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馬軍一樣，廈門人王庭發也是在辭去工作
之後，跨專業考取了台北科技大學。不過和其
他陸生不同，王庭發的求學目的非常明確：尋
找兩岸需求的差異，尋找創業出路。由於較早
確定畢業出路，王庭發在畢業前一年，就與3
名台灣同學和2名大陸同學㠥手搭建起「台灣
購」網絡平台雛形，希望借鑒亞馬遜的模式打
造綜合性台灣購物網站。「創業沒有那麼容

易，但總是在畢業之後馬上能夠投入到一份事
業中。」

往東無「路」向西無「底」

「我們就像被夾在台灣海峽中間，往東走沒
有路，想往回走，這紙學歷有多少認可度大家
心裡都沒底。」王庭發覺得，比起對前路一片
茫然的大陸同窗，自己算是幸運兒了。
台灣「大學院校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

委員會」（簡稱「聯招會」）提供給本報的統計
數據顯示，自2011年以來，赴台就讀的本科生
人數依次為742人、679人和1,234人，雖然今年
台灣教育部門擴大採認大陸學歷並將戶籍放寬
至8省市，碩博士的招生率也僅有62%。博士
班的缺額超過一半，更有半數以上大學沒招到
陸生。陽明大學、台北醫學大學等醫學大學，
受到台灣不採認大陸醫事學歷影響，招生人數
掛零。

在被譽為「陸生元年」的2011年，990位和馬

軍一樣的大陸學生奔赴台灣求學，其中178位碩

士研究生在這個夏天率先學成回歸。這些

「兩岸通」擁有國際認可的學歷，卻因台

灣當局限制而無法留台就業，返回大

陸後亦由於大陸企業對台灣高校認識不

足、在大陸的台資企業亦無特別優待，他們

的求職之路並不平坦。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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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台就讀的本科生

數量依次為742人、

679人和1,234人。

圖為2011年台灣高

校在大陸舉辦招生

說明會。 資料圖片

「我
上輩子是台灣人，我經常這麼說。如果我心
裡有一片海，我可以去青島讀海洋大學，可以

去大連讀海事大學，可以去秦皇島讀燕山大學，然而我還
是來廈門了，因為這片海，叫做台灣海峽。」台北大學公
共行政管理專業碩士生馬軍，在北京帶㠥粉塵的空氣裡收拾
㠥返校的行囊。
馬軍十分珍惜在台灣求學的最後幾個月時間。在本科入讀廈門

大學以前，馬軍對台灣一無所知，直到在校園網上偶然看了正在熱播的
台灣政論綜藝節目《全民大悶鍋》。「就在離我這麼近的地方，有一片如
此不同的土地。」本科畢業報考廈大台灣研究院未果，馬軍一邊在新東方
教書，一邊等來了台灣開放陸生就讀的消息。
2010年4月，台灣「立法院」初審陸生到台法案，8月包含《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在內的三個法案修訂通過，正式向陸生打開大門。2011年台灣公
布招生簡章，本科生限定戶籍地，研究生除戶籍地外還附加了本科畢業院
校的限制。
但真正給渡海求學路蒙上了陰影的便是陸生耳熟能詳的「三限六不」：

限制採認大陸大學、限制赴台陸生總量、限制學歷採認領域；不加分優
待、不影響島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在學打工、不得在台
就業和不得報考公職考試。

入學首周 院校領導輪番陪吃

首年碩博招生的結果未盡人意：核定招收陸生名額647位，最後只錄取
248位，缺額高達399位。2012、2013年的招生缺額也在三成左右。馬軍依
然記得2011年9月4日，他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我非常用心的讀書和
生活，學㠥像一個台灣人那樣在台灣生活。」馬軍在自費出版的小書《台
灣，我不是來玩的》這樣寫道。前往桃園機場接機的，是一個在網上剛剛
認識的哥們。入學第一周，作為學校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大陸學生，學院
和學校的領導輪番和他吃盒飯表示歡迎。
「第一印象如此溫暖的地方，政策為什麼這麼冰冷？」兩年過去了，

「三限六不」並未如馬軍所料想的，出現任何鬆動。完成論文答辯就將畢
業的馬軍，不得不開始委請大陸的朋友代為留意工作信息。「一定要說全
稱台北大學，要不人家會誤以為我是台灣大學的。」（編按：台北大學和
台灣大學是兩所無隸屬關係的大學）不過幾個月過去尚未傳來好消息。

報考事業單位 婉拒「無規定」

「偶爾我會遐想㠥，再去香港讀個書，過幾年拿了香港身份證，就可以
去台灣工作了。」回到北京一周的邱辰患上了感冒，他忍不住自嘲「水土
不服」。碩士畢業前夕，邱辰獲得了台灣交通大學傑出貢獻獎，這是該校
第一次為陸生頒發這個獎項。「每個到台灣讀書的人都接受了畢業之後要
離開的現實，但是從心底裡，或許都有不同的想法。」還未開始㠥手找工
作的邱辰，已經耳聞了不少同學找工碰壁的故事。
兩個月前在台北舉行的首屆「在台陸生就業人才交流會」上，邱辰和他

的大陸同學意識到一個殘酷的事實：原本認為自己有兩岸優勢，但台企的
人力資源部門更傾向於用大陸的「人力銀行」為大陸的分支企業尋
找人才，對於一般在台陸生並不重視。邱辰告訴記者，赴港澳讀
書的學生在報考內地事業單位時還有章可循，赴台就讀的陸生
則完全處於真空狀態。「對方為了穩妥起見，只能委婉的表示
沒有相關規定，他們也不清楚具體的運作程序。」

「我們也知道，台灣的高等教育對陸生限制太多
了。作為教師，我很希望學校能多招一些陸生，畢竟
高校需要『異質性』，才能碰撞出精彩的火花。」台
灣東吳大學英文系主任曾泰元對兩位即將入讀本科
一年級的陸生充滿期待。「曾經有一位蘇州大學
來的交換生，非常優秀，也有到台灣繼續讀研的
意願，但是幾經評估最後還是去了香港中文大學
讀研。」愛才的曾泰元理解這位學生的選擇，
並為她寫了推薦信：「畢竟到台灣來，不確定
的因素太多。」

與大多數尚在尋覓工作的同屆陸生相比，已經在銀行謀得一份職
位的浙江姑娘陳甜蜜顯得放鬆得多。但回想半年多來三次打「飛的」

往返兩岸找工作的日子，陳甜蜜感慨「太累了」。
2012年11月，升讀台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全球經營與策略專業碩士二

年級的陳甜蜜向學校告假一個月，回到大陸鉚足全力找工作。「在網絡
投遞簡歷的環節，大陸本科院校的學歷更為重要，台灣的碩士學歷只能作

為進入面試環節後的輔助。」在隨後的日子裡，陳甜蜜又兩度「飛」回大陸
參加面試和筆試。
與在台灣時受到的廣泛關注形成巨大反差，陸生回到家鄉反而是鮮有人知的

「小眾群體」。陳甜蜜告訴記者，大陸的企業對台灣高校普遍不了解，而且今年大
陸就業壓力比較大，「國外的優秀學生太多了，台灣學歷並不算出彩的。」

台灣交大被疑「山寨」

畢業於名氣更大的台灣交通大學（大陸慣稱新竹交大），小凱卻在經歷了幾場大
陸求職面試之後，默默收起了碩士學位證書，僅用在大陸名氣還較大的本科學歷
求職。「應聘考官大多不知道台灣也有一個『交大』，甚至有人質疑是『山寨』的
吧？」小凱有些沮喪，兩年苦讀不僅沒有給自己的求職路加分，反而需要更多精
力去解釋甚至掩飾。

師兄師姐的就業經歷，廣東學生阿源（化名）
看在眼裡，憂在心裡。剛升讀本科三年級的阿
源，從今年暑假起在媒體行業尋找實習機會。
「讀碩士的師兄師姐回來都那麼難找工作，我
們只是本科，不未雨綢繆怎麼行呢！」實習老
師對於阿源就讀的台灣高校的陌生感，也令他
對自己的未來增添了一絲憂慮。
阿源悄悄告訴記者，他曾經利用課餘時間，

在學校附近的小吃街打工，108元新台幣的時
薪雖然不高，但能夠貼補一些日常開銷。「通
常是晚上下課的時候過去，做3、4個小時。」
即便向小吃店的老闆表明陸生身份，對方也沒
有拒絕阿源在店裡幫手。阿源說，一下課不僅
台灣同學去打工，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同學也
都去打工了，「大陸學生也不都是『富二
代』，想打工補貼家用有什麼錯嗎？」（編按：

這是違法行為，切勿仿效。）

「感覺」台灣 情花難結果

與入學便需要考慮畢業後工作的碩士生相
比，本科生有更多時間體驗台灣生活，自然也
包括戀愛。阿源在入學後交過一個台灣女友，
不久便告吹。「也好，免得畢業麻煩。」阿源
認識的一位北京師姐，已經與台灣男友拍了婚
紗照，但卻無法在台找到工作，無奈先返回大
陸，男方則繼續在台灣攻讀博士學位。
一直關注陸生「跨海戀」議題的台灣佛光大

學社會系教授陳憶芬說，兩岸學生戀愛能夠真
正走到最後的很少，「陸生完成學業後，最終
都要回到大陸，而戀情通過網絡、電話來維繫
終究不能持久，能夠堅持下來的，基本上都是
台灣男生跨海追到大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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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位從台灣高校畢業的碩士研究生已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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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辰

■畢業之後便投入創業，王庭發（中）和他的

「兩岸團隊」緊鑼密鼓地籌備代購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