必理想(香港的大
學在招收內地學生初期也出現類似情
況)。有人預期台灣當局可能面對更
多壓力。
然而，更多大陸學生到台灣升

讀大學，意味海峽兩岸的精英
交流漸趨頻繁，這有助增加
彼此的信任、減少兩岸之
間的誤會，確保和平穩
定。根據台灣海基會的
調查顯示，大陸旅客和
學生對台灣的社會文
化、經濟與自然環境，
都持有高度的正面評
價。結果又發現，大陸
學生的留台時間越長，
對當地社會文化的認同
感會隨之增加。這說明
更多交流的確有助大陸
人民對台灣改觀，久
而久之，兩岸關係
有望進一步改善。 限制頗多 如次等生

台灣的《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就讀專科以
上學校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修

正案)》等提供大陸學生到台灣升讀大學的法理依據；但同
時設不少限制，例如大陸學生不得進入涉及「安全機密」
的院系就讀、不得參加公務員考試、不可參加選舉助選活
動、大陸醫學相關學歷不被認可、不能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並須自行購買商業保險、不能在校內外工作及不能擔任研
究助理、不獲政府獎學金資助、須提供至少10萬元人民幣
的財力證明、畢業後一個月內要離開台灣等。
有人認為，大陸學生在政策上受到很大歧視，恍如次等

學生一樣。若然如此，大陸學生為何不選擇同樣擁有著名

大學、獎學金豐厚、與西方接軌的香港等地區升學？

費用貴 只為有錢人服務
台灣的私立大學每學期的學費約為5萬元新台幣(約1.1萬

元人民幣)，每學期的住宿費用約為1萬元新台幣(約2,200元
人民幣)。一般而言，電費和網絡使用費不包括在內，加上
每日三餐等日常開支，每月至少花費9,000元新台幣(約2,000
元人民幣)。粗略計算，若在台灣升讀大學，每名大陸學生
每個學年最少需要2、3萬元人民幣。有關費用是在大陸升
讀大學的幾倍以上。

另外，基於大陸學生不能在校內外工作等限制，令他們
無法以邊讀書、邊工作的方式來維持生活。雖然台灣的大
學已積極預備獎學金，吸引更多大陸學生，但赴台升讀大
學的整體費用令不少經濟拮据的大陸學生卻步。有人認
為，到台灣升讀大學的政策，只是開放給來自中、上層家
庭的大陸學生而已。

理解有別 融洽共處成疑
大陸學生和台灣學生在一些問題上的理解不同，可能

產生彼此之間能否融洽共處的困難。例如，台灣的大學
設有國際關係社團，大陸學生難免質疑：「台灣不是一
個國家，憑甚麼設國際關係社團？」類似例子在生活上
到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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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大學生近年經常進行學術文化交流。 資料圖片

近年，海峽兩岸關係不斷改善，在不少政策範疇均取得突破。其

中一項是台灣的大學將於今年首次招收大陸學生，9月約有兩

千名大陸學生到台灣升讀大學。雖然大陸學生到台灣升讀大

學仍有不少限制，但有關措施象徵兩岸關係進一步正常化，影

響深遠。

對於大陸學生而言，到台灣升讀大學有甚麼利弊？台灣的大學招收

大陸學生的前景如何？這對兩岸關係有何影響？下文將作詳細探

討。 ■陳振寧、戴慶成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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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資格的上海高中應
屆畢業生可以申請到台灣
升讀大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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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不少國家或地區都推出政策，吸引外地學生。對於大陸學生而言，台灣的高等院校究竟具

備甚麼吸引力？他們赴台升學，又會遇到甚麼限制和困難？

台灣當局在2008年6月

起，對招收大陸學生到台

灣升讀大學的事宜成立專

案小組，組織50多個座談會

及公聽會。有關計劃的簡介如下：

台灣逾130所公立和私立院校總共招收超過兩千名

大陸學生。報名資格限於大陸的北京、上海、浙江、

江蘇、福建和廣東6個省市的高中應屆畢業生，他們最

多可報讀5所志願大學，亦可填寫一所學校的多個志願

學科。台灣的大學將根據報考學生參加大陸高考的成績

來評定名次，然後取錄學生，再行公布結果。台灣方面

會在5月16日起開始接受大陸高中應屆畢業生網上報名，

歷時一個月，即到6月16日截止報名。

另外，台灣的大學亦招收大陸學生升讀研究生，其中

超過80所公立大學接受報名。報名資格限於北京大學等

數十所大陸大學(有關名單是台灣當局根據大陸的大學排名

而訂下)的本科畢業生。報名時間為4月14日至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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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下，各國或地區為提高競爭優勢，大多
積極推行人才輸入政策；但台灣卻明顯落後。現
時，台灣只有1.5%外地生，院校國際化程度偏低。
台灣的大學獲准招收大陸學生後，改變只有台灣

學生到大陸升讀大學的人才單向流失的局面，還可
紓緩台灣大學收生不足的問題。根據台灣當局的調
查，台灣高校生源缺口逐年擴大，2009年的高校招
生缺額近7,000個，預計2021年會激增至逾7萬個。
但大陸學生在台灣受到諸多限制，這可能影響他們
在畢業後留台發展的意慾，並削弱台灣的大學對大
陸學生的吸引力。有人認為，台灣需要進一步放寬
大陸學生到台灣升讀大學的限制，否則輸入人才措
施只會事倍功半。
長遠而言，台灣可能會進一步擴大招收大陸學生

的人數和範圍。有人認為，這不但可壯大當地的人
才庫，提高競爭力，還可帶動經濟發展。

未來發展

 

   

■大陸院校每年招收不少來自台灣
的學生，隨 台灣未來開放大陸學
生赴台就學，有人認為有助兩岸未
來和平發展。圖為北京清華大學畢
業生慶祝的盛況。 資料圖片

■東吳大學是台灣著名的私立大學之一。圖為該校學生正在進行語言會話交
流。 資料圖片

1. 比較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區，台灣的留學政策對大陸學生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

何以見得？

2. 承上題，台灣的相關政策有哪些地方可作進一步改善？試舉例說明。

3. 更多大陸學生到台灣升學，對香港的發展有何影響？試詳加解釋。

4. 你認為大陸學生赴台升學在何等程度上改善兩岸關係？試抒己見。

5. 收集資料，比較台灣和香港的大學國際化程度。

 

   

誘因

困難

■ 外界普遍認
為台灣的文化創意

產業具發展優勢。圖
為台灣文化創意精品

館開幕典禮。
資料圖片

放寬限制 互輸人才 帶動發展

■有人認為台灣的大學國際化程度比香港低。圖為美國耶魯大學碩士生
到香港理工大學交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