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生來臺政策之評估 

 計畫主持人：吳秀玲 

 協同主持人：王智盛 

 

（一） 計畫背景與議題 

經過多年討論折衝，立法院終於 2010 年 8 月 19 日通過大學法、專科學校法

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陸生三法。這項承認大陸學歷，歡迎陸生來臺的修法舉

措，歷經十五年八位教育部長，終於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然而，隔年（2011）正式招生時陸生卻只來了 933 人，使得陸生來臺相關政

策遭不同方向支持者的同聲詬病。例如贊成開放的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於全國

大專校院校長會議中指出，因三不六限和沿海四十一校限制，造成陸生來臺人數

比預期短少許多；而反對開放者則堆於臺灣教育資源排擠、就業競爭、國家安全

等的疑慮，仍然不支持給予陸生更多的優惠政策。 

「陸生來臺政策」開放初衷，乃是因為期待促成提昇臺灣高教水平、甚而挽

救多數受少子化所苦，導致招生不足危機的多重功能政策，但執行後卻因為學生

素質及招生人數的不如預期，贊否兩邊同聲不滿，自然需要重新省視，以考量如

何能夠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和整體政策的所欲目標。甚至連馬英九總統都在今

（2012）年 2 月初，也針對「陸生來臺政策」提出，招收陸生是要吸取好學生，

但「三限六不」限制太多，好學生反而不會來，無法達到當初開放的目的，應進

一步檢討開放可能性。 

有鑑於此，本計畫預計將針對國內當前陸生來臺政策發展之現況與問題、國

內外環境分析、主要策略，以及未來政策發展方向及列舉待修法條，提出實際可

行之政策建議，俾作為政府政策研修之參據。 

（二） 計畫工作項目與產出 

     首先，由於「陸生來臺」政策開放至今，僅招一屆，執行時間尚短，以上

文獻多數觀點較從實務出發，缺少理論依循與深、廣度討論。簡言之，反對開放

者認為陸生來臺議題至少牽涉國安、社會及教育三方面，但支持開放者則較著重

高教問題的解決。本計畫目的即在於在實務思考之外，希能兼顧學術理論深度及

議題廣度，為陸生來臺政策奠下堅實的說理基礎。 
    此外，除了反對開放觀點外，支持開放者認為「三限六不」政策應作修正已

是基本共識。然在「三限六不」的框架之下，目前的「陸生來臺政策」與法制，

顯然無法滿足政府所設定的政策目標和需求，未來政策方向該何去何從？現行法



 

制有多少法條應該隨之修正？而修正調整的方向內內容應該如何規畫？不僅是

政府迫在眉睫的重要議題，同時也本計畫第二個思考重點。 
    至本計畫之具體工作項目分述如下： 

1. 透過廣泛而深入的文獻分析，蒐集掌握「陸生來臺政策」理論與實務，俾

釐清政府總體政策需求與目前政策實踐之落差。 

2. 根據上述分析，擬定焦點議題，規劃政策利害關係人（包括產、官、學）

的焦點座談活動。 

3. 以「論壇」形式舉辦焦點座談活動，並在凝聚更多共識方向的基礎上，擴

大舉辦研討會，以廣泛吸納各種討論及審議意見。 

4. 綜整上述工作成果，出版「政策白皮書」，據以提出政策及未來修法方向

之建議。 

（三） 計畫預期效益 

          本計畫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成果及績效： 

1. 藉由文獻蒐集和分析，掌握「陸生來臺政策」相關力量的清楚觀點、未來

可能行動，並建構相關政策的論基礎。 

2. 透過利害關係人的「論壇」焦點討論活動，辯證凝聚「陸生來臺政策」未

來的調整方向及內容。 

3. 根據研究成果，綜整提出「陸生來臺政策」檢討開放之政策規劃建議及法

條修正參考。 

4. 透過「政策白皮書」的出版，作為提供行政及立法部門對於後續調整「陸

生來臺政策」時之重要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