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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b 逢甲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 
                        c 逢甲大學運輸與物流學系      碩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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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逢甲大學都資系              學士 

 

摘 要 

 自 105 年通過「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其

中政策著墨於「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等四大面

向，期望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合作，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因此，本研

究主要以針對新南向國家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實際到當地與大學生進行

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並加以分析。問卷內容針對教育政策面、經濟面、社會文化

面三大面向提出影響來台就讀之相關因素來設計。分析結果得知：(1)對菲律賓、

馬來西亞、越南三個國家來說華語教學是具備吸引力，尤其台灣本身提供的華語

環境與課程是受訪學生想來台的主要原因之一；進一步分析得知菲律賓喜歡全英

文環境、越南則喜歡中文學習環境；(2)生活花費是受訪學生重要考量因素，若能

有獎學金將可提升來台就讀意願；(3)受訪的學生認為自己國家有崇尚出國學習之

風氣，親友推薦不再是主要的影響力。最重要的是若台灣能夠在校園內外提供友

善國際生學習環境，生活條件的奧援，將可有效的提升來台意願，尤其相關奧援

包括簡化相關的就業、居留程序，或者給予主動積極的協助，將使國際生強化就

讀學習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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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東南亞在全球經貿及戰略上日益重要，從美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

上任後推動的亞太再平衡戰略（Rebalancing Strategy）到川普（Donald Trump）新

政府於亞太區域的部屬，以及日本提出一連串的計畫包含 2012 年 4 月的「東京戰

略」（Tokyo Strategy）、2015 年安倍晉三總理推動的「新東京戰略」（New Tokyo 

Strategy），及 2017 年日本亦將再深化對東南亞「積極多邊主義」（proactive 

multilateralism）的經營，此外中國自 2013 年正式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其中

備受矚目的海上絲綢之路自中國出海後第一個遭遇到的區域便是東南亞。而東南

亞的華僑與華人社團更成為北京深耕一帶一路的「搭橋引路」對象 (楊昊，2017)

等，各國的拉攏顯示出東南亞在國際間日益重要。 

而台灣政府也於民國 105 年通過之「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提出「新南向政策

推動計畫」(行政院，2016)。事實上，過去台灣曾提出過三次的「南向政策」，第

一次與第二次是李登輝總統時期提出分別是 1994 年-1996 年、1997 年-1999 年，

考量及內容包括：避免經貿過度集中於中國大陸、提升與東協國家之實質關係、

成為我國廠商之海外生產基地與出口市場、援助東南亞各國度過金融危機、紓解

臺商融資困難；第三次的提出是由 2002 年-2007 年的陳水扁總統提出，其考量為：

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度、因應國際整合的趨勢，前三次「南向政策」的提出背景與

主要內容如表 1。 

表 1 前三波「南向政策」的提出背景與主要內容 

時間 提出背景 主要內容 實施範圍 

第一波 

1994-1996 

李登輝 

分散風險、戒急用

忍 

1. 推出《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

領》。 

2. 「由上而下」，以黨營事業為先鋒投資東

南亞。 

3. 成立特別合作工作小組 

泰、馬、印、菲、

星、越、汶 

第二波 

1997-1999 

李登輝 

分散風險、戒急用

忍、亞洲金融風暴

後，延長南向政策 

1. 改名《加強對東南亞及紐澳地區經貿工作

綱領》，協助臺商因應金融風暴。 

2. 公佈《企業對大陸地區投資審查辦法》限

制對中國大陸投資。 

泰、馬、印、菲、

星、越、汶、寮、

緬、柬、澳、紐 

第三波 

2002-2007 

陳水扁 

陳水扁初任總統

時對中國大陸友

善，臺商大舉西

進，其後則企圖降

溫。 

1. 仍以官方為主導，透過融資、租稅和輔導

協助廠商前往東南亞投資。 

2. 對中「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3. 積極推動與東協國家洽簽雙邊自由貿易

協定。 

以新、馬、越、

菲、印尼為重

點。 

資料來源：譚瑾瑜、陳華昇、方天賜、林祈昱、唐豪駿(2016)。 

由行政院通過並推動之「新南向政策」其核心理念為「長期深耕、多元開展、

雙向互惠」，新南向政策的發起，帶動的不只是台商在外投資，對教育、金融、

觀光等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整體而言是期望改善台灣的經濟，藉由強化與東

南亞國家間的經貿互動，從而轉移對中國的經濟的高度依賴。政策將從「經貿合

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期望與東協、

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創造雙贏的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而根據《新

南向政策工作計畫》中針對系統整合輸出、經營管理模式、多元資源共享以及人

才培育的特色而各部會之間的分工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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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南向政策藍圖 

圖片來源：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2018)  

表 2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行政院部會分工情形 

經

貿

合

作 

產業價值鍊整合 

強化具競爭優勢 業與各國供應鍊之整合 
經濟部（交通部、教育部、衛福部、

科技部、國發會） 

協助臺商在地群聚布局 經濟部 

成立新南向經貿單一窗口 經濟部 

建立新南向 經資訊諮詢中心 經濟部（外交部） 

內需市場連結 

強化內需消費產品及服務輸出 經濟部 

善用跨境電商搭配實體通路作為行銷通路 經濟部 

形塑臺灣產業品牌形象 經濟部 

基礎建設工程合作 

籌組基礎建設輸出旗艦團隊 
工程會（經濟部、交通部、環保署、

內政部） 

建立基礎建設及整廠輸出之海外輸出協作

平臺 

工程會（經濟部、金管會、僑委會、

內政部） 

市場進入支持 

提供金融支援與服務 金管會、財政部（工程會） 

排除非關稅等市場進入障礙 經濟部（財政部、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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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行政院部會分工情形(續) 

經

貿

合

作 

產業價值鍊整合 

創新創業交流 

吸引新創企業來臺 經濟部、科技部、文化部（國發會） 

協助新創企業進軍東協及南亞 經濟部、科技部、教育部（國發會） 

人

才

交

流 

教育深耕 

增加大學校院青年學者、學生雙向交流 教育部 

東協及南亞國家專業人才培育及技術訓練 教育部（勞動部、僑委會） 

擴展極深化雙邊教育合作 教育部 

語言教育及區域經貿人才培育 教育部（內政部） 

產業人力 

善用外籍勞動力 勞動部（內政部、國發會、教育部） 

強化雙向專業人力交流 經濟部、勞動部（教育部） 

吸引外籍人士來台 
國發會（內政部、勞動部、教育部、

僑委會、經濟部） 

新住民力量發揮 

發展第一代新住民為經貿推廣尖兵 經濟部、教育部、內政部、外交部 

發展新住民第二代為南向種籽 教育部、內政部 

資

源

共

享 

醫療 

促進國際醫療合作 衛福部、外交部 

協助國際衛生人才培育 衛福部、外交部 

提供人道援助 衛福部、外交部 

資料來源：楊昊(2017)，檢視臺灣的新南向政策：議程、網絡與挑戰，問題與研究 

 

新南向政策在「人才交流」的部分強調以「人」為核心，深化雙邊青年學者、

學生、產業人力的交流與培育，促進與夥伴國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共享。而後，教

育部根據「新南向政策」 政策綱領、行政院通過之「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擬

定新南向之人才培育計畫，提出了教育部在這個政策上的三大目標：1.Market：提

供優質教育產業、專業人才雙向培育；2.Pipeline：擴大雙邊青年學者及學子交流；

3.Platform：擴展雙邊教育合作平臺，籌組新南向國家人才培育策略規劃推動平臺。

其中第二點 Pipeline 也進一步的提出未來將擴大吸引東協及南亞優秀青年學子來

臺留學或研習，而其策略多以增加獎學金與就業媒合為主(教育部，2016)。 

各個想在東南亞佔領一席之地的亞洲國家，對於吸引東南亞學生就讀都相當

重視，多數國家藉由政府整合資源，指導策略的進行。例如韓國在 2004 年的 Study 

Korea Project 中，有效地讓學生人數快速成長，從 2004 年到 2008 年，每年以大約

40%的人數不斷成長(薛家明，2015)。能成功的原因在：制定明確的招收人數、政

府分配各個明確的任務給不同部門彼此協調、對招政策方面，詳細且具體的說明。

同時給予留學生很多便利之處：簡化簽證過程、提供優良居住條件、援助就業、

打工、生活等等的問題。整體的配套措施，詳細並具體實施。和台灣同樣具備華

語教學環境的中國，則利用環境上的優勢，以中國在國際間漸增的影響力和中國

對東南亞的投資、提供高額獎學金等等的條件與方法吸引東南亞學子前往。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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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日本也希望能在東南亞市場具高度影響力，藉由近幾年不斷加速的投資，使

得當地學生直接看見就業機會，進而選擇到日本來就讀，期待歸國後能找到較好

的工作(Uyen, 2017)，例如：日本在 2011 到 2016 期間為越南的第二大投資國，使

得日本成為越南學生趨之若鶩的國家，6 萬多名越南學生前往日本(陳顥仁、黃奕

筠，2017；ICEF Monitor, 2018)，顯示他國企業投資東南亞國家是會影響學生選擇

交換、留學之意願的。 

教育部在 104 年大專校院境外學生概況(教育部統計處，2016)的探討顯示，全

球在台求學人數以東協國家排名第二，僅次於中國。且 2015 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

(來台留學或研習)人數高達 110,182 人，連三年創下歷史新高。我國在吸引東南亞

當地優秀人才來台交流的政策方面，多以獎學金與就業媒合為主，開設外國人才

專班也是策略的其中之一。東協國家學生來台的主要動機是學習華語，而中國同

樣與台灣具備華語學習環境，儘管提供的獎學金約為台灣的 3.3 倍，卻還是有許多

人選擇來台就讀，由此來看獎學金對學生而言並不是唯一的拉力。藉由文獻回顧

我們了解到：對於馬來西亞的學生而言，當地的社會氛圍是他們選擇台灣的最主

要因素；對於印尼學生而言，衛生、經濟負擔、安全地環境是他們選擇台灣而不

是中國的原因。綜合以上之文獻可以發現，學生對於目的國家的選擇是會結合其

他考量的因素，而這些特定需求則必須出國考察，深入當地去了解使用者所需，

使台灣得以塑造出一個符合東南亞學生學習的環境。 

然而台灣在欲發展與東南亞「人才交流」的狀況下，卻對東南亞學生對於台

灣教育的看法缺乏更加學術性的研究，國內多數研究的研究對象以「旅台人士」

為主，亦即「已經選擇台灣的人」作為研究對象，也因此較少文獻提出為何他們

國家的其他學生不是選擇台灣，台灣還缺乏哪些考量使得他國學生沒有來台灣做

學術交流。因此本組期待透過鄉野調查、實地採訪，在與當地大學生交流的過程

中將研究格局擴大為「從世界看台灣」，透過問卷與當地學生進行深度訪談，找

出影響學生選擇留學、研習國家之關鍵因素。希望政府未來之策略能從本研究中

獲得參考與幫助，提出效果更佳的吸引策略。 

而本研究根據以上「新南向政策」的背景，和發現的需求「到國外實地調查

外籍生對本國和其他國家作為學術交流目的國家之相關文獻不足」，因而產生了

本次的計畫，而本計畫之研究對象為東南亞當地的大學生，我們期待透過面對面

訪談，能夠紀錄並了解他們在選擇留學交換的目的國家時會考慮到的因素。也期

望透過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的大學生訪談紀錄，研究該國青年人才面對選擇

留學或交換國家時的考慮因素及最終決策結果，望我國能對東南亞學生有進一步

的了解。是故，本研究欲達成的目的： 

1. 探究影響東南亞學生來台就讀意願因素(假設有機會選擇來台的情況下）。 

2. 比較越南、菲律賓、 馬來西亞對台的認知差異，了解他們選擇其他國家做                                                          

交流而非台灣的原因。 

3. 研究東南亞人才來台拉力，提出招收相關建議，供政府部門在政策決定上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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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國際間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概述 

近年來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各國政策與研究最主要的議題之一，高等教育學習

環境、教學、學生和研究的國際化，是二十一世紀全球高等教育的趨勢(翁福元 、

許瑞芳，2016)，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 2015 的年度報告當中提到，2005

到 2012 年間學生選擇境外就學人數成長了 50%成長至 450 萬人，2015 年人數則上

看 500 萬人，顯示國際間學生移動的狀況是越來越頻繁。而台灣近年推動新南向

政策，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提供的數據來看，馬來西亞、越南、印

尼等重點國家的境外就讀人數更是每年攀升，其中越南的成長值得注意，從 2011

年的 52,225 人成長至 2016 年的 63,703 人，成長率達 18%；此外，馬來西亞則一

直都是學生境外就讀的輸出大國，從 2011 至 2016 間，人數皆保持在 6 萬左右，

如表 3(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2015)。 

 國際間人才交流的趨勢使各國、各校紛紛提出策略、發展模式。例如：加拿

大和澳大利亞祭出更寬鬆的學生簽證、就業及入籍規定(吴英，2017)。「美國新聞」

（U.S. NEWS）網站報導，2017 年申請加拿大大學的國際生人數增長 25%(周行，

2017)；更多國際生選擇加拿大的原因，除了加國的優質教育外，還有加國的移民

政策和就業機會。2016 年 11 月，加國修改移民「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

使國際生更容易成為加拿大公民。入讀加拿大大學的國際學生，在學年期間每週

可以在校外打工最多 20 個小時，放假期間可以做全職工作。畢業後申請工作許可

證，國際學生可以留在加拿大工作 3 年。澳大利亞也是受國際學生喜歡的留學目

的地，根據澳大利亞教育和培訓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數據，

去年澳大利亞留學生人數創歷史新高，來自 190 個國家的國際生總計 55 萬人。澳

洲教育和培訓部今年初公布一項國際學生調查結果，89%受訪者對其學習經歷感到

滿意，國際生選擇在澳大利亞接受高等教育的理由是，澳洲教育體系的全球聲譽

以及個人安全和保障的質量佳，此外，澳大利亞學生簽證和工作簽證的簡化，也

是吸引國際學生的原因之一。除了在學期間可以兼職，畢業後還可以留在澳大利

亞工作長達四年(88%留學生滿意澳洲留學經歷，2017)。 

表 3 東南亞學生 2011-2016 年向外移動數量(單位：人)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汶萊 3,426 3,550 3,242 3,302 3,488 3,488 

印尼 36,830 36,048 36,770 35,576 41,919 41,919 

馬來西亞 59,918 59,776 60,263 63,136 64,482 64,480 

菲律賓 11,711 11,230 11,761 13,119 14,695 14,696 

泰國 27,207 26,307 25,176 25,529 28,339 28,339 

越南 52,225 53,976 55,967 59,103 63,702 63,703 

資料來源：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2017)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25e5%258a%25a0%25e6%258b%25bf%25e5%25a4%25a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25e5%258a%25a0%25e6%258b%25bf%25e5%25a4%25a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25e6%25be%25b3%25e5%25a4%25a7%25e5%2588%25a9%25e4%25ba%259e.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25e7%25be%258e%25e5%259c%258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25e5%258a%25a0%25e6%258b%25bf%25e5%25a4%25a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25e7%2595%2599%25e5%25ad%25b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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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現況 

為了吸引國際學生來台就讀，教育部透過增加獎學金、鼓勵大專院校出國舉

辦教育展、輔導國內大學與海外大學創建學術合作關係、鼓勵大專院校在特殊課

程以英文教學。在法規上，則積極修訂「外國學生來華留學辦法」，試圖更改招

收名額，從原本的「總量管制」改採外加方式（各校國內招生名額 10%為限）辦

理。在網路宣傳上，提供留學台灣的相關資訊、申請入學之相關法規及簡章等等，

讓外國學生可以方便瀏覽與下載(張芳全， 2017)。 

目前來臺修讀學位的學生中，不難發現極大部分來自於東南亞國家，而東南

亞國家也是近幾年各級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的新興交流對象。105 年大專校院境外學

生(學位生及非學位生，含外國學生、僑生及陸生等)在臺留學或研習人數總計 11

萬 6,416 人。在學位生方面，105 年來臺攻讀學位的有 5 萬 1,741 人，新南向國家

學位生 2 萬 1,882 人，占全體境外學位生 42.29%，較 104 年增加 2,161 人。在非學

位生方面，新南向國家學生共 3 萬 1,531 人，較 104 年 2 萬 8,741 人增加 2,790 人，

約占總數的 27.08%，人數前 5 名分別是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泰國及印度。根

據教育部統計處分析，「精進在臺留學友善環境」及「強化留學臺灣優勢行銷」

兩大主軸策略，是來台的東南亞學生人數能夠快數成長的原因之一(教育部統計

處，2016)。台灣目前各國立大學所招收之馬來西亞籍學生多是占前三名之相對多

數學生，不過近年來來台的越南學生逐年增加，根據我國教育部的資料，2007 年

有 1276 人，為所有外籍生中之第一名，到了 2016 年，人數達到了 4043 人，約十

年的時間成長了三倍多，目前在新南向國家當中，排名僅次於馬來西亞與印尼。

探討其背後原因，發現越南學生選擇來台之大環境因素大略是由於台越政府的密

切交流，因越南政府基於國家發展需求，開始積極鼓勵學生出國深造，台灣方面

則與越南進行高等教育學術研究交流與人才培育，為兩國學術合作打下穩固基礎

(陳大義、阮氏慶玄、陶春王、阮江香、阮紅燕，2011)，在推行新南向政策後，人

才交流的相關政策執行下，新南向國家來臺求學人數穩定增加，105 年成長率超過

10%，再追蹤最新數據更可以發現 108 學年度的留學、研習人數達到 5.8 萬人，馬

來西亞、越南和印尼留學生來臺人次均大幅成長。馬來西亞 2017 年達到 5,305 人；

其次為越南（4,319 人）與印尼（3,549 人）。此外，印度也逐年成長，2017 年達

到 1,179 人。至於泰國和菲律賓雖然較為停滯，但 2017 年仍比前年成長。 

表 4 104 年與 105 年東南亞學生來台留學或研習比較 

類別 
人數 

（105 學年度） 
比重 

成長率 

（與 104 學年度比較） 

境外學生 11 萬 6,416 人  4.6 % 

新南向 18 國 3 萬 1,531 人 27.1% 10.3% 

東協 10 國 2 萬 9,634 人 25.5% 10.1%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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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南向重點國 2011 年至 2017 年來臺留學生人次變化 

            資料來源：徐遵慈、李明勳(2018)；本研究自行整理 

 

綜觀而論，新南向國家來臺留學生人數與占比均大幅成長，從 2011 年不到一

萬人（占來臺留學生總人數約 40.09%），到 2017 年已超過 16,000 人（44.33%）。

若進一步細分，則新南向國家來臺留學生主要來源為東協（15,121 人），占整體

新南向國將近九成，遠遠超過次之的南亞。至於紐澳並非主要來源國，甚至 2017

年還負成長。 

另一方面，我國政府也透過設置臺灣教育中心、臺灣連結（Taiwan Connection）

計畫、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等計畫，來有效推動雙方的人才培育與產學

合作。臺灣教育中心致力於推廣臺灣的高等教育，以延攬當地國人才赴我國留學。

臺灣連結計畫為學術交流與教育合作的互動平台。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

則是針對產學合作進行專班授課與企業媒合，截至 2017 年 12 月為止，這三種人

才培育機構的設置概況如下表 5 所示。 

表 5  105 年專院校境外學生前 10 大來源國家/地區 

國家 總計 學位生 

正 式 修

讀 學 位

外 國 學

生 

僑生 
非 學 位

生 

外 國 交

換生 

外 國 短

期 研 習

及 個 人

選讀 

大 專 附

設 華 語

文 中 心

學生 

海青班 

中國

大陸 
41,981 9.327 - - 32,654 - - 6 - 

馬來

西亞 
16,051 12,689 5,044 7,645 3,362 38 848 261 2,215 

香港 8,662 8,190 - 8,190 472 188 205 79 - 

日本 7,548 1,108 931 177 6,440 499 1,554 4,387 -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馬來西亞 2286 2722 3420 3756 4712 5305

越南 3687 3706 3428 3372 3682 4319

印尼 1706 1923 2183 2350 3065 3549

泰國 848 814 972 1009 961 1139

菲律賓 336 338 411 430 395 485

印度 479 518 573 743 1031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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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05 年專院校境外學生前 10 大來源國家/地區(續) 

國家 總計 學位生 

正 式 修

讀 學 位

外 國 學

生 

僑生 
非 學 位

生 

外 國 交

換生 

外 國 短

期 研 習

及 個 人

選讀 

大 專 附

設 華 語

文 中 心

學生 

海青班 

澳門 5,295 5,259 - 5,259 36 21 12 3 - 

印尼 5,074 3,131 1,923 1,208 1,943 68 162 1,626 87 

越南 4,774 3,165 2,807 358 1,609 50 47 1,512 - 

南韓 4,624 856 668 188 3,768 781 417 2,568 2 

美國 4,002 656 434 222 3,346 142 707 2,495 2 

泰國 1,749 784 544 240 965 129 241 595 -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 2016) 

 

我國對新南向重點國（印尼、印度、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均已

成立該三種機構，可見我國對其教育市場的重視，在印尼和越南甚至成立兩間臺

灣教育中心。(徐遵慈、李明勳，2018)。 

表 6 人才培育機構設置概況 

 臺灣教育中心 臺灣連結 
區域經貿文化及

產學資源中心 
總數 

印尼 
泗水(亞州大學承辦) 

台北護理大學承辦 中原大學承辦 4 
雅加達(東海大學承辦) 

泰國 泰國(屏東科技大學承辦) 靜宜大學承辦 臺灣大學承辦 3 

菲律賓 菲律賓（中山大學承辦) 成功大學承辦 中山大學承辦 3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臺灣大學承辦) 中原大學承辦 成功大學承辦 3 

新加坡 - - 成功大學承辦 1 

越南 
河內(文藻外語大學承辦) 

台北醫學大學承辦 海洋大學承辦 4 
胡志明市(暨南大學承辦) 

寮國 - 屏東科技大學承辦 - 1 

緬甸 - 暨南大學承辦 暨南大學承辦 2 

印度 印度(清華大學承辦) 南華大學承辦 清華大學承辦 3 

斯里蘭卡 - 中興大學承辦 - 1 

紐西蘭 - 東華大學承辦 - 1 

總數 8 10 8 26 
資料來源：徐遵慈、李明勳(2018) 

 

三、新南向政策加速教育推廣 

從政策教育面定義，政策分成兩種解釋，一是研究和學習的科目；二是政策

可以影響真實世界，舉凡政府、商業、義工組織都有其政策存在並成為個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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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國家政府的具體準則或行動指南。政策中的教育部分，是個國家的目標、應

該要發生的狀態而且需為滿足人們的教育所制定的。政策上隨著時代的演變、未

來的趨勢去做更正和新制訂。政策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改善人們的幸福、滿足人們

的教育、健康、住宅供給、社會安全需求(Blakemore & Louise, 2013)。 

而行政院正式提出的「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提及，以「長期深耕、多元開

展、雙向互惠」為核心理念並且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

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本計畫則著重於「人才交流」。新南向成功關鍵

在於人才，依據「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教育部擬定「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

畫」：以人為本、雙向交流以及資源共享，三大項為精進主軸，達成創造互利共

贏的人才培育合作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願景(行政院，2016)。分述如下： 

1. 以人為本：若要推行「以人為本」的新南向政策，除制式的政策外，更應該

要從基本尊重、互相理解的觀念推廣起，並消弭成見，才能落實以人為本的

精神，推動新南向政策(楊桂禎，2017)。因此在台的人才培育上，政府設立東

協及南亞主要國家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預計輔助 500 名大學生

赴南向國家實習；補助各大專院校開設東南亞語言相關課程；選送師資生及

教師赴新南向地區之中等以下學校見習，以加深對當地文化的了解；同時鼓

勵教師到當地宣傳台灣教育文化，進而吸引當地學生來台就學。關於培育新

住民的能力，在 107 學年，開辦東南亞 7 國新住民語；補助新住民返鄉實習。 

2. 雙向交流：教育部成立新南向專案小組並編列 10 億元經費，其中 7.7 億元將

花費在人才招收這部分，包括台灣獎學金、華語文獎學金、赴東南亞辦高教

展、設立外國學生專班等(教育部，2016)；僑委會則擴大辦理僑生技職教育，

僑生技職專班，即 3 年高職+4 年科大、擴大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選送學生

到東南亞攻讀博士並鼓勵學子到東協實習；利用體育賽事的舉辦與各項交流

研習活動，來加強雙向體育交流。 

3. 資源共享：籌組新南向國家人才培育策略規劃推動小組並已經完成南向國家

之 12 國之教育新南向具體策略報告書；於南向國家之 8 國設立台灣連結據

點；選定 4 項特展於馬來西亞、泰國及菲律賓等國家作展覽。 

 

透過教育部相關新聞發佈，得知教育部從原本「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衍

伸出更具體的「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並以雙向交流、以人為本以及資源

共享，三大項為精進主軸。在 2017 年可以看到許多活動都緊密貼著三大主軸去執

行。首先在政府間的交流談起，菲律賓大學系統率領 18 個校區之法學院教授訪臺，

教育部則安排各校的校長和法學院院長與菲方交流。在 5 月份及 6 月份也舉辦臺

灣越南高教論壇及臺灣泰國高教論壇，此舉不只建立交流合作的穩固平台，讓雙

方交流也更聚焦、更密切。其次為以人為本方面，青發署成立「青年南向國家國

際事務人才培訓營」，使對國際事務有好奇心的青年，能夠蒐羅新南向國家發展

契機(青年發展署，2017)；雙向交流方面，僑委會推動南向政策，擴大僑生高職建

教專班，招收僑生人數倍增至 1,500 人，較 105 年成長 100%，海外青年技術訓練

班報到人數也成長 14%，創下歷史新高。僑委會已陸續會同 15 所開辦學校，組團

前往東南亞緬甸、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等國辦理 40 場次招生宣導會，並推出

一系列的政策使僑生畢業後可直接留臺工作亦可服務橋台商企業。還有教育部也

推動技職客製化專班開辦外籍學生臺短期技術訓練，使其返國後，透過台灣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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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繁榮當地產業經濟，藉此強化台灣高等技職教育輸出。 

四、不同國家的經濟與消費水平之概況 

從經濟面定義來說，經濟學分為總體經濟學和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研究

整體的經濟狀況，如一國的國民經濟；個體經濟學則在研究個人的經濟狀況，如

一家的收入支出。有時候用來表示財政狀況、有時候又會用來表示生產狀況。而

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認為，經濟學主題

包含財富和金融，但也不是全部都是關於金錢。經濟可以幫助人們了解歷史的痕

跡、分析當今的主流和預測未來。本研究所提及的經濟包含研究國家的總體經濟

水平與個體的消費水準(美國經濟學會，2016)。 

本研究從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之名目 GDP 及人均 GDP 比較，其

中 GDP 為檢視各國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如表 7 所示，在考慮物價情況下的名目

GDP 四國中以台灣位居第一，其次依序是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人均 GDP 為

衡量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標準，依序排行為台灣、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其

中，越南與台灣相差約 11.07 倍。 

表 7  2014 年研究國家之名目 GDP、人均 GDP 

國家 名目 GDP 人均 GDP 

台灣 5,305 億美元 22,668 美元 

馬來西亞 3,269 億美元 10,804 美元 

菲律賓 2,847 億美元 2,851 美元 

越南 1,857 億美元 2,047 美元 

資料來源：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 

另外從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台灣學費比較，台灣與馬、菲、越之學制

與學費比較以台灣、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來做學費比較，如表 8，各國人民在

自己國家的學費狀況以馬來西亞和台灣數字最相近，越南則是相較之下最便宜的

國家，平均每半年 4,714 台幣。如各國國際學生欲到當地短期交流，則以馬來西

亞的 100,000 元台幣最高。整體來說，馬來西亞的學費不管是短期交流還是當地

每學期的學費都較其餘三國高。 

表 8 台灣與馬、菲、越之學制與學費比較 

國別 學制(學士) 
每學期學費(半年) 

－－以公立大學為例 
短期交流學費(半年) 

台灣 四年 20,200 台幣 50,460 台幣 

馬來西亞 三年 20,250 台幣 100,000 台幣 

菲律賓 三年 9,462 台幣 17,500 台幣 

越南 四年 4,714 台幣 16,200 台幣 

資料來源：Walker, 2015；每日頭條，2016；高等教育司，2015；國立臺灣大學-國

際事務處，2016；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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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個國家和台灣平均每人月消費比較，可發現各國每人每月的一般消費狀

況，平均消費金額由多到少依序為：台灣、越南、菲律賓，最後才為馬來西亞。

台灣的月平均消費為四國之中最高者。 

表 9 三國平均每人月消費比較 

國家 每月平均消費 

台灣 705 美元(2016) 

馬來西亞 475 美元(2017) 

菲律賓 500 美元(2017) 

越南 700 美元(2017) 

資料來源：(Expatwoman, 2017；Transferwise, 2017)  

 

最後從協助學生未來就業的角度檢視，對於僑生在學期間或者畢業後能否在

台就業，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有給僑生們機會。如是來臺正式入學，在學期間即

可在網站上直接提出申請。對於只是修習語言課程之外國留學生，則需要修業滿

一年以上。而針對畢業後僑生如有意願留台工作，可以透過兩種管道申請。1.依一

般薪資、工作經驗等條件申請：外國人才可以從事六大類工作，不同工作屬性，

有不同資格規範。如僑生符合工作資格，均可依規定申請。2.依僑外生留台工作評

點新制申請：利用「僑外生留台工作評點新制」，以學經歷、薪資水準、特殊專

長、語言能力、成長經驗等八項進行評點，累積點數超過 70 點者，即符合資格。

兩項政策的實施，給予僑生在臺能分擔家計、選擇未來職業的機會。可見來台的

優勢是相當足夠的。 

 

五、社會文化與各國學制 

從社會文化面定義來看，文化是一個特定群體的特徵和知識，包含語言、宗

教、社會習慣、食物、婚姻、音樂和藝術等等。其中社會習慣，舉凡結婚的習俗、

如何表示同意，點頭還是搖頭、如何招待客人等等(Zimmermann, 2017)。文化也是

一種行為和互動的共同模式，能藉由社會化學習所產生。綜觀來說，社會文化是

一個國家或一個特定群體的風氣。國家藉由世界趨勢、國家特色、人民需求制定

政策並間接影響到風氣走向，而特定群體的風氣，舉例來說家庭會因為宗教、傳

承等等的影響帶動兒女的思想、行為等等。 

從三國教育學制來看，菲律賓學制其該國的教育政策改革共有兩次，第一次

是在 1892 年，針對中小學致高等教育的改革，規範導師、學生、家長、校長等重

要關係人之角色，並針對公私立學校及國際學校做了全面規範。此法案基本上同

意了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對菲律賓教育的建議，也間接地將菲律賓教育轉換為營

利事業，使菲律賓教育走向商業化及私有化，導致菲律賓私立學校數量增加；2010

年第二次教育改革是基於 2007 年東協高峰會議中，東協各國為加快東協共同體

(ASEAN)的發展，讓貨物、人才、資本自由流動的單一市場，菲律賓政府為此訂

定 2012 年開始實行國民義務教育改革，將 10 年國民義務教育(K-10)調整為 12 年

(K-12)，原本只有 4 年的中學教育延長為 6 年，此舉將與多數國家的學制接軌。以

往 4 年中學畢業後，菲國僑生來台須進入台師大僑生先修部修讀 2 年才可升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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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導致僑生來台意願較低。教育部表示，菲律賓 12 年新學制實施後，最快 106

年有第一批中六畢業生，屆時該批學生將可直接申請我國大專校院，到台升讀意

願可望大增(賴奕諭，2016；陳偉之，2017)。 

表 10 台灣與馬、菲、越現行學制 

 

 資料來源：https://www.roc-taiwan.org/my/post/886.html；本研究彙整。 

 

越南學制部分，東南亞國家高等教育平均在學率低於 30%，越南相較於其他

兩國有較低的大學錄取率。例如越南每年大學錄取率大約只有百分之 10 到 15 

左右(陳大義等人，2011)。人民對於高等教育有很高的需求，但臺灣只佔東南亞出

國留學比率的 3.14%，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陳惠美、薛家明，2013)。還有馬來西

亞學制部分，初等及中等教育皆為免費國民教育，其中初等教育(六年)屬於國民義

務教育。教育發展一直是馬來西亞政府重視的施政重點，近年來馬來西亞政府提

撥的教育部年度教育經費占國內經費預算額度約 16%，約 400 億馬幣，可見馬來

西亞對教育的重視程度。馬來西亞的官方語言為馬來語和英語，在初等教育時規

定馬來語與英語為必修基礎科目，其高等教育(即大學)主要分為公立大學、私立大

學、社區大學、技術學院四類，修讀時間為 3-5 年，由於 1996 年馬來西亞制定私

立大專法案，因此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有快速的成長，使高等教育的就讀機

會增加。馬來西亞中等教育主要有三種類型：國民中學、國民型中學、私立獨立

中學。獨立中學的主要教學媒介為華文。(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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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藉由本國新南向教育政策與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的相關高等教

育文獻，可以發現台灣的策略，如獎學金，未必是驅動該國來台就讀的主因，有

時社會氛圍亦可協助本國宣傳。尤其親友、留學機構推薦或社會背景也會影響來

台意願，其中親友甚至是留學機構的推薦都會影響國際生來台交換，透過對旅台

馬生的深度訪談，發現激發學生「台灣夢」之主要原因是當地華語文獨立中學有

營造嚮往台灣升學的氛圍。研究者利用 Levitt 所提出的社會匯款（Social 

Remittance）理論，觀察到正在留學或已經歸國的旅台生不停地為台灣高校宣傳及

傳導台灣形象良好的一面，使得留學台灣之概念在當地社會不斷發酵(黃子健，

2016)。此外，馬來西亞公立大學在錄取新生方面採取種族固打制（Quata），在固

打制下，華裔、馬來裔、印度裔有不一樣的名額限制，馬來裔享有最高的配額比

例。在這制度下，華裔的成績好還是不夠的，必須要很出色才能進入大學。有些

科系如醫學系，華裔即使考取全科 A+（尤如臺灣學測滿級分），由於固打制的關

係，還是無法獲得錄取。這也造成馬來西亞人才大量外流。一直以來，華裔學生

考獲佳績卻不被本地公立大學錄取的新聞頻頻見報。部分熱門科系如醫學系、藥

劑系和法律系也會保留 70%的學位予土著（馬來裔）學生，在國外求學的大馬學

生大多是華裔，他們的家庭往往自費將孩子送到英美紐澳升學(卓福安，2016)。 

 

小結：關於國際間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根據統計 2005~2012 年期間，選擇境

外就學的學生比例明顯增加 50%至 450 萬。而越南、馬來西亞的境外就讀數量也

是每年攀升，其中越南的成長值得注意，從 2011 年的 52,225 人成長至 2016 年的

63,703 人，成長率達 18%；此外，馬來西亞則一直都是學生境外就讀的輸出大國，

從 2011 至 2016 間，人數皆保持在 6 萬左右。對於這數量龐大的境外生們，全球

也積極地提出各種相關策略，為得就是讓自己國家能有足夠的吸引力，吸引國外

的人才。以歐洲國家為例，歐洲國家提出高等教育策略的其中一項核心為－－提

升全民英語能力以及學校間的相互合作，例如：荷蘭的萊頓大學與牛津、劍橋、

史特拉斯堡、海德堡、魯汶等十二所大學共組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這些策略成

功地成為國際生前往留學的拉力之一。亞洲方面則有澳洲的簡化簽證程序、中國

的增進自己國家的能力，包含經濟、科技、教育水平的發展。至於台灣的高等教

育國際化現況，目前數據來顯示，來台修讀學生人數前五名為：馬來西亞、印尼、

越南、泰國、印度。而官方認為能成功吸引國際生來台的主要原因有兩大點：「精

進在台留學友善環境」、「強化留學台灣優勢行銷」。在新南向政策中的「人才

交流」部分也提及到許多相關的策略，「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則是進而提出的

計畫，其中又包含以人為本、雙向交流、資源共享。為此本組希望能夠針對新南

向政策的人才交流這點，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因而選擇來台修讀人數第一名的

馬來西亞、與華人文化息息相關且也在修讀人數的前五名之中的越南、因學制改

革而能直接接軌台灣學制且很有機會選擇台灣學習的菲律賓此具海外人才交流發

展潛力的三國，並以政策教育面、經濟面、社會與文化面此三面向作為觀察面向，

從中尋找影響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海外人才來台交流發展的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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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 研究設計 

關於東南亞的研究，台灣多學者已針對東南亞移工等問題、東南亞學生交換

議題(莊志祥，2012；藍佩嘉，2002)做了許多研究，然而通常以在台灣的留學生為

主要訪問對象，針對來台適應力(段麗春，2017; 張芳全, 2017；彭中宸，2014)、

社會文化(柯瓊芳、張翰璧，2007；鍾鳳嬌，2009)做相關研究，直接到當地作訪查

的研究相當少。本研究直接到當地調查，將擴大整個學生族群範圍，增加數據的

真實性與可參考性。其次，過去較少人做跨國實地調查相關研究，較無法了解當

地學生真實想法且也無法比較各國學生的真實狀況，本研究實地的跨國研究三個

國家，直接接觸當地學生，利用相同的問卷不同的語言，藉以了解各國青年選擇

留學或交換國家時的考慮因素及最終決策結果。最後就是希望配合新南向政策發

展，將提供相關調查結果供有關單位參考。諸如：關於教育政策、家庭經濟與未

來就業因素等方面，影響學生來臺的最大原因，期待我國能以最低發揮達到最大

效益。 

本研究在國家的選擇考量上，對於選擇這三個國家的因素如下： 

1. 馬來西亞-社會氛圍：透過對旅台馬生的深度訪談，發現激發學生「台灣夢」

之主要原因是當地華文獨立中學內有營造嚮往台灣升學的氛圍。我們利用 

Levitt 所提出的社會匯款(Social Remittance)理論，觀察到正在留學或已經歸國

的旅台生不停地為台灣高校宣傳及傳導台灣形象良好的一面，使得留學台灣

熱在當地社會持續發酵(2013；黃子健，2016)。 

2. 越南-較低的大學錄取率：越南每年大學錄取率大約只有百分之 10 到 15 左

右(陳大義等人，2011)。人民對於高等教育有很高的需求，但臺灣只佔東南亞

出國留學比率的 3.14%，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陳惠美、薛家明，2013)。 

3. 菲律賓-學制改革，可望能與台灣接軌：菲律賓實於 103 年落實中小學學制改

革，由 10 年改為 12 年,原本只有 4 年的中學教育延長為 6 年，此舉將與

多數國家的學制接軌。以往 4 年中學畢業後,菲國僑生來台須進入台師大僑生

先修部修讀 2 年才可升讀大學,導致僑生來台意願較低。教育部表示，菲律賓 

12 年新學制實施後，最快 106 年有第一批中六畢業生，屆時該批學生將可

直接申請我國大專校院，到台升讀意願可望大增。 

 

除此之外，本研究根據以上文獻及政策內容提出了「影響國外學生選擇留學

與交換國家之因素」的三大面向，作為在當地與學生訪談之主要內容： 

1. 政策教育面：台灣提供獎學金、外國人才專班的策略是否影響當地學生來台

學習。Nafari, Javid ,Arab, Alireza and Ghaffari, Sinay 在 2017 年的研究中指出，

影響伊朗學生將獎學金視為選擇交換國家的重要因素之一(Nafari et all. , 

2017)，而 OECD 於 2004 年的報告中也認為交換國家的語言與教學語言是影

響學生的因素之一。 

2. 經濟面：學生家庭的經濟狀況、在台生活學費、協助職涯發展等經濟要素,是

否對於人才來台能夠產生關鍵性影響。在經濟發展組織(OECD)2004 年的報告

中也提到留學的成本（學費、生活費、財源）以及交換國家與母國勞動市場

的機會，也就是畢業後提供好的工作機會，亦或是得到有價值的證書，利於

返回母國的勞動市場。會是影響學生選擇交換國家的因素之一(McGaw, 2004)。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16&SID=E2RhtsLCLNO8lD2XGaQ&page=1&doc=8
http://biblioteca.esec.pt/cdi/ebooks/docs/Quality_recogn_higher_edu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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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與文化面：東南亞學生的家庭/親友因素(來台適應)、來台可能誘因與體

驗異國文化的吸引力等等要素是否能夠對當地學子產生具體的推力。在

Mazzarol and Soutar 利用推拉理論研究影響國際生選擇交換國家的因素中，亦

提及對留學國的認知、來自親友建議、環境、社會連結與地理的重要性

(Mazzarol & Soutor, 2002)。 

 

因此，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作為出發，研究設計如圖 3： 

 

 
圖 3 研究設計圖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執行的過程中也遇到相關的限制，說明如下： 

1. 時間的限制：本研究在各國當地待的時間僅一個禮拜。 

2. 場域的限制：本研究多數在該國較繁榮的大都市進行訪問調查；分別調查的

城市為越南胡志明市、菲律賓馬尼拉、馬來西亞吉隆坡，都是該國經濟較佳，

物價較高的地區。 

3. 語言的限制：菲律賓、馬來西亞可以用英文進行交流，然而在越南不易找到

能以英文交流之學生。雖然可以利用英文溝通，然而程度與用詞可能有落差，

語意理解上可能有瑕疵。 

4. 訪談對象的限制：本研究主題為討論三國學生之意願影響因素，然在做深度

訪談時，由於研究對象對於相關資訊了解較少或答題上語焉不詳，導致訪問

結果不如預期，亦影響了研究效率，因此在問卷上需重新過濾，使本研究之

內容更具意義。 

 

三、問卷 

本研究問題是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為半開放半封閉式問卷。在封閉式的

內容問題分為三大構面，包括有：台灣教育政策面、經濟面、社會文化面，每個

構面有 5 個題項，並採用 Likert 式五點量表進行計分，1 分為非常不滿意、2 分

為不滿意、3 分為沒意見、4 分為滿意、5 分為非常滿意；在開放式的題項共 4

題，用來作為田野調查時與研究對象做深入訪談使用，問卷內容除中文之外，另

配合當地另外翻譯成 3 種語言：馬來文、英文、越南文。 

1. 封閉式題項的三大構面 

本研究封閉式題項的三大構面如圖 4： 

http://www.ater.org.tw/%25E6%2595%2599%25E8%25A9%2595%25E6%259C%2588%25E5%2588%258A/%25E8%2587%25BA%25E8%25A9%2595%25E6%259C%2588%25E5%2588%258A%25E7%25AC%25AC%25E4%25BA%258C%25E5%258D%25B7%25E7%25AC%25AC%25E4%25B8%2580%25E6%259C%259F%25E7%25B6%25B2%25E8%25B7%25AF%25E5%2585%25AC%25E5%2591%258A%25E7%2589%2588/%25E8%2587%25BA%25E7%2581%25A3%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E8%25A9%2595%25E8%25AB%2596%25E6%259C%2588%25E5%2588%258A%25E7%25AC%25AC%25E4%25BA%258C%25E5%258D%25B7%25E7%25AC%25AC%25E4%25B8%2580%25E6%259C%259F_%25E9%2599%25B8%25E7%2594%259F%25E8%2588%2587%25E5%259C%258B%25E9%259A%259B%25E7%2594%259F_.pdf#pag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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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境外生來台交換因素構面與施測題項目的 

2. 開放式題項的四個問題 

開放式題項其目的為更接近研究對象的想法，不受五點量表限制，亦可從與

研究對象的問答之間得到其他觀點與資訊，藉此增加田野調查的深度與層次。 

本研究的開放性題項一共 4 題，題目如下： 

I. 若有機會交換，您的第一個選擇是哪個國家?為什麼? 

II. 什麼是您願意出外留學的第一條件?  

III. 如果只有亞洲國家可以作為留學交換，您的選擇是?為什麼?  

IV. 你想透過出國交換得到什麼? 

 

肆、分析結果 

一、 樣本描述與前測 

問卷發放份數總計為 112 份，有效份數為 98 份，其中，菲律賓 34 份、馬來

西亞 35 份、越南 29 份，發放對象為當地大學生，問卷發放起訖時間從 2017 年 8

月 14 日至 2017 年 8 月 30 日，而性別與年級次數分配表如表 11。根據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724，大於 0.5，表示信度高且量表穩定。以下將數據以

ANOVA、POST Hoc 檢定分析，並編製次數分配表以便數據的呈現，並配合問卷

中開放性項目做質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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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樣本描述-性別次數百分比與年級次數百分比 

性別次數百分比 

性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男 28 28.6 28.6 28.6 

女 70 71.4 71.4 100.0 

總和 98 100.0 - - 

年級次數百分比 

年級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一年級 13 13.3 13.3 13.3 

二年級 19 19.4 19.4 32.7 

三年級 11 11.2 11.2 43.9 

四年級 48 49.0 49.0 92.9 

碩士 6 6.1 6.1 99.0 

博士 1 1.0 1.0 100.0 

總和 98 100.0 100.0  

 

二、華語教學吸引力與生活費用層面對各國家之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主要針對華語教學吸引力與生活費用層面進行差異性檢定分析，其說

明如下： 

1. 政策教育面：華語教學吸引力顯著性為 0.020(<0.05)，具顯著性，顯示對三國

學生而言華語教學課程具吸引力。華語課程提供了國際生所需的的語言學習

環境，而現今台灣許多高教機構都有華語密集訓練之相關課程，顯示台灣可

以以此為發發展，以提升對東南亞學生的吸引力，我們同時也應證了學者周

祝瑛, 在 2011 年做的研究，即研究中在全台蒐集 648 份針對外籍生的有效問

卷，其分析結果亦顯示，台灣的華語環境與課程是國際生選擇來台就讀的主

因之一。 

2. 經濟面：台灣的生活費用對於學生的影響力分析結果的顯著性為

0.020(<0.05)，具顯著性，顯示對三國學生而言，生活費是他們交換的重要考

量之一。擁有高等教育的亞洲國家比起歐美國家在這方面占了許多優勢，相

較於歐美國的生活花費，亞洲國生活費相對較低廉，加上台灣是少數提供華

語環境教學的國家，因此在相關課程與花費的相輔相成下，提高了台灣在國

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3. 社會文化面：親友推薦對於學生的影響力分析結果的顯著性為 0.934(>0.05)，

不具顯著性，顯示親友的推薦不易影響學生對於交換國家的考量，此分析結

果 Mazzarol and Soutar （2002）採用 「推—拉」因素探討學生留學之主因，

其五大主因中的來"自朋友和親戚的建議"為因素之一，而本研究結果與其研究

http://www3.nccu.edu.tw/~iaezcpc/publications/C_publications/Journals/%25E5%2591%25A8%25E7%25A5%259D%25E7%2591%259B(2011)_%25E5%258F%25B0%25E7%2581%25A3%25E5%259C%25B0%25E5%258D%2580%25E5%259C%258B%25E9%259A%259B%25E5%25AD%25B8%25E7%2594%259F%25E8%25AA%25BF%25E6%259F%25A5%25E7%25A0%2594%25E7%25A9%25B6.pdf
http://www3.nccu.edu.tw/~iaezcpc/publications/C_publications/Journals/%25E5%2591%25A8%25E7%25A5%259D%25E7%2591%259B(2011)_%25E5%258F%25B0%25E7%2581%25A3%25E5%259C%25B0%25E5%258D%2580%25E5%259C%258B%25E9%259A%259B%25E5%25AD%25B8%25E7%2594%259F%25E8%25AA%25BF%25E6%259F%25A5%25E7%25A0%2594%25E7%25A9%25B6.pdf
http://www.cemi.com.au/sites/all/publications/CEMI%2520DP0105%2520Mazzarol%2520and%2520Soutar%25202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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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不相符。這樣的結果可能來自於資訊的接收日漸完整透明，學生可透過

網路或傳播媒體蒐集資訊，而導致本研究的結果與 2002 年的論文有所不同

(Mazzarol& Soutor 2002)。另外進一步對研究對象國家是否具有崇尚出國做學

術交流的風氣，其結果為 0.00，顯示大部分研究對象都認為自己的國家是崇

尚出國的，透過文獻，我們也證實此一論點，如越南社會與華人社會文化相

近，家庭極重視教育的價值，但礙於國內教育資源的失衡，僅有 12%-14%的

學生得以進入高等教育體系進修，因此開啟了越南人至海外研讀，接受高等

教育，並體驗國際文化的另一條道路(陳碧雲，2013)。 

為了更準確瞭解台灣推出華語教學的影響力、生活花費與支出費用相關問

題，我們以差異性分析進行檢定發現相關問項的結果有：相較於菲律賓學生，越

南學生認為台灣推出華語教學的影響力顯著性為 0.024(<0.05)，具有顯著性，因此

華語課程對越南學生來說的拉力比菲律賓學生更強。其原因為英語為菲律賓的官

方語言之一，且菲律賓具有西班牙、美國殖民文化之歷史背景，特別是美國殖民

時廣設學校鼓勵菲律賓人就讀，也因此菲律賓受美國的文化影響甚深，菲律賓華

裔在政策和環境因素下也以英文為主要學習語言(陳偉之，2017)，而越南雖具有法

國殖民背景，但主要文化、語言仍受中國的影響，有著根深蒂固的華人文化、習

俗，例如會舉國慶祝中元節、過年等民俗節慶，而越南的文字使用的是羅馬字表，

但發音仍與華語(粵語、閩南語)相似，此外，由於中國與台灣為越南第 1 大和第 5

大貿易夥伴(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6)，從開放性問項中可發現 29 人當

中有 23 位越南學生對於工作機會十分重視，顯見越南學生認為學習華語有助於未

來的就業。 

在經濟面部分，我們了解生活花費方面，菲律賓(I)與馬來西亞(J)和越南(J)的

之顯著性分別為 0.002(<0.05)、0.022(<0.05)，具相當的顯著性，而平均差異(I-J)分

別為 0.419(*)和 0.332(*)，從以上數據得知菲律賓學生對於自身的生活費掌握度明

顯較高。三國的人均 GDP 從菲律賓、越南到馬來西亞分別為 2,851、2,047 和 10,904

美元。然而從生活花費的分析來看，越南雖然為相較之下較貧窮的國家，但是生

活花費卻是三者中之最。而反觀來看菲律賓人均 GDP 雖然居於第二，但生活花費

卻比馬來西亞和越南來得低，這也顯示出菲律賓學生對金錢的掌握度相對其他兩

個國家較高。 

全台灣的生活平均花費為 705 美元，而台灣學生生活費則為 165 美元，相較

於馬來西亞的學生，越南學生對於這個數字較為敏感，這可能是因為越南相較之

下較貧窮的原因。以人均 GDP 作為解釋，越南的人均 GDP 為 2,047 美元，然而馬

來西亞為 10,904 美元，整整多越南 5 倍之多。因此同樣是在台灣生活，以馬來西

亞國家的生活水平來看，會相對於越南比較好生活，這也是越南為甚麼比較敏感

的原因。 

 

三、不同國家之基本環境比較 

綜觀三個國家，能在全英文(全中文)環境中學習(中文)，有 67.4%的人覺得會

增加自己的來台意願，只有 6.1%的人認為不會增加來台意願，如表 12。像是菲律

賓學生較傾向全英文的授課環境而越南學生則是較喜歡全中文的課程環境。從深

度訪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 30.8%的學生希望出國後無論是到哪個國家都能增進自

己的外語能力；此外，深度訪談的過程中，越南學生認為台灣在遊留學的資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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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上力道不如日韓，相關機構資訊不足，因此在遊留學方面並不會立刻想到台

灣亦或是有興趣卻無從連結，在 29 份問卷中，越南學生相當傾向前往澳洲(11 份)，

若以亞洲而言，韓國(5 份)與台灣(5 份)可能是他們會考慮的國家，而從對菲律賓學

生的 34 份深度訪談問卷中我們也可發現，15 份提及亞洲首選為日、韓；相較於其

他兩個國家馬來西亞學生選擇亞洲國家研習的意願最高，有 46%的人選擇亞洲國

家，35 份問卷中，有 8 份認為台灣是首選的國家，透過深度訪問其原因歸因於流

行文化以及我國長期與馬來西亞華人的交流，然而英國也是他們考慮的國家之

一，其中有 7 份視英國為重要考慮對象，透過數據分析與深度訪談，我們相信若

有多元的管道以及宣傳，加上合適的環境學習，對於外地的學生是有一定的拉力。 

表 12 來台意願(社會文化面)次數分配表 

社會文化面-能在全英文(全中文)環境中學習(中文)，是否增加您來台意願?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 6 6.1% 6.1% 

普通 26 26.5% 26.5% 

同意與非常同意 66 67.4% 67.4% 

總和 98 100% 100% 

 

在經濟上，若是提供獎學金，讓學生自身可以在台灣生存下去，這點是非常

具有拉力的，如表 13 的次數分配表所示。若提供獎學金，有 87.8%的學生抱持著

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沒有人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對於

三個國家的人均 GDP 來看，是少於台灣至少 11,864 美元以上。如果需要在台灣生

活，僅僅依賴國家或家庭的金援，可能較為困難，若能有獎學金的資助，對學生

而言無疑能減少負擔。雖然台灣的獎學金不如大陸之多，但設立獎學金還是必要

的存在。而對於畢業後若能協助在台灣就業，三國學生也抱持著樂觀的看法，有

80.7%的學生認為是能夠增加他們的來台意願。在我們深度訪談的結果中，更發現

對於越南學生而言，能讓他們交換的主要因素相較於家庭經濟，未來的就業機會

更是他們的首要考量，而目前如果外籍人士要在台就業：第一，依一般薪資、工

作經驗等條件申請；第二，依僑外生留台工作評點新制申請。如果企業有更多的

僑外生需求，建議多多透過政府的幫助，把資訊公開，增加僑生就業機會。 

表 13 來台意願(政策教育面)次數分配表 

政策教育面-若提供您獎學金，得以維持在台灣基本生活，是否吸引您前來讀?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 0 0% 0% 

普通 12 12.2% 12.2% 

同意與非常同意 86 87.8% 87.8% 

總和 98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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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來台意願(經濟面)次數分配表 

經濟面-若會協助您未來就業(台灣企業)，是否能提高您來台的意願?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 2 2% 2% 

普通 17 17.3% 17.3% 

同意與非常同意 79 80.7% 80.7% 

總和 98 100% 100% 

 

伍、結論 

 教育上的交流，在新南向政策的「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理念中

扮演重要角色，「人」的互動可使無論教育上、經貿上、政治上達到更永續的效

益，亦即達到新南向中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之長遠目標。教育部以此政策提

出三大目標：1.Market，提供優質教育產業、專業人才雙向培育；2.Pipeline，擴大

雙邊青年學者及學子交流；3.Platform：擴展雙邊教育合作平臺，籌組新南向國家

人才培育策略規劃推動平臺。本研究針對其中第二點 Pipeline 做出相關研究，針對

新南向國家中的三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之當地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與深

度訪談，並得到以下結論。  

1. 推出華語文教學的優勢：對三國來說華語教學具有相當的吸引力，而台灣華

語環境與課程是三國學生選擇來台的主要原因之一。推出華語文教學這件

事，對越南學生的拉力比菲律賓要大，若能在全英文/中文環境中學習中文，

會增加其來台意願，其中，菲律賓學生偏愛全英文授課，越南學生則偏愛全

中文授課。 

2. 經濟協助有助於提升來台意願：生活花費對三國學生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考慮

因素，菲律賓對於自生的生活花費掌握度比較高。87.8%的人抱持同意和非常

同意提供獎學金能增加意願。此外，越南學生對於就業機會的重視值得關注，

從深度訪談的 29 份問卷中，有 23 份提及了未來就業機會的重要性。 

3. 強化出國學習深造的社會文化：本研究結果顯示，三個國家的學生皆認為自

己國家有崇尚出國學習深造的風氣，然而在資訊更容易取得的世代，親友的

推薦不再是主要的影響力，從深度訪談可得知，台灣在遊留學的資訊宣傳上

不及日韓，因此我們相信只要有更精準及系統化的宣傳策略以及友善的環

境，將提高這三個國家的學生來台就讀的意願。 

 

針對以上的結論，我們針對不同國家提出以下不同的策略： 

1. 越南：華語教學對越南學生的吸引力相較菲律賓學生大，其中又偏好以全中

文學習華語，因此建議能夠提供相關學習環境的學校可以此為主打進行宣

傳，再者，越南學生對於就業市場的重視不能忽視，因此建議簡化相關的就

業、居留程序，或者給予更主動積極的協助，使得人才能夠更容易在台灣市

場就業，在亞太國家中，澳洲就因為全英環境加上簡化的居留程序，吸引大

批國際學生前往，2016 年更突破 50 萬人為澳洲創造了超過 210 億澳元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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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支持了大量就業，台灣可借鏡之。 

2. 菲律賓：華語教學同樣吸引菲律賓學生，不同的是深受美國教育影響的菲律

賓學生偏好全英文的授課環境，因此若能提供相關環境甚至校園內外的設計

能友善國際生，使學生容易融入生活，則可將此視為亮點宣傳。此外，菲律

賓對於自身消費的掌握度較高，若能提供台灣相關消費資訊以協助菲律賓學

生理解可能有助於招生。 

3. 馬來西亞：具長期進行學術交流的馬來西亞，台灣在當地華人世界已有相當

基礎，其中獨立中學一直是台灣主要的招收對象，然而中國一帶一路的企圖

心不容忽視，廈門大學在馬來西亞設立海外分校，為中國國立大學第一次設

立之據點，顯見中國對於在馬來西亞布局的重視，目前台灣在馬來西亞固定

舉辦教育展，然而受實體場地限制，多舉辦在大都市，馬來西亞網路普及率

78.8%，較菲律賓(46%)、越南(40%)為高，可考慮舉辦虛擬教育展，加強網路

上的宣傳與資訊整合。 

 

 總而言之，台灣目前也積極拓展國際交流，對於東南亞學生也張開雙臂歡迎，

今年教育部也宣示獎學金將提升五成。預計四年後由目前有 2 萬 8 千名大專院校

學生來自東南亞與南亞地區，將於 2019 年超越 5 萬 8 千人。所以，本研究期待政

府部門可連結台灣各所學校，實行聯合招生與宣傳，並設置協助機構，使當地學

生能夠充分獲得協助與諮詢，積極幫助學生媒合符合該學生需求之大學，而各台

灣各大學可透過與海外他國，如日韓的學校合作，進行學分轉移上，甚至學位上

的交流，使彼此的大學更具宣傳上的亮點，增加學生來台的管道與誘因，此外，

放寬國際生在台的就業限制是留住人才的重要策略，鄰近國家日本即推出措施以

利優秀的留學生在日本就業，藉此延攬具國際移動力的尖端人才。 

 而本研究透過田野調查、深度訪談，瞭解不同國家的學生來台學習的意願，

也從相關文獻資料探討發現台灣對於三個國家的經濟文化持有正面的態度與看

法，唯缺乏整體策略來強化外籍生來台學習的意願。但從本研究的交流與實際調

查的現況來說，台灣近年陸續放寬外籍生名額，相信放寬勢必為台灣學生與學校

帶來更具國際競爭力的正面影響，在培育外籍生的過程中，熟悉台灣的模式與系

統，將可有機會為台灣產業提升輸出之助力，因此期盼在國際生的招募方面可以

適度放寬，積極招收國際優秀學生。還有，為了更快速深入交流人才，可以廣設

東南亞相關文化、語言的科系與課程，此不僅需吸引外籍學生，亦須增加台灣學

生對於東南亞的認識，彼此進一步的交流才能發生鏈結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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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2016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framework. It is intended to cooperate with ASEAN, South Asia and New Australia to 

establish "economic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with focuses on "promoting economic 

coordination", "conducting talent exchange", "sharing resources" and "forging regional 

links". This study conducts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ollege students 

from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Vietnam for analysis. The contents of the questionnaires 

are designed in terms of education policy, economy and social culture which are the 

thre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study in Taiw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or the students from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Vietnam, Chinese teaching is 

attractive, especially Taiwan's Chinese environment and curriculum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the students want to come to Taiwan for study;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Philippine students lik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le Vietnamese students like 

Chinese learning environment; (2) Expense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the 

interviewed students, and scholarships may enhance their willingness to study in 

Taiwan; (3) The interviewed students think that their countries encourage studying 

abroad, and recommendation by relatives and friends is no longer the main influence. 

Above all, if Taiwan can provide friendly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living condition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side and outside campuses, their willingness to study in 

Taiwan can be effectively enhanced. Particularly the powerful backing including 

simplifying relevant employment and residence procedures or active assistance can 

increase willingnes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study in Taiwan. 

Keywords: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hinese teaching, learning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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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東南亞學生來台交換因素調查問卷 

      (4 種版本：中文、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 

東南亞學生來台交換因素調查問卷(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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