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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公差主要支援海聯會海外招生事宜。本次支援地區為韓國釜山地區。此次

支援時間除安排辦理試務工作外，並趁機與當地僑校、僑界與外館人員面談，

了解僑教與僑生回國就學、就業情況。本次考試人員主要來自釜山、大丘地區，

共有六名考生參加。除了有一名韓籍生外，其他皆為華僑子弟。 近這年韓僑

學校經營不易，除大環境少子化現象外，大陸設置之僑校的競爭也是僑校經營

不易的主要因素。本次報告提供幾項僑校與僑界反應事宜，僅供海聯外招生與

政府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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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支援海聯會韓國地區招生事宜，相關工作含：（一）押題、並攜帶試題至測

驗地區；（二）佈置考場；（三）監考；（四）訪查考生對試題（難度）反應； 

（五）訪查僑界、與僑校意見。      

      

二、過程： 

行     程     表 

日期 行  程 工作記要 備註 

4/12 赴國立台灣大學領取試題、卷 領卷 班機時刻： 
2016/4/13 桃園→釜山 
大韓 KE698(1135-1500)

                    
2016/4/17 釜山→桃園 
  大韓 KE697(0830-1000)
 
  

4/13 桃園機場→釜山 路程 

4/14 釜山華僑中學 督導試場佈置

4/15 釜山華僑中學 學科測驗 

4/16 釜山華僑中學 學科測驗 

4/17 釜山→桃園機場 路程 

4/18 赴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繳卷 繳卷 

三、心得與建議： 

本次支援韓國釜山施測期間，有充分時間多次與僑校校長、與僑教領袖會

談。以下就反談內容逐點整理： 

 

背景： 

僑校目前學生約 100 人，組成份子 1/3 為華僑、1/3 為陸生、1/3 為韓國學

生。韓國重視漢語，因此僑校也吸引相當數目的韓國人前來就讀。但是這些學生

多數選擇在韓國當地就讀。本次釜山華僑學校報告人數僅兩名學生，大丘與其他

地區考生加起來也才 4 名。顯示台灣海外招生策略上與政策上，還須多加調整，

否則僑生返台就讀比例與數目將逐步減少。 

目前該校校長與大丘僑校校長皆是親台人士，本身皆曾在大學期間來台就讀

（海洋大學），因此對台有相當親切感，這也是除了歷史情感上，他們願意在大

環境不友善且台灣援助不充分的情況下，仍然願意不朝大陸靠攏很重要的因素。

因此，但是目前華僑子弟到台灣唸書人數逐年下降，恐怕這樣的因素會讓下一代

的華僑子弟對台灣會越來越陌生。強烈建議政府是否能在下面幾點事項上重新思

考。（對韓）外交雖已中斷，這是政治現實，但是外館與僑界的親近卻能幫助台

灣在沒有邦交的情況下，獲得非正式官方資源、支持的重要能量。而僑界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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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與否，僑生返台就讀的情況就是ㄧ重要影響因素（當然可以想見，越多僑生

回台就讀，當然僑界對台灣感受上越親近）。 

 

(一) 僑界反彈 大的就是（台灣）身分證的獲取。韓僑與世界其他地區華僑

很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們（即使是從小在韓國出生的第二代移民）大部

分皆是領取中華民國護照，但是卻是沒有辦法獲取台灣身份證（要獲取身

分證除了依親之外，就得到台灣就讀才能透過設籍方式取得）。韓國這幾

年一直在爭取華僑人士的入籍（入籍韓國後，對華僑的實質幫助很大，除

了可以正式享受韓國社會福利與補助外，更可和韓生ㄧ樣，更容易進入當

地大學就讀與就業）。但是老一輩的華僑，即使已經身為第二代移民（韓

語已是主要語言），情感上仍然自認為是中華民國國民，希望領取中華民

國身份，而非入籍韓國。沒有台灣身分證，他們享受不到正常台灣國民的

免簽證待遇（回自己國家台灣甚至仍須至外館辦理簽證，到美國仍然享受

不到一般台灣人民的落地簽）。這樣的區隔，讓僑界一直覺得心裡很受傷。

其實，給予僑胞這種實質上的身分證同，雖然得付出些許代價（如社會福

利上的支出），卻能讓他們有了祖國更親近的連結。這不論是對於外交工

作，或是僑教、僑生返國就讀皆有實質上的加分作用。這樣的投資就是一

種軟性外交的基礎。 

(二) 僑校目前能爭取到的台灣經費補助非常有限。能用來升級或是維修硬體

（不論是建置 e 化電腦教室，或是老舊校舍整修）的經費皆非常有限（據

他們的資訊，每年頂多約 30 萬台幣）。但是這對成立一個基本的 e 化教

室卻都有問題，更遑論整修已經使用了好幾十年的老舊教室。個人建議，

是否至少先就硬體方面採取以下作法：把台灣目前公家機關（含學校）四

年報廢的堪用電腦或是投影機等設備再生（維修或是升級）再轉贈給這些

僑 校 。 目 前 台 灣 有 類 似 這 樣 的 計 劃 用 來 協 助 偏 鄉 學 校

(http://www.taiwanngo.tw/files/13‐1000‐16168‐1.php)。很多學校報廢的電

腦或是硬體其實都狀況還非常好。或許可以採取這樣的方式，在沒有大筆

款項的經援的情況下，讓僑校感受到祖國的 support. 

(三) 採取更多元的入學管道：目前台灣已經有許多入學管道（如繁星計畫針

對弱勢潛能學生，一般推甄管道，學測指考等），是否能針對海外僑生，

也能多增加更多樣的入學管道（如海外版的繁星計畫）。讓海外僑生不只

只有目前的兩個（推甄與考試）入學管道。 

(四) 以韓國僑校為例，其中有 1/3 為韓國人, 1/3 為華僑, 1/3 為陸籍生。其實

非華僑的學生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是目前海聯會海外招生仍然主要是針對

華僑部分。有鑒於海外華僑人數逐年下降，不知是否可以也有策略性的針

對外籍生（韓籍，陸籍）放寬資格認定（六年在海外居留的年限規定），

並採取更多元寬容的招生方式。近年來外籍（含陸）生在台就學比例越來

越多，這些外籍（含陸）生在台就學，增加對台灣的瞭解，對台灣的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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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距離感都能明顯的改善。 

(五) 韓僑校要能維持親近台灣的立場，除了校長態度立場外，一個很重要的

因素就是台籍老師的比例。目前，僑校老師的來源主要來自台灣具有教師

資格的數位老師外，還有替代役男。這些都是僑校向僑委會申請名額公告

招募。不知道是否可以有更多元的宣傳招募管道。有許多國內師資生，仍

未清楚地知道可以在海外僑校實習或是擔任教師的資訊。有鑒於國內師資

生早已供過於求的情況，若能轉移成海外（僑校）師資的來源，讓僑校可

以獲得更多的國內支持。目前許多僑校無法接收台灣學生的實習 主要的

關卡仍是學校未能有足夠的宿舍空間。這也顯示出，針對學校硬體空間的

需求日益明顯。 

(六) 今年某些科目（英文）仍偏難，請教海聯外後得知每年仍會針對考題難

度進行檢討，不知道是否可能把前一年的考題（難度分析資訊）及考卷一

併交給下年度的出題老師，讓老師知道，在獲取去年考題時，知道這是一

份過難，或是難易適中，或是過於簡單的試卷。這樣再出題時，可能更好

著力。 

 

結論：在韓僑校的處境是越來越嚴峻。每天都面臨著大陸外交人員要求將下國旗

的壓力，每天都在面臨著大陸（以經援）對僑校的拉攏。這些僑校都是靠著校長

們的信念支持著。我曾問這些已經有歲數的老校長們，為什麼願意他們願意這樣

努力的為著僑校份奮鬥，他們告訴我，即使他們已經是土生土長的在韓人士，他

們仍然記得爸爸媽媽一直告訴他們是中華民國國民的敦敦教誨，不能忘了根。比

起很多台灣的人，他們更認同台灣的身份。這樣的堅持與認同，其實很讓我感動。

可是，這樣的認同，仍須國家（台灣）的支持。不論是經濟上，情感上，或是入

學管道上，要能讓他們看到台灣還是在乎支持他們的（即使是只是他們期待或是

真正需要的一小部分，都好）。若不再更加緊對他們的支持，其實可以想見，幾

年後，僑校也會沒有了。慢慢地，下一代的華僑，就漸漸地融入僑居地的身分證

同（韓國身份），不再有華僑。真的不應該等到那時候，才再檢討。目前，每年

回台華僑越來越少（韓國尤其明顯），今年台灣籍轉籍成韓籍人士更是上看一萬

多人，誠摯建議我們的政府各相關單位，好好重視這個仍需更多關注的同胞族

群，不要再分台僑，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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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照片紀錄 

釜山華僑學校校門

 

釜山僑校具有歷史風的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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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僑校考場照片 

 

釜山僑校學生運動場地（照片中的建築回僑校中 具歷史的建築，有七十年歷

史，現為老師宿舍）

 

 



6 

釜山華僑學校校長（穿西裝者）與大丘華僑學校校長 

 

釜山辦事處領事（戴眼鏡者）與孫副領事（穿黑白套裝者）。拍照場合為考試第

一天晚上與僑校校長與僑界領袖面談僑教問題之晚餐餐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