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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侨生赴台湾升学述评

张亚群 Ξ

[摘 　要 ] 　台湾当局为了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 ,历来重视吸引和辅助海外侨生赴台升

学 ,并取得一定的历史成效。80 年代以来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台湾岛内侨生教育逐渐陷入困境。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应加强海峡两岸华文教育的合作互补 ,大力推动海外华侨华人学生来祖

国大陆就学。

[关键词 ] 　海外侨生 　台湾 　升学

多年来 ,台湾当局基于其特殊的政治目的及海外华人社会的教育需求 ,积极鼓励和辅导海

外华侨华人子弟和港澳学生赴台湾接受各级各类教育。海外侨生来台求学持续久、人数多、来

源广 ,对维持台湾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 ,促进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着重考察海外侨生赴台升学的发展脉络 ,剖析其得失、影响及存在的问题 ,为推动海外华

侨华人学生来祖国大陆就学 ,拓展侨务对台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一、50 - 70 年代海外侨生赴台升学回顾

海外侨生赴台升学始于 1950 年代初。其动因主要是海外华侨的教育需求和台湾当局的

政策吸引。50 年代 ,东南亚各国华文学校达到鼎盛状态。由于除了华人创办的南洋大学外 ,

这些华文学校仅是中小学 ,侨生只有返回中国才能进一步深造。新中国成立之初 ,积极安置大

量归侨学生入学 ,迄止 1953 年上半年 ,接待分发入学的归侨学生就有 2. 3 万人①。同时 ,退守

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当局 ,为了“反共复国”,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 ,在华侨教育政策上作出

重大调整 ,于 1950 年制订《华侨学生申请保送来台升学办法》。规定 ,凡海外侨生志愿来台升

学均可申请保送 ,免试分发中等以上学校学习。自 1951 年起 ,每年在香港招考毕业生 ,按其成

绩、志愿分发大专院校肄业 ,当年招收海外侨生 60 人。1953 年在台湾学习的侨生数有 502 人。

为削弱新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 ,构建反共阵营 ,美国极力支持蒋介石设法大量招收海

外侨生。1954 年 ,台湾成立“中美华侨教育委员会”,制定教育援助方案 ,利用美国的经济援

助 ,扩大招收海外华侨学生。台湾学校每招收 1 名华侨学生 ,可获得美援专款新台币 2 万元。

1954 —1963 年间 ,台湾各大学共得到美援经费新台币 3 亿 2 000 余万元 ,增建各级校舍 ,充实师

资与设备 ,补助侨生生活费和旅费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台湾华侨学校教育的发展。赴台升学的

海外侨生剧增 ,在学人数从 1954 年的 1 289 人逐年升至 1960 年的高峰值 8 218 人。1951 —1960

学年度实际来台就读侨生计达 15 621 人②。

1958 年 ,台“教育部”会同“侨委会”颁布《侨生回国就学及辅导办法》,后经多次修订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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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开展侨生教育的基本依据。侨生赴台升学依海外实际 ,采取申请分发或自行报考两种方式。

申请分发由“教育部”侨民教育委员会参酌侨生志愿、成绩及分配学校的名额 ,核定分发至相应的

学校 ;如人数过多 ,需举办甄试 ,择优录取。凡在台湾境内学校毕业的侨生或海外高中毕业生自

行来台报考大学者 ,均应参加相应的高中联考、大学联考。根据优待侨生的有关规定 ,除少数特

殊情形外 ,参加联考者可享有增加总分 20 %的优待 ,统一分发至各级各类学校就读。

针对赴台侨生学业基础较差的状况 ,1955 年 ,台湾当局在台北县板桥市成立“华侨实验高

级中学”,专门招收赴台升读中学的侨生。历年来分至该校的侨生均占赴台升读中学侨生的

70 %以上③。同时 ,在华侨实验中学合设“侨生大学先修班”,修业年限一至二年 ,辅导侨生提

高基础学科能力 ,为接受高等教育做必要准备。1959 年梅贻琦主事台湾教育后 ,鉴于大学先修

教育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乃将侨生大学先修班附设于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师范大学及成功大学 ,

各设一至二班。凡学习理工农医者 ,分发至台湾大学、成功大学 ;学习法商文教者 ,分至政治大

学、师范大学。1962 年 ,台湾当局决定在台北县芦洲乡道南中学原址单独设校 (后于 1984 年迁至

台北县林口乡新校址) ,使侨生大学先修班自成一体。此外 ,为培训海外侨校师资 ,提高其教学水

平 ,从 1957 年起 ,台“侨委会”开始委托有关教育机构协办海外侨校教师赴台研习活动。

60 年代赴台侨生人数在起伏中略有增长。1961 - 1964 年在学侨生数逐年降至 6 978 人 ,

1965 学年度略回升到 7 162 人。这一变化是由于中国大陆复办暨南大学及创办华侨大学 ,相

当一部分海外侨生赴祖国大陆深造。如 1965 年秋 ,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在校华侨、港澳学生分

别有 2 201 人和 2 289 人。此后 ,中国大陆因文革动乱 ,停止招收海外学生。东南亚国家对华

文学校的限制越来越严 ,有的国家则完全取缔华文教育。在此情形下 ,东南亚侨生纷纷赴台升

学。1970 学年度 ,来台就读的侨生有 3 200 人 ,在学侨生数达到第二个高峰值 9 776 人④。

台湾当局 1971 年被逐出联合国后 ,为摆脱其国际上孤立困境 ,不断强化华侨教育。1973

年颁布《回国侨生教育及生活辅导等业务权责划分表》,进一步明确“教育部”和“侨委会”的管理

职责范围与具体任务。此后 ,来台侨生持续增加 ,至 1980 学年度 ,在学侨生数达到 11 311 人。

值得指出的是 ,台“侨委会”、“教育部”除了举办华侨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外 ,1963 年还创

办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该训练班宗旨是培养海外华侨基层技术人员 ,加强技术援外 ,扩大台

湾的海外影响。其招生对象一般为初中毕业 ,有些科组则须具高中肄业程度。所设课程依华

侨青年和侨居地的经济需求而定 ,以学习农、工、商专业技能为主 ,同时设有孙中山思想、应用

中文、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现代史等有关中华文化的课程。举办这类训练班较长的学校有私

立逢甲大学 (原私立逢甲工商学院) 、屏东技术学院 (原台湾省立农专) 、私立中国文化大学、高

雄工业专科学校、高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台中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一期至第四期训练班修

业时限为 1 年 ;从 1967 年第五期开始延长为 1 年半 ;在科类设置上 ,由最初的农工科 ,逐渐增

设商科。从学员来源地来看 ,最初几期招收东南亚和非洲的侨生 ,后来增加了中南美洲的侨

生。总体上 ,训练班学员大半来自马来西亚。至 1979 年 ,有关院校所承办的 11 期海外青年技

训班 ,共招收侨生 3 237 人⑤。

二、80 年代以来台湾地区侨生教育的新趋向

近 20 年来 ,受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政策、国际政治环境、台湾经济发展以及海外华文教育复

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海外侨生赴台升学格局发生新的变化。总体而言 ,就读台湾各校的侨生

数 80 年代略有增长 ,1989 学年度在学侨生数达到第三个高峰值 13 705 人 ,但此后则呈下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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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1990 - 1997 学年度 ,在学侨生数依次为 13 362 人、12 260 人、11 776 人、10 986 人、10 220

人、9 434 人、9 135 人和 8 727 人⑥。面对时代的急剧变迁、中国大陆招收海外生的竞争以及来

台侨生减少等新问题 ,台湾当局不断调整其侨教政策 ,加强岛内侨生教育。

首先 ,进一步提高对侨生来台升学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侨生就学辅导和保障工作。

国民党当局为缓解其外交困境 ,更加重视扩展侨教。从 1979 学年度开始 ,在招收侨生较

多的台湾大学、成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增设专任侨生辅导人员 ;至 1982 年 ,各公私立院

校一律增设这类辅导人员。1980 年颁布《侨生辅导实施纲要》,对侨生接待与入学、学业、品

德、侨生社团、康乐活动等方面的辅导以及毕业侨生联系 ,作出相应的调整。先后公布《专科以

上学校侨生假期课业补习班办法》及《侨生基本学科课业辅导要点》。80 年代后期 ,一些从台

湾地区移民国外的新侨子弟开始返台升学 ,为避免新侨子弟挤占侨教资源 ,台湾当局重新确定

来台升学侨生的身份认证条件 ,将原定的侨生需在海外连续居住 5 年以上改为需 8 年以上 ,方

可申请分发赴台升学。为减轻就学侨生的经济负担 ,“侨委会”在医疗保险上给予更多的照顾 ,

并增加奖助学金的种类和名额。据台湾互联网 1999 年 1 月 14 日公布的统计 ,台湾官方、高校

和民间人士为在学侨生提供的奖学金及工读助学金共有 21 项 ,奖励及资助侨生多达 5 556 名。

这些奖助的对象包括就读中等学校和公私立大专以上学校的专本科、硕士班、博士班各层次华

侨华人学生 ,奖助金额 (新台币)从 2 500 元到 34 000 元不等。

其次 ,适应海外华文教育发展需要 ,着力推进岛内华文教育向高层次拓展。

从 80 年代开始 ,“侨委会”在岛内举办各种形式的华文专修班、培训班 ,并将 50 年代以来

陆续成立起来的 14 所大学附设华文教育中心 ,从原来主要面向外国人士改为主要面向华侨华

人 ,使之成为开展华文教育的重要基地。规定 ,侨生入学后 ,均应参加中华文化讲习班学习 ,各

校利用寒暑假为侨生开设各种类型的中国历史、中华文化辅导课程。近年来 ,又将侨生来台接

受辅导就学的学校 ,从普通大学与研究所扩大到四年制技术学院和二年制大专 ;扩大开放各大

学、研究所及二年制专科的侨生名额 ,试办开放科技大学侨生名额。台湾学者指出 ,如果岛内

侨教仍停留在培养中小学师资的阶段 ,则使所造就的人才不能进入当地高等教育体系之中 ,因

此 ,呼吁当局应修改有关招生办法 ,鼓励侨生赴台就读研究生课程 ,提升侨生的学历层次 ,为发

展海外华文高等教育服务。为扩大侨生升学途径 ,90 年代初期 ,台湾当局斥巨资在南投县创

办暨南国际大学 ,设立人文、管理两个学院 ,设中国语文、比较教育、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国际

企业学、经济学等 5 个研究所 ,招收侨生和本地生。1995 年开始招收华侨华人硕士班研究生。

1998 年 ,台湾当局进一步删除侨生申请就读研究所只限文、法、商硕士班的规定⑦。

第三 ,采取合作办学等途径与方式 ,吸引海外侨生前来深造。

1997 年 ,台“教育部”公布暨南国际大学、彰化师范大学、逢甲大学等 7 所大学首次与国外

学校合办双联学制。侨生在居住国高校读完两年课程后 ,以甄试入学方式回台衔接大三、大四

课程 ,两年内取得台湾学位。合作办学招收侨生名额 ,以不超过台湾招生学系总名额的 1/ 5 为

原则 ,不占本地生名额 ;修学期限至少 2 年 ,限读原相关学系 ,以便课程衔接⑧。台湾师范大学

配合马来西亚华校董总所订的“华文独立中学师资培训 (保送) 专业计划”,1996 年度招收其保

送生 10 名。逢甲大学每年与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合办“东南亚地区电脑教师训练班研习会”课

程。屏东师范学院 1998 年首次承办缅甸侨校师资培训班 ,37 名教师参加了为期一年的研习活

动。近年来 ,台湾在缅甸 (主要是缅北) 每年招收 400～500 名五年制中专生和大专生 ,与中国

大陆争夺华文教育阵地。侨生大学先修班为了与华文独中学生每年 11 月毕业相衔接 ,从 1999

年 2 月开办首届马来西亚侨生春季班 ,至 2001 年已续办三届。“侨委会”继续委托有关院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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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海外青年技训班 ,增加招生人数。1981 —1996 年所办 9 期技训班 ,共招海外华人子弟 4 426

人。从 1990 年第十七期起 ,技训班修业时限由 1 年半增为 2 年⑨。近一年来 ,这类技训班开始

转以社区学院方式进行 ,毕业后可获得副学士学位 ,进一步增强了对海外侨生的吸引力。

第四 ,近年来“台独”势力滋长 ,使岛内侨教的目标与内容发生潜在变化。

在李登辉支持下 ,民进党上台后 ,进一步推行“台独”文化教育政策。陈水扁提出 :“让立足

台湾的本土文化与华人文化、世界文化自然接轨”�λυ ,蓄意把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对立起来。

民进党虽加强宣传引导海外侨生来台升学 ,为华裔青少年学习华文和接触中华文化提供机会 ,

但却将之限定在争取“国际生存空间”的政治目标下 ,并以所谓“台湾本土文化”来改造侨生教

育。为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语言文化联系 ,台湾当局于 2001 年初公布“中文译音统一规

定”,以所谓“自然拼音”, 即“台湾汉语拼音罗马化体系”,取代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决定

在中小学实行“乡土教学”,自 2001 年秋季起 ,在小学各年级专设“乡土语言课”,并将要扩大到

中学 ;鼓励台各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或“台湾文学研究所”,要把中国文学系归为外国文学

系 ,试图将台湾文化“脱中国化”。这种所谓“台湾本土化”的语言、文化教育导向对于来台就学

侨生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 ,海外第二、三代华侨华人子弟大多对祖籍国大陆与台湾

的历史、文化联系并不十分明确 ,容易为“台独”势力的歪曲宣传教育所迷惑 ;同时 ,在坚持“台

独”政纲的民进党统治下 ,体现国民党侨教理念的三民主义、中国历史、地理等传统侨教课程将

面临被削弱乃至被废止的危机。

三、时代发展呼唤海峡两岸华文教育的合作交流

台湾当局历来重视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 ,把吸引和支持海外侨生赴台升学作为与中国大

陆争夺海外华侨华人支持的一项战略举措。半个世纪以来 ,台湾在招收和培养海外侨生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成效 ,但也面临着现实困境。为了积极开展侨务对台工作 ,推动海外华文教

育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应大力扶助海外华侨华人学生来祖 (籍) 国大陆学习华文和就读高等教

育 ,同时加强海峡两岸华文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一)台湾招收、培养海外侨生的成效与影响

台湾的华侨教育具有完整的体系。在招生方面 ,实行保送与考试并举、分散与集中入学相

结合。除了高职侨生外 ,进入普通高中和大学先修教育的侨生 ,主要集中在华侨实验中学及侨

大先修班肄业。升读大专院校的侨生 ,一直实行分散入学的办法 ,分发到各高校学习。在侨教

管理上 ,重视侨教立法 ,明确划分“侨委会”、“教育部”和各校的管理权限与职责。在教学形式

上 ,灵活多样 ,既进行全日制大学、大学先修班和中等学校的侨生教学 ,也举办短期海外青年技

训班、海外侨校师资培训班、广播函授教学。这种华侨教育模式吸引大批海外侨生前来就读 ,

取得了明显的教育成效。

据台湾方面统计 ,迄止 1996 学年度 ,赴台升学的海外侨生累计达 1316 万人。其中 ,历届

大专院校毕业侨生 67 588 人 ,侨大先修班结业侨生共 23 507 名 ,海外青年技训班毕业生 7 663

人 ,中等以下学校毕业侨生有 14 695 人 ,有关教育机构培训海外侨校在职中、小学教师 7 000

余名。以各大专院校就学毕业的侨生人数而言 ,台湾大学最多 ,达 20 673 人 ;成功大学居其

次 ,有 8 347 人 ;台湾师范大学位列第三 ,有 7 543 人�λϖ 。这些侨生绝大部分来自亚洲 ,尤以马来

西亚、港澳地区为多 ,他们学成后一般都返回原居住的国家或地区发展。

台湾招收、培养海外侨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 ,海外华侨华人子弟来台升学 ,能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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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专业技术教育和中华文化熏陶 ,有利于提高其在海外的生存、发展能力 ,有利于促进中

外文化交流融合。如自 60 年代以来 ,台湾大专院校一直保留固定数量的名额给马来西亚华人

学生深造 ,数十年来共培育 3 万余名留台大专毕业生。他们返回居住国后 ,在经贸、文教等领

域都有杰出表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 ,台湾当局通过举办侨生教育 ,培养海外华侨华人对

台的认同感或亲近感 ,扩大其海外势力范围 ,在政治上不免产生消极影响。许多留学台湾的侨

生返回居住国后成立留台校友会和亲台侨团。目前 ,海外留台校友会共有 83 个 ,其中 ,马来西

亚有 41 个 ,香港地区有 19 个 ,菲律宾和泰国各有 5 个 ,印尼 3 个 ,美国 2 个 ,澳门、汶莱、新加

坡、日本、韩国、缅甸、加拿大、澳大利亚各 1 个 ,联系留台毕业生校友 3 万余人�λω。留台毕业侨

生往往成为台湾在当地开展民间活动的支持者和最佳中间人 ,也是近年台湾厂商在各地投资

事业的重要人力资源。

(二)台湾岛内侨教面临的困境

目前 ,绝大多数海外华侨已成为外籍华人 ,海外华侨教育也演变为华文教育。台湾当局不

顾海外华人社会的变迁 ,仍坚持“双重国籍”,把外籍华人学生来台升学定位为华侨教育 ,这显

然不能适应海外华人教育发展的要求。同时 ,“台独”侨教目标也是与祖国统一背道而驰的。

在侨教内容上 ,台湾历来推行繁体字和注音符号 ,民进党执政后又决定改用“自然拼音”,刻意割

裂台湾与祖国的文化联系 ,宣扬“文化台独”。这种倒行逆施加剧了台湾岛内侨生教育的危机。

东南亚和港澳地区一直是台湾侨教的主要生源地 ,90 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台湾当局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正在下降。香港近年扩大高等教育名额 ,改变

学制。港澳回归祖国后 ,台湾对港澳生定位发生变化。1997 年 6 月 20 日 ,马来西亚与中国正

式签署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 ,促进了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毕业生前来中国大陆就学。相比之下 ,

除医学文凭外 ,马来西亚政府并不承认台湾的高等教育文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除了职业技

术教育外 ,东南亚国家和港澳地区赴台升学的侨生人数正逐年减少。如 1997 学年度 ,华侨实

验中学在校生共 1598 人 ,其中侨生有 326 人 ,仅占全校的 1/ 5 ,其余均为本地生。该学年度来

台升读高中的侨生比 1991 学年度减少 40 %�λξ。

(三)加强海峡两岸合作交流 ,推动国内华文教育发展

综观台湾侨教的演变轨迹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教育需要 ,加强海峡两岸华文教育领域的合

作互补已是大势所趋。台湾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 ,台湾在华文教育上的优势逐渐为大陆所取

代。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教师陈惠玲指出 ,尽管台湾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起步较早 ,过去在

生活水准和教学方法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曾吸引不少侨生前来深造 ,但是 ,随着近年来中国大

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发展 ,很可能导致台湾外籍学生的流失。认为 ,海峡两岸在政治上虽

存在歧见 ,但在传播中国文化上并无二致 ,台湾应与大陆进行华语教学交流 ,互相学习、取长补

短。台湾华文教师应学会大陆的汉语拼音、简体字、词汇及用语�λψ。

目前 ,海外华文教育持续发展 ,但其办学层次较低。海外华文学校多为小学 ,中学约有

400～500 所 ,华文专科院校仅有菲律宾、泰国及马来西亚等国的少数几所。因此 ,前来中国大

陆接受华文高等教育成为海外华侨华人子弟的迫切愿望。马来西亚华人曾建言我国侨办 :不

定期组织并邀请海外华裔青少年代表访问中国 ,参观中国的建设项目及文化景点 ,了解中华文

化的精华与要义 ;系统开办一些学习华文的短期课程 ,为海外华裔子弟前往中国学习母语提供

更多机会 ,以培育海外华裔民族自尊心 ;借鉴台湾辅助侨教的有益经验 ,在中国大陆一些高校

分配一定的名额 ,以优惠条件鼓励海外华人青年留学中国 ,并为马来西亚独中老师提供就学深

造机会 ,帮助他们进修专业文凭课程。(下转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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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产生方式”、“组织机构”、“主要职权”都作了精练的总结 ,使整个篇章结构一目了然 ,而

内容又充盈饱满。

“政治行为篇”和结语部分也有许多可读之处 ,特别是作者对当代台湾政治过程与政治变

迁的原因分析和对台湾政治驱动力、政治变迁的模式和前景的分析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虽然这些观点并非每个人都会接受 ,可能会引起一定的学术争论 ,但是学术研究的可贵之处就

在于它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和争论 ,有思想的交锋才能够真正显示出学术著作的价值。

与所有的学术著作一样 ,《当代台湾政治分析》也有某些需要斟酌的地方。比如书中有少

量政治术语和用词借用了台湾和海外学者的表达方式 ,可能会对非台湾政治研究的学者和刚

刚进入政治学领域的学生在理解上造成某些困扰。这也许是所有从事某一领域研究时间较长

的学者都会出现的现象 ,对整书的质量并没有影响 ,《当代台湾政治分析》仍是一本了解当代台

湾政治变迁的必读之书。

[责任编辑 　陈孔立 ]

(上接第 95 页)
　　近年来 ,我国政府大力招收海外华侨华人学生 ,重视加强两岸华文教育合作交流。近 5 年

内 ,国务院侨办依托北京、广州、厦门 3 所侨校及有关省市侨办接待了涉外师资班、夏令营团队

3000 余人 ,招收中文补习长期班学生 2100 余人�λζ。1999 年 8 月 1 日 ,在第三届国际华文教育

研讨会上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刘泽彭强调 :“尽管海峡两岸的政治制度不同 ,社会和经济结构有

着较大的差异 ,但在帮助华侨华人在海外生存、发展 ,推动和促进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方面 ,

两岸应该有较多的共识和较强的互补性。因此 ,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和祖国统一的原则 ,在语

言、文字等学术问题上求同存异 ,捐弃前嫌 ,我们的合力就会更大 ,效率就会更高 ,海外华教界

获得的助益也会更丰。”�λ{从 1999 年秋季起 ,国务院侨办在所属的 3 所侨校设立“海外华侨华人

奖学金”,计一等奖学金 45 名 ,二等奖学金 80 名。2000 年 4 月 ,国务院侨办确定国内 22 所高、

中等学校作为首批华文教育基地。这些措施对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学生来华深造无疑起到巨大

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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