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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對台灣青年 

學子的衝擊 
 

●陳延輝／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台灣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就讀，是基於對等原則，就如一般外國學生一樣，大家都歡

迎進一步的學術交流，尤其對那些民主落後的國家，更是需要。這是沒有什麽爭論餘地

的，重要的是，「開放的速度」太快，五年內就有六萬人來台，這還不包括一些短期研

修生和博碩士生，以及在離島就學的數量，這樣大量地讓中國學生來，一定會侵犯到台

灣學生的權益，亦會對台灣的社會起了量變的作用。 

  教育部本來要採「三限六不」的原則來保障台灣學生的就學權與工作權，並減少社

會大眾的反對聲浪。這「三限」指的是：限校、限量、限領域，「六不」則是：不涉及

加分、不影響本地學生招生名額、不提供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不得考證照、不

得考公務員等。然而立法院優勢的國民黨團不但不替台灣人的未來設想，還變本加厲地

把原本的三限六不，改為一限二不，即限領域就讀和不得考照和考公務員。這幾乎對有

敵意的北京投降，根本沒有限制一樣。本來這一限二不就是應該的，哪有一個國家的高

科技機密科系願意被充滿敵人輕易得知來；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接受不是自己國家的人

報考公務員和執業的證照。 

  最近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理事長陳振貴公開表示，教育部研擬修法更要提高招收中

國學生人數，由第一年台灣招生總數二十萬的百分之一，每年增加百分之一，最高上限

將達百分之五，一年可招收一萬人。依最上限估算中國學生在台攻讀學位，同年最多人

數將高達六萬，亦就是五年後全台大學生一百一十萬中的二十分之一，這還不包括短期

研修生及博碩士生。 

  而對短期研修的中國學生人數也在加緊放寬當中，六個月以上到一年本來只限制一

千人，教育部也延長為一年半，人數更放寬到五千人。以此累計，中國學生人數恐怕不

久就將在台灣暴增。立法院8月通過的中國學生三法，未將限量入法，未來對台灣學生

的就學及就業必然造成嚴重的衝擊。中國學生三法通過後，相關招生作業才在進行

中，教育部卻又要「加量」招收中國學生，真是不可思議。 

  事實上2008年中國學生來台真正人數是只有一千三百二十一人，2009年來台真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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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是三千零三十一人，今年截至7月底已達三千五百八十二人，到年底來台人數必然達到

五千人以上。2008年開始，中國學生來台人數每年成長二倍以上的速度增加。這種速度

的增加，對我們的社會當然會有很大的衝擊。立法院法制局本年7月到香港考察回來的報

告說，2003年7月CEPA簽署前，香港非本地大學生比率只有學生總人數1％左右；五年後

的2008年底，中國學生已占香港大學生總數的18％。此外，中國研究生已占香港高等院

校研究生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就讀及就業總數高達二萬五千多人。幾乎是就學與就業一

套作業。 

  有人認為引進中國學生，可以減少台灣少子化後私校學生來源的不足，因此更可舒

緩私校財務上的壓力。招攬中國學生是否可以彌補台灣私立技職教育體系招生不足的問

題，根本不可能維持學校的生存。因為台灣的私校學費較出很多，無法招到收入水準更

低的中國學生。例如福建廈門大學醫學院每人每學期要大約新台幣三萬一千五百八十八

多元。而台灣私立大學學費將近五萬元，若加上生活費等全部的支出遠比中國高出太

多。 

  少子化必定繼續下去，以2009年大學校院總錄取人數為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九人，

這些入學大學生大都在1991年出生，當年新生兒人數有三十二萬二千人；至於2009年新

生兒數才十九萬一千人，相當於1991年的59％。假設有意願就讀大學的人口比例不變，

那麼十八年後、也就是2027年的大學生人數只有2009年的59％，即六萬六千人。如此推

估，是否中國學生招生就是百分之五，也只剩下三千人而已。因此要依賴中國學生來解

決私校的學生來源不足的問題，根本是天方夜譚。所以私校應有小校特色經營或併校的

心理準備。 

  有人說中國優秀學生來就讀，會刺激台灣學生素質的提高，因為有競爭才有進步。

不過這也是空口白話，有多少優秀的學生來台灣讀書，令人懷疑。非得有豐厚的獎學金

侍候，不然很難有好的學生來。獎學金也不可能人人有，而香港在有就業機會的情形

下，理工科的研究生較多。否則來台只得到學位，是很難有吸引力讓中國優秀的學生；

此外，歐美日本的學術發展與就業機會當然比起台灣好得多。中國學生如果不是別有企

圖，就自己的緣故，斷不可能以台灣為其一生的首選。 

  也有人認為，開放中國學生前來台灣就讀，兩岸關係會因此改善。這也是牛頭不對

馬嘴的說法，因為對兩岸關係有影響力的是，關鍵在北京的專制和不惜動武的態度。就

是北京放棄對台武力恫嚇，亦不可能和平相處；因為一個專制極權的國家是不可能容忍

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在其身旁，期望用民主的手段來轉化北京政權的。戒嚴時期國民黨

指派的留美職業學生，亦不敢違背台北當道；此理同，北京亦不會允許其派遣的職業學

生，異化成一個民主的人士。對台灣有滅國意圖的北京政權，對待前來台灣的這些帶有

政治任務的學生，當然不同於去香港的那一批只是為著更高生存利益目的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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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想大量引進中國學生的人亦宣稱，前來台灣的六萬個名額，一百多所大學院校

所能分配到的名額才幾百個，似乎非常有限。因此對於中國生並不需要特別待遇，只要

將中國生視為外籍生，沿用相關法律管理，將這些「外籍生」總量控制在一定人數，例

如招收的所有外籍生當中，中國學生只能占多少名額，其餘的就分給各國學生。還有目

前亦有學校使用一種所謂「新鮮人守護神制度」，以作為中國學生的生活輔導及管理辦

法。由學校教師和高年級學生接待一定名額的中國學生，帶領他們認識學校和台灣的社

會。但是據報告，有許多中國的學生跟著導師一段時間後，就把這些所謂的導師休掉，

自己就開始在台灣到處旅行。 

  到底他們在各地幹了什麽事情和是否有什麽樣的團體行動，學校和導師根本不得而

知。五年以後全台將有六萬個學生，一時間湧進這麽多對台灣還有別有企圖的年輕學

生，其時間更可長達四、五年之久；如果到處串連，甚至參加各種反社會的活動，這實

在無法令人想像。在香港這些被接受去讀書的人，還要先到指定的重點大學裡去受訓一

年，再到香港。但是到台灣來的，卻是那麽直接，一點都不必緩衝一下，立刻讓這些共

青團的團員來到台灣。這應該不是一個有責任保護台灣社會安全的政府，可以輕率放行

的政策吧！ 

  至於有關學生受教權的受損，這是在增加學生名額之後，必然發生的現象。首先遭

遇到的問題是師生比一定下降，其次就是教育資源的排擠作用，學生數一多教育經費無

法在五年內急速增加那麽多，一個學生所分配到的資源亦大量減少。本來教育的投資都

已經不足，假如中國學生來台後，又受到不同的補貼，相對的台生就可能要到處貸款

了。高中職以上學生就學貸款人數及比率皆逐年上升，2000年貸款平均比率為9％，到了

2008年已上升到19.1％；也就是現今每五位學生就有一位必須仰賴就學貸款才能完成學

業。如此情況之下，如果再把已經貧乏的教育經費拿去資助大量來台的中國學生，那將

置台灣教育的主體——學生於何地呢！ 

  本來國內大專校院因為「經濟因素」休學的人數及比例，在過去幾年亦逐漸有上升

的趨勢。2005年八千五百二十人（0.65％）、2006年九千五百二十一人（0.72％）、2007

年一萬零三百六十八人（0.78％），2008年則已達一萬零六百六十人（0.79％）。然而實

際因經濟困難辦理休學的人數，恐怕比起這個統計數據為高。因為大多數休學的學生都

不願意開口說出其沒錢讀書，就是恐被人瞧不起，因此就以其他理由說出其不能繼續就

學的原因。故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只會讓教育資源的錯置更為嚴重，本來要培養自己國內

的年輕人；到頭來卻幫助一群其他的人來與台灣的年輕人在經濟上競爭，奪取其基本生

活的資源。 

  不但如此，離島已設置了不少台灣的公私立大學的分部，他們在教育部網開一面之

下，竟然可以專案申請大量招收中國學生名額，不受台灣本地每年招收兩千名中國學生

的總量管制。這些公私立大專院校平時也是受到教育部經費的提供與補助，現在卻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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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毫無限制地招收中國學生，並在大量招收中國學生後，再以膨脹後的學校規模，

重新額外爭取教育部的經費與補助。如此一來的惡性循環，更讓台灣的教育資源的分配

大大地扭曲。而在平時和寒暑假期間來台灣打工，與本地生爭取工作機會，又有誰能限

制他們呢？ 

  更有學者認為，台灣社會應該營造一個能夠吸引中國學生前來就讀並留下來就業的

環境，尤其批評醫學界的考慮。這個想法剛好符合北京要求大量開放中國學生來台的策

略，讓中國輕易地把台灣年輕人工作邊緣化，更進一步把台灣社會異化變色。因為這批

人來台灣接受教育後，台北不得不去承認自己大學院校畢業學歷，亦就要承認這批中國

人的台灣學歷，並且立即可以考專業證照，這對於就業市場的衝擊真是無法估計。2010

年4月28日《遠見》雜誌與104人力銀行公布「2010年大學生評鑑調查」，有五成左右的

台灣企業未來願意雇用中國或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台灣青年的生產力僅約中國青年的

1.86倍，起薪卻是中國學生的2.6倍。簽訂ECFA後，開放中國學生就讀及承認其學歷，剛

畢業的台灣大專生也將更要受到中國學生的就學及就業衝擊。 

  大量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就學的政策一般人都充滿了懷疑。中國留學生大量湧到世界

各地，在當地都造成了一些的問題。除了搶走大量打工的機會外，有的地方治安亦出了

問題。因為生活不易有人就鋌而走險，做出一些違反當地法律的勾當，增加該國社會安

全上的負擔。中華民國政府是北京政權信誓旦旦要消滅的對象；它是台灣的敵對國家，

也是全世界最專制的政體，其所派出的學生，即使自己是自願來的，在其國家任務的要

求下，都要回去中國的。台灣政府不如歐美國家，如果他們要尋求政治庇護的話，在中

共的壓力下，根本沒有能力幫忙，因此更不可能支持中國學生的去影響中國的民主化運

動。 

  而北部學校在招生上不像中南部，招生名額欠缺得沒那麽嚴重。但還是為更大的經

濟利益，因此也會要求更多的中國學生就讀。台北地區政治上較敏感，因此一有動靜，

也許會被在野黨嚴格監督。但是南部一些私立科技大學創設較多，少子化下需要中國學

生較多，故南部地區的民進黨地方行政當局和民意代表應特別注意學校情勢的發展，應

立刻採取有效的辦法，以免中國學生的動態危害到整個台灣社會的安全。具有本土意識

優先政黨更要強力反對這種三、五年後即將發生危險的政策。台灣已面臨緊要關頭，不

但下一代年輕人有責任反對，這一代負有政治責任的人責任更是重大。否則的話，台灣

滅亡都不知道。 

  國家安全最重要，現在中國來的人不多，五年以後人數高達六萬人。愈來愈多的中

國學生他們都受過專制思想的教育，北京的一舉一動牽動到他們的心理。愈多人在台

灣，他們的心理疏導就愈有困難。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他們去香港只是為謀

求生活；台灣是另外一個國家，如果來的學生是學習台灣民主生活的，那十分歡迎。但

是中國學生在短期間要改變是很困難的，何況別有居心。面對有敵意的中國，中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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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不是單純的教育問題，無法避免地是政治問題，中國學生政策必須還要詳細評估其

衝擊，更要做好源頭管控。 

  當前台灣的政府就是在替中國學生創造賺錢的機會，甚至替他們製造更多的資產階

級。但更要知道，替台灣人民創造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才是永遠的目的。如果今天有

辦法掌握到資產階級公平的稅款，來彌補台灣這幾年已形成的無產階級的生活，那是最

期待的；然而到目前並沒有看到，而有更惡化的現象出現。因此在照顧這批新的無產階

級者，尤其是年輕的一代，更是當政者最大的責任。如果不能做到，這些一無所有被壓

迫的窮忙族，到最後將使當前的為政者吃盡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