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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陸生三法」到「教育合作

架構協議」 
 

●陳延輝／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中國國民黨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期間，尤其自2004年總統選舉失敗以後，自知在台

灣已無法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因此全黨上下包括榮譽主席莫不絡繹於北京道上，與曾

經把其趕殺出中國大陸的敵人——中國共產黨勾搭。不顧該黨前領導人兩蔣鬥爭失敗的經

驗，竟然和鎮壓民主學生的殘暴政權唱和，並舉辦各種經濟貿易以及農業和文化等論

壇，借此飲鴆止渴。 

  2008年中國國民黨在總統大選中勝利後，該黨不顧台灣人民強力的反對，貿然與欲

消滅自己國家的北京政權公開在各方面簽訂多項沒有國名的協定。短短的兩年間已有十

多個由所謂的民間機構來代替官方所簽訂的協議，這些協定都規範著台灣與中國的正式

關係。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國家，承認中國的代表就是北京政權。台灣在戰

後，尤其被趕出聯合國以後，只是被少數幾個國家所承認。本來北京就是最期待台灣變

成不是國家的地方，才能如願以償地把它納入自己所宣稱的版圖裡面。 

  馬政府明知這個道理，卻配合北京兼併的企圖，把自由民主的台灣鎖進專制極權的

中國政治勢力裡面。這種以沒有國名簽署的協議，只是讓台灣喪失主權，變成北京的一

省而已。把台灣人民近百年來拚著生命追求到的一點點民主自由成果，拱手送給了獨裁

者的手中。最近馬政府更憑著不公義的國會選舉制度產生的立法委員絕對多數，強力通

過所謂的承認中國學歷和開放中國學生來台的「陸生三法」。 

  為了避免台灣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在馬英九當上總統後的半年，2008年11月10日

當時的教育部長鄭瑞城在立法院表示，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及採認中國學歷，將採「三

限」、「六不」原則。在三限當中其一是「限校」，只接受中國所謂的四十一家重點發

展的學歷，其他七、八百家公私立校院不被承認；其二是「限量」則是招收學生的總額

有所限制，上限應為國內當年招生總額的百分之一，中國學生也不得集中在少數學校；

其三是「限域」則是限制學科領域，中西醫、醫檢、藥學等暫不考慮採認，涉及國安及

高科技等領域也限制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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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六不則是：不加分、不影響招生名額、不提供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不

可考照、不可續留台灣就業。前三項是涉及台灣與中國學生求學立足點的公平，後三項

是保護台灣就業市場。這個與中國教育交流限制的想法剛提出時，當時朝野的立委還都

反對，認為它將造成國內教育資源及就業市場的排擠。因此曾有多位跨黨派立委共同連

署三項臨時提案，要求須先針對台灣學生外流、工作機會排擠及中國假學歷問題等相關

配套、防弊機制提出後，才可開放。 

  事隔二年，在主張與中國交流的勢力大力支持下，教育部長吳清基今年7月30日呼籲

民進黨要支持8月立法院臨時會中儘快通過陸生三法。他信誓旦旦地保證落實上一任所提

出的「三限六不」政策。但是在立法院會議中，吳清基竟然卻由「三限六不」，退讓為

「一限二不」。本來要退讓到只用行政命令來管理，以便將來的更大量放寬中國學生來

台。但是民進黨堅持必須入法後，才達成共識。  

  8月19日立法院通過三個法案的條文即：「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2

條」與「大學法第25條」和「專科學校法第26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是主導台灣與中國之間關係的法律，在修改後的第22條即：除了醫事人員相關的學

歷不採認的「一限」外，其他不管公私立大專院校的學歷，將來都會透過行政辦法來承

認。而「第一不」即規定在台沒有戶籍的中國人，不得參加公務人員考試、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以免衍生出國家安全與就業相關的問題，這是世界上皆同的道理。而在

「大學法第25條」與「專科學校法第26條」增加中國學生不得進入經教育部會商各有關

機關認定公告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院、系、科、所及學位學程修讀的「第二不」。 

  從此以後馬政府向中共政權，大開方便之門，引狼入室，因為到目前北京還是不放

棄武力威脅台灣，也不依照聯合國及WTO大家公認的規定來解決雙方的爭議，還到處干

涉台灣的外交與內政。台北向北京退讓愈大，被消滅的時間就愈緊迫，正如「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議」的簽訂被德國媒體所形容的，台灣在這個協議簽訂以後，經濟被中國緊

緊地勒住，直到無法喘息為止。 

  雖然有所謂的一限二不，但是這二年來台的中國學生雖只有一、兩學期的學分研

習，但他們都是被挑選出來的共產黨青年團團員。北京當局把他們當作統戰的工具，指

示他們要在台灣的校園裡宣傳北京的奧運、進行四川的震災募款等任務。去年12月靜宜

大學邀請王丹來校演講，學校同意張貼的海報皆被撕毀，演講當中這些交換學生群聚一

起，干擾王丹的演講。更有不少的中國學生積極參與各種社團活動，讓校方趕緊規定，

不得擔任社團幹部及領導人，以免中國學生取得競選校務會議代表的資格。香港大學去

年選出的學生會會長，跟著北京的論調，一概否認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大屠殺，引起激

烈的爭議。雖然許多學生要求罷免這位昧於事實的學生會長；但是還有九百多票支持他

留任，而這批支持者就是大量湧入香港就讀有了學籍的中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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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學生來台的愈來愈多，明（2011）年至少有二千人以上，那時的校園將會產生

更政治性的變化，雖然分散各大專院校，但群聚在一起實在很容易。以後在台的時間拉

長，甚至進入大學本科系就讀，加上研究所和博士班的時間更長，這些有學籍的中國學

生對於台灣的社會將更熟悉。如果一有事端發生，也可能就像紅衛兵重演一樣，有組織

地到處串連，起來造反破壞。面對台灣有敵意的北京，為了藉口保護他們的學生，那種

不講理的政治暴力可能不是台灣的學校所能夠承擔起的。最近香港觀光客在馬尼拉發生

不幸的挾持事件，北京的外交手段出手之重，讓菲律賓當局難以招架。 

  世界各先進國家都有互相交換大學生，甚至接受留學的作法。自由的國家之間都有

學生互相留學，留學國亦希望這些知識份子在學成之後，回到母國盡一份心力。除非是

極權專制的國家，無法回去或回去有生命的危險才會被收留。但是這些由北京選派到台

灣來交換或甚至讀大學的學生，其目的不只學業上，還有政治上的目的。 

  至於有些學校認為這些學生很積極學習，會激起本地生讀書的興趣，這只是個別的

效果而已。多少年來有不少外國學生到美國讀書，對美國校園的研究氣氛沒有什麼影

響；就是學術的貢獻也不會都是由一個國家的留學生所提供，反而這些留學生回國後推

動該國的科學或社會的民主有實質的幫助。廣招中國學生來台，或許像有些在中國也有

工廠的企業家在台灣有自己興辦的大學，想要培養自己的中國幹部，如此才有可能。像

這種就業取代的反效果在香港已顯現，所以現在有許多中國的香港公司幹部嚐到苦頭，

回港找不到工作。 

  至於台灣的私立科技大學想招攬中國六百萬未能進入大學就讀的學生，以彌補學生

來源的不足。這種說法實在太不切實際，一來台灣學費太貴，尤其私立大學，二來台灣

生活費用比中國高很多，三來台灣不可打工及就業，有能力來台就學者必然少數；相反

地，由於上述這些條件，這二、三十年來，在不承認中國學歷的情況下，就有一萬四千

多名台灣人前往中國求學，現在更開放承認對方學歷後，學生前往就讀中國公立大學的

數目將更多。所以台灣的私立大專院校，在少子化的當下，應有轉型的作法，留住台灣

的學生才對。 

  陸生三法通過後十天的8月28日吳清基教育部長在全國教育會議上說，他已行文給陸

委會，希望下次海基會和海協會的協商議程中列入像台、中雙方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教

育合作架構協議，並認為兩岸教育部長接觸不可避免；不過有關教育協議具體內容，到

底是什麽，他卻不肯透露任何一點消息。 

  不過從剛舉行過的「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的中心議題之「九、兩岸及國際教育」

中可看出，教育部為配合兩岸政策及實際交流之需要，如台生赴陸照顧或緊急事件之協

助等，早於2009年就已擬訂了「海峽兩岸教育交流合作協議草案」，期為兩岸教育建立

常態化之溝通協調平台，以因應實際發生之各類問題，做符合時效之討論及解決。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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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看來有四點：兩岸教育官方交流、互設機構組織或服務據點、互派人員、協調教育

交流程序簡化等各種事務。如此看來，似乎只是雙方交流的制度化而已，由於中國是共

黨專政的國家，獨裁思想控制教育的作法比起台灣戒嚴時期更為嚴厲，公開交流只是對

於台灣的自由民主產生負面的影響而已。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世界各國都積極進行各項交流與互動。本來二百多年來對抗的

歐洲在上世紀東歐共產政權跨台後，近二十年來迅速發展成一個歐洲聯盟，立即成為世

界第一大經濟體，在政治上亦是世界最大的先進民主國家聯盟。歐盟各國實行民主政

治，不再強調民族主義，都謀求國內人民最大的經濟福祉。但是目前台北與北京雙方領

導人要簽訂的教育合作架構協議，是為著追求一個虛構的中華民族主義，以此消滅多元

文化之民主的台灣。這種與世界潮流為敵的作法，國人要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