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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參與國際交流會議） 
臺泰高等教育論壇參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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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參訪主要目的為代表國際處到泰國華新地區及曼谷地區參加由財

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舉辦、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協辦的2015年臺泰高
等教育論壇。 

近年來由於東協經濟力量的崛起，周邊各國莫不接收到極大的成⾧動能。在
東協十國中，泰國的經濟規模頗大，而作為㇐個東協國家中相對穩定與發達的國
家，發展的腹地與人口及經濟規模遠大於鄰近其他國家，因此是㇐個值得台灣的
教育界多所著力開發的市場。 

為了進㇐步了解泰國的高等教育與學校，實地與泰國的教師及學校接觸，本
校因此安排參與此次2015年臺泰高等教育論壇。而本活動泰國方面由泰國臺灣
教育中心曼谷辦公室承辦，安排了當地的各主要大學校方及國際事務相關之人員
來參加臺泰高等教育論壇。個人在參與會議期間，當面與泰國各主要大學校方及
國際事務相關之人員接觸，了解兩地間的差異以及泰國學生對到台灣就讀的之項
目以及可能的需求。 
  



3  

 
 

目次 
摘要    …………………………………………………………………………2 
目的    …………………………………………………………………………4 
泰國整體現況 …………………………………………………………………5 
2015年臺泰高等教育論壇背景資料 ……………………………………10 
行程安排   …………………………………………………………………………11 
心得與建議 ……………………………………………………………………..…20 
  



4  

目的 
本次出國參訪主要目的為代表國際處到泰國華新地區及曼谷地區參加由財

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舉辦、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協辦的2015年臺泰高
等教育論壇。 

近年來由於東協經濟力量的崛起，周邊各國莫不接收到極大的成⾧動能。在
東協十國中，泰國的經濟規模頗大，而作為㇐個東協國家中相對穩定與發達的國
家，發展的腹地與人口及經濟規模遠大於鄰近其他國家，因此是㇐個值得台灣的
教育界多所著力開發的市場。 

為了進㇐步了解泰國的高等教育與學校，實地與泰國的教師及學校接觸，本
校因此安排參與此次2015年臺泰高等教育論壇。而本活動泰國方面由泰國臺灣
教育中心曼谷辦公室承辦，安排了當地的各主要大學校方及國際事務相關之人員
來參加臺泰高等教育論壇。個人在參與會議期間，當面與泰國各主要大學校方及
國際事務相關之人員接觸，了解兩地間的差異以及泰國學生對到台灣就讀的之項
目以及可能的需求。 
招生機會 

近年來由於東協經濟力量的崛起，周邊各國莫不接收到極大的成⾧動能。在
東協十國中，泰國的經濟規模頗大，而作為㇐個東協國家中相對穩定與發達的國
家，發展的腹地與人口及經濟規模遠大於鄰近其他國家，因此是㇐個值得台灣的
教育界多所著力開發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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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整體現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B%BD]。 

泰王國（泰語：ราชอาณาจกัรไทย），通稱泰國（泰語：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英語：
Thailand），舊稱暹羅（泰語：สยาม；英語：Siam），是東南亞的國家，東臨寮
國和柬埔寨，南接暹羅灣和馬來西亞，西靠緬甸和安達曼海，乃東南亞國家協會
成員國之㇐。 

在過去，泰國㇐直以「暹羅」（泰文：สยาม，皇家轉寫：Sayam）作為國名。
在擺脫高棉人統治之後，暹羅人以「自由」㇐詞（讀音即為「泰」）作為主體民
族泰族的名稱。鑾披汶·頌堪元帥在1939年6月23日至1945年9月8日期間，將暹
羅改稱「泰國」（泰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皇家轉寫：Prathet Thai），取其「自由領
土」之意，皆因在當時的東南亞地區，周邊的各個大小王國均相繼淪為葡萄牙、
荷蘭、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歐亞列強的殖民地，使得泰國成為唯㇐僅存的
獨立國家。1945年9月8日，泰國復稱為「暹羅王國」。1949年5月11日，暹羅正
式更名為「泰王國」。 

泰國古稱暹羅，受到中國及印度很大的影響。16 世紀歐洲列強來到暹羅，
直至 19 世紀末英法兩國已分別在暹羅東西兩邊建立英屬印度和法屬印度支那殖
民地。1896 年英法簽訂〈關於暹羅等地的宣言〉，將暹羅列為兩個殖民地之間
的「緩衝國」，其後英法於 1904 年劃定勢力範圍：湄南河以東為法國勢力範圍，
以西為英國勢力範圍。雖然暹羅沒有成為列強殖民地，但仍受英法的諸多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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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王朝的拉瑪四世（1851 年至 1868 年在位）開始國家開放政策，至拉
瑪五世（朱拉隆功大帝，1868 年至 1910 年在位）借鑒西方國家經驗，進行了
㇐系列改革來適應殖民國家對暹羅施加的壓力。1932 年 6 月，在㇐次不流血革
命後，暹羅成為君主立憲制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鑾披汶·頌堪政府傾向日本，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發動
太平洋戰爭，日本和暹羅簽訂《日泰攻守同盟條約》。1942 年 1 月 25 日泰國
宣布向英美宣戰，日本曾將部份在緬甸和馬來亞半島北部佔領地割讓給暹羅。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暹羅隨即在翌日宣布「暹羅 1942 年 1 月 25 日對
英美宣戰宣言無效」，暹羅的「宣戰無效」宣言被同盟國承認。1949 年改名泰
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泰國成為美國在東南亞的主要軍事盟國。在東南亞地區，
泰國亦是㇐個舉足輕重的國家；首都曼谷是該區域中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大都會區。
另外，泰國是東協始創國之㇐，亦在東南亞區內事務有積極的參予。 

戰後的泰國⾧期實行軍政府獨裁統治，據報導，泰國的政變有時或與王室
及支持王室的勢力有關；國王為保持平衡，指示政爭須有限度。2008 年的政治
危機中，穿著黃衫、包圍機場的人被指為王室支持者；運動起源於國王懼怕塔克
辛進㇐步擴張影響力。總理頌猜代表民選政府命令警察進入機場驅逐黃衫人，但
軍警都只忠於國王而不願行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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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後，泰國通過 2007 年憲法，規定由軍隊控制的選舉委員會指定參議
院 160 席中的 84 席，其餘議席中的絕大部分也由各地的選舉委員會指定；並且
通過法院限制原泰愛泰黨議員參選而控制住眾議院，進而控制政府官員的選擇。
由於軍隊是忠於泰國王室，因此，通過政變，泰國王室重新控制及主導泰國的軍
政大權。 

表㇐ 泰國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官方語文 泰文 

人口  

 總人口：65,720,153 人（世界第 20 名） 
 人口密度：132.1 人/平方公里 

342 人/平方英里/km2（世界第 88 名） 
民族  

 · 75% 泰族  （暹羅，蘭納，佬族） 
14% 華裔  （潮州，客家，海南，廣東，福建） 
7% 北方高棉  3% 馬來族  1%其他 

 
表二 泰國經濟現況 

經濟實力 

貨幣單位 泰銖（THB） 

人均 GDP 國內生產總值（購買力平價） 以下資訊是以 2013 年估計 
 總計：7015.54 億美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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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10,849 美元[1] 
國內生產總值（國際匯率） 以下資訊是以 2013 年估計 
 總計：4249.85 億美元[1] 
 人均：6572 美元[1] 

HDI  

 0.722[2]（第 89 名）－高 

 
人口分佈 

全國共有 20 多個民族，總計 6000 多萬人口。泰族為主要民族，佔人口總
數的 75％、華族佔 14%，馬來族佔 2.3%，其餘是緬族、高棉族、苗族、瑤族、
桂族、汶族、克倫族、塞芒族、沙蓋族、孟族等民族。 

大約有 14%的泰國人口是華裔，其中相當㇐部份來自中國廣東省潮汕地區。 

另外，馬來族是另㇐個重要的少數民族（2.3%），其餘的少數民族包括高棉、
孟族等民族。除此之外尚有京族，以及㇐些住在山上的部落，例如巴通族、嘎良
族（著名的⾧頸族）、拉祜族、苗族、瑤族等，接近緬甸的山區有少數撣族人，
這些人口大約為 788,024 人。 

除此之外，泰國還有大量的來自其他亞洲地區、歐洲、北美等⾧期居住在泰
國的人口，還有大量非法移民。不過由於泰國人口基數大，所以這些人口只占總
人口的很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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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業結構來分析，泰國的人口主要為農業人口，集中在稻米產地，即泰國
的中部和東北、北方。隨著全球化進程，泰國也在工業化過程中，有大約 31.1%
的泰國人口集中在曼谷等大城市，而且在持續增⾧中。 

泰國華商和華人 

早在清朝時，華人就已經來到泰國謀生，並漸漸融入當地。把泰國統㇐起
來，建立泰國第㇐個統㇐王朝——吞武里王朝的就是潮汕人鄭信，當時的版圖
比現在泰國的版圖還要大。如今，鄭王像仍被泰國民眾虔誠地供奉。泰國華商主
要來自於廣東潮汕地區。泰國的重要經濟支柱都由華人支持，不少大型企業都是
由華商創辦。華人的經濟地位相比當地泰族原住民較為優越。因為泰國是個佛教
國家，住民淳樸，對華人沒有太多的種族對立。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政權更替後，中國開始向東南亞各國輸出革
命[13]，支持所在國革命組織顛覆政府。因為東南亞共產革命的參加者幾乎都是
華人，導致當地各國政府為防共而排華。泰國是東南亞國家中排華最輕微的，沒
有像印尼以及馬來西亞那樣大屠殺。為切斷華人與母國的血脈聯繫，泰國政府禁
止教授華文和使用華文。華人為求自保，都放棄原來的中國華語姓氏，而改用有
相同意思的泰語文字來當作他們的新姓氏甚或採用當地姓氏。這運動後來稱之為
「改姓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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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時代，中國改善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在 1989 年，中國徹底結束
了對東南亞的革命輸出。中國與泰國的經濟合作日益增多，泰國允許恢復華文教
學。泰國經濟的起飛，也吸引了大批華人到泰國發展。華人在今天的泰國經濟和
政治中，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泰國前總理塔克辛、艾比希、盈拉、泰國最大的
商業集團正大集團的董事⾧等等都是華裔，華商在泰國的經濟發展中擁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 

泰國地區教育現況 

泰國教育主要是由泰國教育部管理。學齡兒童必須就學，直到完成中學前
三年的課程，這些學生可以就讀公立或私立學校，這些學校的學制分為小學六年
的初等教育、以及中學六年的中等教育。少數偏遠地區學校的學制只包含六年小
學和三年中學。 

根據 2005 年的統計，泰國的整體識字率大約為 92.6% 

2015年臺泰高等教育論壇背景資料 
近年臺灣高等教育邁向國際化，大學校院紛紛與世界各地頂尖大學建立互惠

夥伴關係，有效推動教學與研究層面的全球交流合作。103學年我國大專校院境
外學生（含學位生及非學位生）計92,685人，其中泰國為1,557人，占境外生總
人數1.68%，在各國家地區中排名第11。泰國為東南亞重要經濟體，也是東協
(ASEAN)的創始會員國，為迎接2015年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整合，泰國現亦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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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國際產學合作以提升人力素質。 
與先進國家相比，臺灣與泰國地理位置相近、文化背景相似、學費相對便宜、

校系選擇多樣、獎學金優渥，無論在農業科學、奈米科技及半導體科技等領域之
研究及發展都具優勢，對泰國學生相對極具吸引力。藉由臺泰高等教育論壇的舉
行，雙方教育行政官員與大學校⾧代表針對彼此關注之高教與人才培訓議題進行
座談討論，並經由雙方的政策現況說明與經驗分享，以期能達成若干具體共識，
為兩國學術交流開啟新頁，落實教育合作之成效。 

「第五屆臺泰高等教育論壇」由泰國Phetchaburi Rajabhat University
（PBRU）主辦，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協辦；論壇主題為：Thailand–Taiwan 
Partnership for Enhanced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ributingto 
Economic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論壇會場在Dusit Thani 
Hua-Hin Hotel。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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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1 月 24 日 
第 5 屆臺泰高等教育論壇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開幕式 

致詞 
1. 泰方：前教育部長 Prof. Wichit Srisa-an, Ph.D. 
2. 臺方：教育部 林思伶政務次長 

 
致贈紀念品 
團體照  

09.30-09.50 臺泰菁英 600 計畫簡介 
演講人： 菁英來臺留學計畫主持人 程萬里校長 

09.50-10.10 上午茶敘交流 
10.10-12.00 專題演講 I 

講題：    高等教育發展促進經濟成長與永續發展                 
演講人：泰國國王科技大學（KMUTT）副校長 Assoc. Prof. Bundit 

Thipakorn 
專題演講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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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    STEM 教育 
演講人：國立清華大學 周懷樸副校長 
專題演講 III 
講題：    泰國工作整合學習和人才移動 
演講人：泰國工業聯合會(F.T.I.)副祕書長 Mr. Suebpong Ketnute  
專題演講 IV 
講題：   強化大學產學合作之競爭力  
演講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姚立德校長 

12.00-14:00 午餐 
14.00-15.30 分組論壇 

主要議題： 
1. 增進臺泰雙方師生互動 
2. 強化產學合作，讓畢業生作好準備，以應對未來的挑戰 

- 產學連結 
- WIL 工作整合學習  
- 共同研究  
- 雙聯學位  
- 學生實習計畫  

 
 A 組：資訊科學與工程 

主席： 明道大學 張冀青副校長 
副主席：泰國坦亞布里皇家理工大學副校長 Asst. Prof. Sommai 
Pivsa-Art 

 B 組：教育與人文社科學 
主席：泰國清萊皇家師範大學校長 Asst. Prof. Thosapol 
Arreenich 
副主席：國立屏東大學 劉育忠國際長 

 C 組：商業與餐旅 
主席：實踐大學  郭壽旺國際長 
副主席：泰國暹羅大學服務工業管理國際學程主任 Assoc. Prof. 
Bongkosh N. Rittichainuwat 

14.00-15.30 泰創新創業育成計畫（UBI Project）會議 
14.00-15.30 官方會議 

（臺泰雙方教育部圓桌會議） 
Topic:  臺泰研究合作  
主席： 

1. 臺方：教育部 林思伶政務次長 
2. 泰方：高教署副署長 Assoc. Prof. Soranit Silt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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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00 下午茶敘交流   

 
16.00-16.15 MOU 簽約儀式 

 
16.15-16.45 分組論壇結論 

（每組 5～10 分鐘） 
16.45-17.00 閉幕式  

1. 泰國 Phetchaburi 師範大學校長 Asst. Prof. Niwat 
Klinngam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戴昌賢校長 
18.00-20.00 大會晚宴 

泰國高教署副署長 Asst. Prof. Soranit Siltharm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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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泰高等教育論壇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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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泰高等教育論壇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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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胡智熊國際⾧參加B組，而林中彥組⾧則參加C組 
104 年 11 月 25 日 

分組參訪 
 參訪路程： 

A 組：   佛丕府 – 曼谷 
B 組：   曼谷 
C 組：   佛統府 – 曼谷  

A 組 B 組 C 組 
07.30  前往曼谷 

(2 小時車程)  
前往佛統府 
(2 小時車程) 

09.30 
 

參訪他央縣皇室花

園計畫 
參訪泰國國王科技

大學（KMUTT） 
參訪泰國佛统皇家

大學（NPRU） 
12.00 午餐 
13.30 參訪泰國碧武里皇

家師範大學 
（PBRU）  

參訪暹羅大學和

ESIT 資料中心 
參訪瑪希敦醫學大

學(及附屬國際學

校) 
16.00 前往曼谷 

(2 小時車程) 
  

18.00 前往住宿飯店（ Sukosol Hotel, Bangkok） 
晚餐 

Nakhon Pathom, Rajabha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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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idol University 及附設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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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胡智熊國際⾧與林中彥組⾧參加A組 
104 年 11 月 26 日 

分組參訪 
 Group A Group B Group C 

09.30 
 

參訪泰國曼谷皇家

理工大學（RMUTK） 
參訪泰國宣素南塔

皇家師範大學 
（SSRU） 

參訪斯巴頓大學 

12.00 午餐 
前往 Suvarnabhumi 國際機場 

Afternoon  搭機返臺 
建議航班:  

- BR068  (ETD 17.10) 
- CI836   (ETD 17.50)/ CI840   (ETD 18.35) 
- TG636  (ETD 17.40) 

 

 

 

 



20  

 

 

 
泰國曼谷皇家理工大學（RMU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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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本次奉校⾧指示，由胡智熊國際⾧與林中彥組⾧代表國際事務處出席在泰國舉辦
之台泰高等教育論壇，不但讓國際處對於泰國的教育現況與學生的需求有第㇐手
的認識，相信也讓本校與泰國間之交流能更密切。台泰高等教育論壇每年都在11
月左右由台方與泰方輪流舉辦，2015年在泰國曼谷，2016年將回到台灣舉辦。
相信這樣的活動能延續並將對泰國與臺灣兩地的學校交流有實際的幫助。幾項個
人的心得與建議略述如下: 
1. 招收境外學生對本校的學習風氣與本國學生的多元學習很有助益，而泰國的

學生出國念書的意願雖然不是很高，但是由於人口眾多，每年出國攻讀高等
學位的學生依然不在少數，且泰國貧富差距較大，人口占少數的華裔掌握了
主要的經濟命脈，對於支持子女在海外攻讀高等學位的經濟能力不成問題。
本校的管理學院與文理學院都有㇐般泰國學生較為熱衷的科系，本校應該可
以強化招生活動。 

2. 不過，類似這樣大拜拜式的教育展，對虎尾科大這樣地處偏遠的鄉下學校來
說，相對是較為不利的。本校知名度不夠，因此應強化凸顯現有的優勢，例
如校內部分特殊科系，以及校區離高鐵雲林站很近等優點，以避免易淹沒在
其他學校的宣傳中。 

 因此個人建議，在參加㇐至兩次這類的活動之後，本校國際處與招生單位，



22  

應該主動出擊，避開人潮眾多的時段，在年度中單獨至泰國拜會相關高等技
職院學，以收到較佳之宣傳與招生效果。 

3. 台泰高等教育論壇主辦單位很熱心也很用心地在星期㇐到星期三晚間都舉
辦餐會，由當地大學與與台灣駐泰國代表處分別招待招待與會各校與各機構
代表。餐會以自助式餐式進行。自助式的晚宴雖然較不正式，但是整體氣氛
輕鬆自在，原本不熟識的各校與各機構代表也趁此機會自我介紹並彼此認識，
也可以對各項議題做比較深入的意見交換與探討，這樣的做法也很值得我們
參考。 

4. 泰國雖然平均國民所得遠低於台灣，但由於貧富差距較大，因此在高等教育
部門，部分私立學校在較台灣為開放與自由化的環境中，可以以很高的費用
打造出很有品質的環境與教學，這部分應該是值得台灣各級政府與人民思考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