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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緬甸政府自 2013 年 1 月起，陸續解除對臺灣廠商經商相關限制及免除多項產品

進口許可的申請，台灣分別於 2013 年 11 月及 2014 年 4 月在緬甸設立仰光臺灣貿易

中心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駐緬甸辦事處，去（2015）年更進一步同意緬

甸駐臺北貿易辦事處的設立並已於 6 月 22 日舉行開幕典禮，由緬甸商務部鄧倫武

（Thet Lwin Oo）博士擔任駐華貿易代表。教育部認為，未來隨著此辦事處的成立，

兩國實質關係發展將更為密切，因而在仰光及曼德勒兩地辦理臺灣高等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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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緬甸政府自2013年1月起，陸續解除對臺灣廠商經商相關限制及免除多項產品進口

許可的申請，台灣分別於2013年11月及2014年4月在緬甸設立仰光臺灣貿易中心及財團

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駐緬甸辦事處，去（2015）年更進一步同意緬甸駐臺北貿易

辦事處的設立並已於6月22日舉行開幕典禮，由緬甸商務部鄧倫武（Thet Lwin Oo）博

士擔任駐華貿易代表。教育部認為，未來隨著此辦事處的成立，兩國實質關係發展將更

為密切，因而在仰光及曼德勒兩地辦理臺灣高等教育展。 

    本次參加的學校共計36校80位人員參加，實地了解緬甸當地民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

和文化差異上，為日後規劃辦理招生時的重要參考。 

 

二、 過程 

 
第一天  7 月 2 日星期六 

    自桃園機場前往仰光，並與同班飛機之臺灣校院國際事務處或招生人員相互認識，

抵達仰光於當地餐廳用餐。餐席間與住緬甸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張均宇組長、緬甸留臺

同學會尹開泰會長、趙彥樺副會長一起用餐。席間三位貴賓為來到仰光的台灣大專校院

人員介紹緬甸高等教育現況及發展，以及未來緬甸教育想發展的方向 

 

第二天  7 月 3 日星期日 

    仰光場次的舉辦地點原定是仰光大學校內，因受到政治不確定因素而有所變動，而

改在仰光 Sule Shangri La，場地內部空間舒適、寬敞，地點的交通及停車都方便，且

位於學校密集的區域，所以來參觀的學生與民眾很踴躍，很多學生在尚未開始前，就已

經抵達會場，排隊等待進入會場，急於了解來臺就讀的相關資訊。 

    開場由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楊敏玲司長致詞，鄭重向緬甸師生介紹臺灣優越的高教發

展情形，同時，宣布臺灣近來對緬甸開放招生並鬆綁規定的相關消息。接著由承辦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蘇玉龍校長說明籌備緬甸教育展的過程，感謝各參展大學及各僑界、

僑校及校友們的支持與會。最後邀請在場的緬甸仰光經濟大學、仰光大學及正友學院、

中正中學等僑校、駐緬甸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國合會駐緬甸、外貿協會駐緬甸代表

等嘉賓們一起上臺拉開彩炮，在繽紛燦爛的彩帶及響炮聲中，宣告首屆「緬甸臺灣高等

教育展」正式開始。展覽同時有近百名的留臺校友到場共襄盛舉，協助各參展臺灣學校

向所有與會的緬甸師生介紹優質的臺灣教育發展現況，更分享他們在臺灣求學的各種趣

事，鼓勵緬甸學生將赴臺升學當作一個重要的選擇。 
    教育部本次委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與仰光臺灣貿易中心、財團法人國際合作

發展基金會駐緬甸辦事處、緬甸留臺同學會等多方合作，邀請仰光市區及臨近大學學

生、仰光市的高中學校學生前來參觀。每個攤位都分配有留臺校友志工來協助以緬甸語

為學生解說學校現況，但意外的是：仰光很多學生的英文都不差，我們直接用英語婕說，

他們都可以理解約 8 成以上。現場參與的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非常踴躍，大多詢問

的問題都是有關就讀科系的內容、未來發展及在臺生活輔助等常見的問題，比較特殊的

是詢問到英語授課及華語課程，當然就本校現有的課程積極向學生說明，並歡迎他們來

就讀。 

 
第三天  7 月 4 日星期一 
    上午拜會仰光大學，由校長 Prof. Dr. Pho Kaung 帶領副校長 Dr. Omar Kyaw、Dr Aung 

Kyaw 及所有系主任共同歡迎臺灣高等校院參訪團。仰光大學（University of Yangon）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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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緬甸仰光市甘馬育區，是緬甸最古老、最著名的大學，主要學科是人文學科、理工學

科和法律學。 

    會中每個臺灣的學校都積極行銷所屬學校，將各自特色以簡短言語介紹給仰光大學

的出席學者，希望於招生之外，能在學術上有合作的機會。而仰光大學由英語系系主任

以英語為臺灣參訪團介紹仰光大學，是目前緬甸最頂尖的大學，該校教師人數約 1,000

人、學生數約 14,500 人，計有 15 系所；緬甸領袖人物翁山蘇姬為該校最為世界知悉的校

友。此外，暨南國際大學於本校與仰光大學簽訂姊妹校合作協議，並就兩方未來的方展

能進行更多的交流，場面隆重盛大。 

    結束仰光大學的參訪後，大家即前往機場，準備搭機到曼德勒。 

 

第四天  7 月 5 日星期二 

    曼德勒（Mandalay）位於緬甸中部伊洛瓦底江畔，是曼德勒省省會、緬甸第二大城

市、緬甸最後一個王朝雍笈牙王朝的都城，因背靠曼德勒山而得名。曼德勒的巴利語名

稱為「羅陀那崩尼插都」，意為「多寶之城」，系明東王 1857 年所命名。又因緬甸歷史上

著名古都阿瓦在其近郊，故旅緬華僑稱其為瓦城。而曼德勒作為緬甸華人主要聚居地，

所以也稱作華城。過去 20 年，隨著中國移民的大量湧入（主要來自雲南省），重塑了曼

德勒的經濟結構，並增強了與中國間的貿易。緬甸人常抱怨稱曼德勒正在變成中國的衛

星城，過去浪漫的舊曼德勒已遠去不再。儘管近來奈比多崛起，曼德勒仍是上緬甸主要

的商業、教育和衛生中心。 

    原定在曼德勒大學的禮堂舉辦教育展，但因緬甸教育部未同意，臨時改在曼德勒 Zay 

Cho Plaza 商場辦理第二場次的教育展。除吸引曼德勒大學師生約 300 人到場觀展外，

瓦城孔教學校、眉苗年多學校、眉苗佛經學校，還有特地搭乘 6∼8 小時夜車，遠自臘戌

及東枝前往觀展的華校師生、曼城附近國際學校等親師生，將近千人湧入會場，相當踴

躍。 

    開幕典禮於上午舉行，教育部國際司楊敏玲司長首先歡迎曼德勒地區青年學子赴臺

升學；緊接著，邀請曼德勒地區相當具華教影響力的孔教學校尹正榮校長致詞，表達支

持並感謝臺灣向來提供的僑教資源；最後，由曼德勒教育展場次團長─-義守大學蕭介夫

校長說明此次參展是破冰之旅，延續承辦學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長期對僑教耕耘的豐厚

基礎並擴大發揮其影響力。 

    曼德勒教育展場次來參觀的學生跟仰光地區的學生不太一樣，仰光地區的學生很清

楚能知道自己未來想學習何領域？想獲得什麼就學資訊？曼德勒學生就比較沒有個人對

於讀大學的目標，所以多以來拿贈品為主，未能實際詢問想讀什麼科系。但有幾位華語

中學的校長前來詢問有關華語及基礎科學教師的培訓問題，這倒讓本處對於招生有新構

思：建立教師專業能力培訓及華語教學能力精進管道。唯目前本校尚未有健全之華語中

心及課程，將會思考該如何進行培訓。 

 

第五天  7 月 6 日星期三 

    原預定拜訪曼德勒大學，但因受到政治因素影響，曼德勒大學校長諸多考量之下，

仍於當天取消臺灣教育團的參訪活動，故行程更動，回到仰光準備隔天返回臺灣。 

 

第五天  7 月 7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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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臺灣。 

 

三、 心得 
東協市場已成國際投資新亮點，不只鄰近的我國加足馬力布局，中國大陸更虎視眈

眈，積極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一帶一路，同時與東協

各國有工業、運輸等多項公私合作計畫蓄勢待發！尤其在全球經濟景氣不振、歐美市場

消費力道減弱的環境下，東協經濟成長率逐漸穩健與各項政經措施出台後，勢必將成為

各國各項投資的兵家必爭之地，建議教育部能趁勢逢低布局！ 

    緬甸由於政治因素，早期華文教育的發展受到壓抑，且多侷限於初中學制，1980 年

代緬甸的華文教育逐漸復甦，臘戌果文學校和密支那育成學校先後設立高中部，隨後曼

德勒孔教學校和東枝興華學校亦開辦高中，規模稍大的華文學校逐步開始擴充初中規

模；多數華文高中學校採取三年制學制，與國內學制銜接。曼德勒地區一直是緬甸華語

文教育發達的地方，今年適逢孔教學校成立 50 週年，此時舉辦臺灣高等教育展，不僅鼓

舞及激勵曼德勒高中畢業生來臺就學，讓當地的親師生更加了解臺灣優質的高等教育，

亦提高我國大學校院在當地的曝光度及知名度，有助雙方未來教育的雙向交流合作。 

 

 

四、 建議事項 
（一）、開設教師培訓相關課程：在仰光教育展場次，有位文化保存相關的公務人員前來

詢問文化資產維護系的課程、法規、專利、維護等很細節的問題，從協助的志工

翻譯得知，緬甸現在對於文化資產保護還很缺乏相關知識，都是請日本的修護師

到當地進行修護。有鑑於此，欲規劃主推文化資產維護系、科技法律研究所課程，

並專為培訓教師為主體。 

（二）、到當地辦理華語及基礎課程協助：曼德勒為華人群聚地區，但因過去軍人掌政，

對於教育不夠重視，造成教師品質低落，曼德勒以上地區的華語學校普遍都缺乏

優質教師。本校可就此領域發展，與當地結合，推動師生赴當地進行中長期服務

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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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仰光場開幕儀式：國際暨兩岸教育司楊敏玲司長

致詞 

郭柏佑組長為來參觀之家長介紹本校現況及科

系，增加家長對本校的了解 

郭柏佑組長及留臺校友會成員王朝盛先生為來參

觀之學生介紹本校現況及科系 

仰光大學學生詢問本校科系，由協助以緬甸語解

說 

拜訪仰光大學：接待會場 郭柏佑組長向仰光大學出席人員介紹本校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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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柏佑組長致贈本校校禮及錦旗予仰光大學 Prof. 

Dr. Pho Kaung 校長 

郭柏佑組長與仰光大學Dr. Aung Kyaw 副校長合影

留念 

主辦單位於曼德勒場會場前設置之看板，以吸引當

地民眾及師生前來看展 

曼德勒場開幕儀式：國際暨兩岸教育司楊敏玲司長

與前往參加之各校校長及副校長揭幕 

郭柏佑組長與前來看展的曼德勒大學學生合影 邱瓊華專員為來看展的學生介紹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