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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台湾当局的华侨教育政策

庄 国土

台湾当局历来把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作为
“

基本国策
” ,

推动和控制华侨教育 向来是

其侨务工作的重心
。

台湾当局的华侨教育工作分为岛内和岛外两部分
。

岛内工作主要是吸引

侨生来台升学
,

岛外工作主要是推动和控制海外华侨教育
。

本文试就台湾当局的华侨教育政策

的背景
、

措施和特点作初步探讨
。

一
、

华侨教育在台湾侨务工作中的地位

年代初
,

台湾当局把华侨教育视为侨务工作的第一要 务
。

年
,

台湾当局 召开第一次

侨务会议
,

各地华侨
“

代表
”

和台湾政要共 多人与会
。

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致训辞
,

称当时

侨务工作三项任务是
“

第一要发展华侨教育
,

弘杨民族文化 第二要加强对大陆的经济制裁

第三要团结全球侨胞
,

结成一个组织
,

形成一个任务
。 ”

会议通过《当前侨务纲领》有关侨教

的基本方针是
“

奖进侨民教育并扶植海外文化事业
,

稗侨胞能继承祖 国之文 化传统
。 ”

年
,

台湾当局举办华侨文教会议
,

制定《当前华侨教育工作纲领及实施要点》
,

其主要内容是发

展华侨学校教育
、

社会教育
、

侨报业务和吸引侨生到台升学四大方案
。

年
“

华侨经济会议
”

在台召开后
,

台湾当局的侨务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华侨经济
,

但对

华侨教育仍予以高度重视 这是因为华侨教育不仅是与大陆争夺侨心的关键
,

而且可以直接推

动台湾经济的升级和转型
。

在台湾受教育及由台湾资助的侨校学生遍布世界
,

活跃于海外的华

商网络
,

是台湾当局引进侨资及对外投资的对象和桥梁
。

历任台湾
“

侨委会
”

委员长无不强调侨

教工作的重要性
。  年 台湾

“

侨委会
”

委员长郑彦菜强调 在维护侨民利益
、

辅导华侨经济

及发展华侨教育的三项侨务基本工作中
,

华侨教育是中心环节
。

一 年任
“

侨委会
”

委员长的曾广顺在其长达 年的任期内
,

也一直将华侨教育作为台湾侨务的重点
。

在 台湾
“

侨

委会
”

下辖的四个处 中
,

除第二处专司华侨文教工作外
,

还专设侨生辅导站
,

直辖于
“

侨委会
” ,

掌理侨生在台升学及侨生毕业后的联系工作
。

从台湾
“

侨委会
”

的预算结构中亦可看出当前台

湾当局对华侨教育的重视
。  年台湾

“

侨委会
”

预算经费为 万美元
,

其中华侨文教经

费占
。

而 年的预算为
,

万美元
,

文教经费占  
。

二
、

吸引侨生到台升学

台湾当局认为吸引侨生到台升学
,

是发展侨教的
“

起点工作
” ,

给予高度重视
。  年台湾

“

立法院
”

通过八项《当前侨务施政政策要点》 其中第四 项是
“

奖励华侨青年 回国就学
,

对于入

境
、

入学应予切实便利和辅导
”

第八项是
“

积极鼓励海外技术青年 回国参加反共抗俄实际工

作
,

大量招训海外各地忠 贞优秀青年 储 备干部
。 ”

年 月
,

台湾当局 召开华侨文教会议
,

通过了以《当前华侨文教工作纲领》及以纲领为中心的四大方案 其中之一即是
“

鼓励侨生到台

,

作者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副所长
、

副教授
。



升学方案
” 。

美国插手台湾事 务
,

也是台湾当局开始重视侨生到台升学的重要因素 年美国副 总

统尼克松访问东南亚各国后
,

建议台湾当局 设法防止东南亚侨生到大陆升学
,

如能 使华侨青

年积极到台升学
,

学成回侨居地后 将能有效地对付侨居地的共产主义运动
。

当年
,

台湾当局

接受美援侨生教育计划
,

用美援专项拨款资助接受侨生的学校 各校每接受一名侨生
,

在美援

下拨款 万新台币
。

侨生赴台及返 回侨居地旅费
、

在校的医药
、

娱乐等费用大半出自美援
。

以

 会计年度为例
,

美国国际合作总署核准当年美援侨生计划共美元 万
、

新台币
,

万
。

此外
,

又增拨新台币
,

万元
,

作为来台侨生人数增加的费用 美国也直接插手台

湾的侨生教育
,

美国国际合作总署中国分署
“

协助
”

台湾当局指导侨生活动和训练指导侨生活

动的辅导员
。

从  !一 年
,

赴台就读的侨生
,

多人
,

其教育经 费几乎全 由美援承

担 年
,

美援资助侨生到台升学经费停拨
,

当时台湾经济开始起飞
,

财政状况 尚好
,

当局

仍编制各项预算
,

拨 巨款继续支持侨生到台升学
。

台湾当局为了吸引更多的侨生到台升学
,

同时又要保证一定水平的教学 质量和侨生生活

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措施
。

设置专门机构管理
,

有关部门予以配合
。

年 月以前
,

侨生到台升学由台湾
“

教育

部
”

的普通教育司分别管理
。

随着侨生赴台数量增多 台湾当局于
“

教育部
”

下专设侨民教育委

员会
,

负责侨教业务
。

台
“

侨委会
”

除第二处掌管侨教外 还专设侨生辅导室
,

管理赴台侨生辅导

事宜
。

由于侨生到台升学涉及教育与侨务
,

易产生互相推姿事权
、

责任的状况
。  ! 年

,

台
“

侨

委会
”

和
“

教育部
”

共同商定《回国侨生教育及生活辅导等业务权责划分表 》原则上确定由前者

负责侨生生活事务
,

后者负责教育业务
。

年起
,

对公立大学设置专任辅导人员
,

按在校侨

生人数计算
,

每名补助新台币 。元
。

逐步制定规范化侨生教育条例
。

为了使侨生在台升学的管理规范化
,

台湾当局制定一系

列管理条例
,

内容包括侨生入学
、

学业辅导
、

生活管理 乃至毕业后的联系
。

年
,

台湾
“

教育

部
”

颁布《华侨学生申请保送来台升学办法 》
,

又于  年
、  !年分别制定《来 台升学大专办

法》和《侨生保送中等学校办法 》
,

规定侨生来台升学的条件
、

手续和待遇
。

 年
“

侨委会
”

同
“

教育部
”

联合颁布《加强海外毕业生联系辅导方案》
,

加强台湾与毕业侨生的联 系工作
。

年
,

台
“

教育部
”

颁布《侨生辅导实施纲要》
,

强化在台侨生思想
、

学业和生活方面的管制
。

台湾当局实施的侨生教育政策具有如下特点

入学资格与海外侨校学制相衔接
、

保送与考试相结 合
。

根据《侨生回国升学及辅导实施

要点》规定 侨生若要进入台湾大专院校
,

须最近 年在海外侨校高中毕 业或在外文学校高中

毕业并有 中文听
、

讲
、

笔记能力
。

为了吸引更多侨生到台
,

同时又能保证相应的教学质量
,

年以 后
,

港澳地区学生赴台

升学的资格以考试为主
,

其他地 区侨生以保送为主
。

由〕有些海外地区没有侨校
,

抑或部分侨

校水准较低
,

保送去台的学生质量参差不齐 很 多侨生无法跟上学校课程
,

形成所 谓
“

问题侨

生
’, 。

针对这种情况
,

台湾当局采取考试和保送相结 合的办法 规定凡海外侨生欲到台升学
,

需在本地区进行学科测验
,

依名额数按成绩高低录取再保送台湾
。

正规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
。

大部分赴台的侨生分散进入台湾各高校就读
,

接受完整的

大学或专科教育
,

其 中以台湾大学接受的侨生最 多
。

一 年
,

每年在台就读的侨生

多人
,  年以后

,

每年在学侨生达
,

。 人以上
。

截至 年为止 从台湾毕业的大专侨生



累计
,

人
。

近年来
,

台湾当局积极筹办暨南大学
,

以招收侨生为主
,

现已经
“

行政院
”

核准
,

计划在 年招生 由于台湾大专院校每年所接收的正规侨生名额有限
,

为了吸收更多侨

生及培养华侨青年在侨居地的谋生能力
,

台湾当局从 年起
,

利用现有高校开办各种类型

的职业学校和培训班
,

传授实用技能
,

学制一般为 年
。

这些学校和技训班招生不受名额限

制
,

凡符合入学规定者均予分送入学
。

中华文化与专门知识技能教育相结合
。

台湾当局吸引侨生的前提
,

是侨生毕业后原则上

应回侨居地服务
,

使侨生既能完成专业教育
、

有一技之长
,

又能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
,

这一直是

台湾当局侨生教育的两项主要内容
。

台湾当局历来十分重视对侨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

除党

政要员常于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外
,

还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予以加强
。

台湾当局颁布的《侨生辅导

实施纲要》所规定的侨生辅导工作四项 目标中
,

第二项为
“

加强侨生民族精神教育
” ,

第三项为
“

增进侨生对中华文化之熏陶
,

使学成后在海外发扬中华文化
。 ”

到台就读正规学校的侨生入学

前
,

要参加以 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讲习班 寒暑假期间
,

台湾各接收侨生的院校开设各种类

型的中国历史
、

文化辅导课程
,

组织侨生参加
。

毕业后回侨居地是侨生培养的原则
。

在台毕业的侨生绝大部分返 回侨居地
。

年
,

台

湾
“

侨委会
”

对当时 已毕业的
,

多名侨生分布情况进行调查
,

已返回侨居地服务者
,

助 多人
,

占  赴欧美深造或就业者
,

多人
,

占  留台实习或就业者
,

多人
,

占 在
,

多回侨居地的毕业侨生中
,

任教者
,

人 从事农
、

工技术工作者
,

多人 从事商贸业者
,

人 当医护人员者约
,

人 在政府
、

政党任职者 人 从事文

化
、

新闻业者 多人
,

其中不乏在当地有较大影响者
。

台湾当局还很重视与毕业侨生的联系
。

 年
,

台
“

侨委会
”

和
“

教育部
”

联合颁布《加强海

外毕业侨生联系辅导方案》
,

旨在加强台湾和毕业侨生及毕业侨生相互之间的联系
,

其基本措

施是 一
、

要求各校建立校友通讯网
,

敦促毕业侨生参加校友会 二
、

组织各校教师定期访问海

外各地毕业侨生 三
、

筹组海外毕业侨生联络中心
,

拨款资助校友会的联络活动等
。

三
、

推动和控制海外华侨教育

年代
,

台湾当局对海外华侨教育政策的重心
,

是巩固和发展从小学到大专的完整侨民

学校系统
,

试图将其作为台湾教育系统在海外的延伸部分
。

根据台湾当局在  年颁布的《侨

民学校章程》
,

海外侨校的设立要参照台湾现行学制
,

受台湾驻外
“

使领馆
”

或代表机构的监督

和指导
,

要向台湾当局立案
,

一律以国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等
。

海外侨校在 年代至 年代中

期有较大发展
。  !年

,

海外侨校有
,

所
,

到 年达到最高峰
,

为
,

所
。

据台湾方

面 自称
,

向其立案的侨校至  年止
,

达
,

所
,

占海外侨校总数的
。

年代以后
,

东南亚各民族政权相继采取限制或取缔华校的政策
。

而华校本身忽视职业

技术教育
,

影响侨生学习谋生技能
,

也使侨校生源减少
。

针对这种情况
,

台湾当局调整以东南亚

地区为中心的海外华侨教育政策
,

除了尽量巩固原有侨教阵地外
,

力求向美国
、

加拿大 和欧洲

地区发展侨校和海外华文班
。

以美国的华校和华文班发展最快
,

到  年
,

有华校
、

华文班

所
,

学生数较 年增加 倍
。

在华侨学校
、

函授学校的教学内容上
,

台湾当局采取传授

中国语言文化与技术职业教育并重的方针
,

在组织形式上
,

协助和奖励侨胞在侨居地设立职业

学校
、

职业班
,

举办技术训练班等
,

使侨生能学以致用
,

增长毕业后的就业能力
。

年代以后
,

台湾当局的代表被逐出联 合国
“

外交
”

上也陷入困境
,

对海外华侨教育机构



的影响力大为减弱 由于大部分主要的华侨侨居国对华校的限制与华校缺乏现代技能教育
,

传

统华校对新一代华侨华人的吸引力急剧下降
,

一 年代那种系统
、

完整的华校所剩无几
,

绝

大部分都纳入当地国的教育系统
,

其教育媒介语
、

课程设置
、

立案等都需遵从当地政府规定
。

此

外
,

海外第二
、

三代华侨华人逐渐长成
,

对中华文化 日益淡薄 针对这种状况
,

台湾当局于

年召开海外华文教育座谈会
,

会议的重要决议成为台清当局华侨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
,

其要点

有 支持侨校
、

巩固中华文化据点
、

扩大文化宜传
、

支持侨生到台升学等 台湾当局的海外华侨

教育政策的重点
,

转到对华侨
、

华人进行中华文化和语言教育上
。

。年代以后
,

世界出现学习华语的热潮
,

大陆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得较大成效
,

在促进

海外华侨教育
、

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成绩斐然
,

为海外华侨华人所瞩 目
,

更引起台湾当局的注意
。

台湾
“

侨委会
”

委员长曾广顺发出
“

无侨教将无华侨
”

的呼吁
,

也是针对海外华侨华裔对中华文

化
,

特别是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日益淡薄而发
。

台湾当局把华侨教育的重点放在华文教育特别

是对外汉语教学上
,

采取多种措施扶持海外华文教育
,

改进文化传播媒介
,

加强对外汉语教学
,

力图维持和发展台湾对华侨华文教育的影响力
。

台湾当局根据海外华侨教育的特点和变化
,

制定相应措施予以扶植
。

其主要做法如下

重视侨校师资选拔与培训
。

选派和培养海外侨校师资
,

是台湾当局插手和控制海外华侨

教育的最重要措施
。

台湾当局选拔和培训海外师资主要通过 种途径 吸引侨生到台师范

科升学
,

毕业后 回侨居地服务
。

派遣教师到海外侨校任教或讲学
。

年代以后
,

从 台湾毕业

的侨生陆续回侨居地任教
,

从台湾派出的师资入境也较困难
,

因此师资派遣数量逐渐减少
。

截

至 年
,

从台湾派到海外的师资累计约
,

人
。

培训华校师资
。

台湾当局采取多种方

式培训海外华校师资
,

年起
,

委托台湾师范学院开办华侨师资专修科
,

供海外侨校师资进

修
,

修业一年
,

共办四期
,

毕业教师 人
。

年起
,

委托台湾师大于每年寒暑假举办华侨中

等学校教师研 习会
,

时间 一 周
。

至 年底
,

参加研习班的海外中学教师 人
。

此外
,

台

湾当局常在侨居地举办各种文教
、

学术讲习班
,

派遣教授前往讲习 从 年开始
,

台湾当局

分别辅导美国
、

加拿大的中文学校举办华裔青少年夏令营
,

旨在促进侨校和中文班的功能与活

力
。

多种途径办学
。

台湾当局除辅助海外侨校发展
、

鼓动侨生到台升学之外
,

还因地制宜 根

据不同条件多样化办学
。

开办函授学校
。  ! 年 月

,

台
“

侨委会
”

在 台设立侨民函授教育

学校
,

设师范教育部 包括中等教育科
、

小学教育科
、

幼稚教育科 和职业教育部 商业教育科
、

工业教育科
,

当年实际招生了 名
。

侨民函授学校以后又增设新闻
、

家事
、

农牧
、

中华文史
、

华文教育等科
。   年该校改名为中华函授学校

。

到 年
,

该校入学学生累计为
,

人
,

结业人数 人
。

举办中华函授学校空中书院
。

该书院第一期于 年 月 日

开播 课程为
“

华侨会话
”

和
“

中华历史讲话
”

两科
,

由台湾广播公司在亚洲之声电台广播
,

工作

语言以国语为主
,

辅以英
、

泰
、

印尼
、

闽南
、

粤语等
。

初期广播范围仅及亚洲地区
,

以后扩大到美
、

欧
、

大洋洲地区 内容增加了
“

中华文化
”

科
,

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

设立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

年 台湾
“

侨委会
”

开始在华侨
、

华人聚居的地方设立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

目前
,

美国的洛

杉矶
、

旧金山
、

纽约
,

澳洲的墨尔本
、

悉尼
,

菲律宾的马尼拉
,

南非的约翰内斯堡
,

法国的巴黎
,

巴

拉圭的亚松森等地华埠均已成立了这类中心
,

文教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项 目有 开办中外文补

习班
、

民族舞蹈
、

武术等民俗班 提供咨询
、

职业训练服务 举办文化
、

教育
、

体育等活动
。

编印
、

赠送各类教材
、

读物
。

年始
,

台湾当局重新编印侨校教科书洪应海外侨校
。



 年编成《华侨南洋教科书》一套
,

分高初各科共 册  年
,

编成华侨初中国文
、

历史
、

化学等课本共 册
,

又编辑海外文库 卷 种
。

此后
,

台湾
“

侨委会
”

根据各地侨校的不同

情况编印各式中小学教科书及参考书

台湾当局向海外供应课本和读物增加很快
,

 ! 年起
,

每年均在百万本 以上
。

到 。一

年代
,

由于东南亚地区侨校多被限制和取缔
,

有些国家也不许台湾编的教材入境 因此
,

每年向

海外的供应数降为数十万册不等
。

年代世界华文热兴起
,

台湾编的华文教材
、

读物又大量流

向海外
,

目前每年达 千万册以上

小 结

综上所述
,

台湾当局对华侨教育的政策具有明确的反共目的
,

旨在与大陆争夺海外侨胞的

向心力
。

其政策颇具灵活性
,

能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
。

其具体措施亦能因地制宜
,

无

孔不入
,

取得一定成效
。

相当部分海外侨校在台湾注册
,

数万从 台湾毕业的侨生任职于侨居地

各个领域
,

台湾编印的教材
、

读物泛滥于世界各地华埠
,

由台湾资助的文教中心活跃于华侨华

人聚居地
,

很多著名华人的子女 如杨振宁
、

李远哲的子女及不少西屋科学奖青年得主都 曾到

台湾补习过中文
,

客观上对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起了一定作用
。

但
“

外交
”上的孤立制约了

台湾当局的手脚
,

更多的华侨华人青年选择到中国大陆升学或进修
,

海外华侨文教机构也普遍

接受中国政府驻外机构的指导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华侨华文教育会在大陆的指导下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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