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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擁有全亞洲最為蓬勃發展的高等教育，然而在不斷擴增全臺大學校院的同

時，卻未能及早因應台灣少子化的趨勢，導致目前臺灣各大學生源不足，造成學生素質

低落、學歷貶值、年輕人普遍延後就業，甚至未來教師失業等等負面影響。 

為積極因應 105 學年度起臺灣大學生源大量減少之趨勢，本校自去年起開始參與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所舉辦之海外臺灣高等教育展活動，今年首次組團前往馬來西亞參

加展覽，期望提升本校在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師生間之知名度、認同感，進而提高就

讀本校意願，使本校生源多元化、國際化。 

本次參展期間，由於適逢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連續舉辦第 10 年，邀請諸多馬

來西當地各大學校友會及政府官員餐與晚宴，本校除有機會與臺灣各大學招生單位分享

業務心得外，也有機會跟當地華僑進行直接交流，有機會透過華僑與當地獨中進一步洽

談交流及合作事宜，為本校未來強化馬來西亞招生預為準備。 

參展期間發現，馬來西亞僑生及家長普遍對留學臺灣保持極高興趣，然而本校知

名度確實遠遠不及都會地區學校，幾乎沒有學生聽過本校，此外本次參展，也發現本校

幼教系、音樂系、生科系、資工系等學系領域對馬來西亞僑生頗具吸引力。尤其以音樂

系而言，臺灣各公立大學目前缺額情形嚴重，若能有效招生僑生，將可補足生源缺口，

應是本校未來馬來西亞招生宣傳之重點。 

    本次參展依去年至香港參加教育展經驗，特別邀請本校位於馬來西亞吉隆坡之在地

僑生協助參展事宜，透過學生語言、文化之親近性，能夠輕易與參展僑生建立進行溝通，

生動、深入地傳授申請本校就讀之經驗，同時建立私人情誼，將有助於僑生提高申請就

讀本校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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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臺灣於 105 學年度起已面臨了生源陡降之情形，為避免教育資源浪費、同時增加本

校學生之多元性及國際性，境外生，尤其是華僑，更是國內各大學刻不容緩的必爭之地。

查本校每年招收之僑生核定名額約 60 至 70 人左右，然而本校每年實際僅招收入學之境

外生卻僅有 30 幾名，招生率約在 40%上下。依據教育部資料，來臺灣就讀之境外生國

籍，以馬來西亞為最大宗，然而觀察本校僑生招生情形，馬來西亞學生人數仍略低香港

及澳門學生，居於第三位，顯見本校在馬來西亞招生仍有相當高的進展空間。 

本次參展承校長指示，由研發長楊義清帶領教務處招生單位專員楊鄭朝誠，以及本

校馬來西亞當地僑生，於近年來首次參與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舉辦之馬來西亞臺灣高等

教育展，與當地華僑及留台總會人員親自交流及宣傳，期望能提升讓馬來西亞進一步了

解本校之辦學理念及績效，以提高馬來西亞學生至本校就讀之意願，有助本校國際化、

多元化之發展，同時紓解臺灣少子化帶來之招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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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一、展覽名稱：「2016 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 

二、展出時間：105 年 8 月 5 日至 105 年 8 月 9 日。 

三、參展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斯理太平洋酒店(8/5-8/6)； 

檳城大山腳日新獨立中學(8/8-8/9)。 

四、本校參展人員：研發處研發長/楊義清、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專員/楊鄭朝誠、 

華語文學系學生/韓啟倫、幼兒教育學系學生/林潔柔。 

五、教育展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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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台灣大學數量過多及少子化影響，本校歷年招生率雖仍維持在百分之百，下表為本

校近年來僑生招生情形，反應出本校在推動招生僑生方面的表現不盡理想，平均招生率

不到四成： 

學年度 招生名額 錄取名額 報到人數 報到率 招生率 

105 66 30 - - - 

104 71 47 29 61.70% 40.85% 

103 67 52 24 46.15% 35.82% 

102 56 46 19 41.30% 33.93% 

自 105 學年起，臺灣大學生源已減少 2.5 萬人，預計在未來十年內，生源人數將下

滑至 104 學年度的一半左右。為有效因應國內少子化趨勢，積極招生僑生、陸生及外籍

學生，將是重要對策之一。 

本校此次參加海聯會於馬來西亞辦理之臺灣高等教育展為近年來第一次參與，現場

相關展務工作皆由當地留臺總會辦理，在參展期間之晚宴及展覽期間，可以看到馬來西

亞留臺人之間緊密的團隊合作及向心力，綜觀馬來西亞獨中之發展，即可知華人社團為

延續華語及中華文化，以民間的力量推動教育志業，因此本次參展除各留臺組織參展

外，包括推動獨中教育的董總也一併出席，蒐集留臺資訊。大馬歷年來將臺灣視為留學

之首選，本校除了透過參展加強當地華僑的能見度外，未來也應與把握好與各地讀中留

臺組織之交流，透過人際、學術等各方面強化，以增進彼此瞭增進彼此解，並提升本校

在當地的招生力度。 

在實際參展期間本校透過與僑生及家長的互動發現，大馬僑生主要針對本校音樂

系、幼教系、生科系等學系展現強烈興趣。有鑑於臺灣目前音樂系出現僧多粥少，導致

各校音樂系缺額逐漸增多等情形，本校未來在交流、參展或行銷方面，可優先以音樂系

以及其他大馬華僑感興趣之重點領域為宣傳方向，向海外華僑招生學位生，以因應未來

生源減少，造成缺額增加，教育資源浪費等情形。 

另外這次參展也暴露出本校在國際間缺額知名度之情形，在本校接觸的 4 千位師生

及家長中，聽過本校的人數不到 10 人，因此本校在介紹跟宣傳上，除了著重現有科系

特色外，也會進一步說明本校所在的地理位置與地方資源，讓學生有進一步的了解及印

象。然而，另一個問題也浮現出來，僑生對臺灣大學的認知，基本上也是以首都臺北為

中心作為主要留學考量，對於地理位置較偏遠之地區，除了認知不多外，也擔心交通、

生活機能會受到影響；同時，本次臺東遭遇百年來最強颱風，也讓部分家長認為臺東自

然災害，包括颱風、地震不斷，也可能影響學生來校意願。 

最後，本校本次參訪邀請吉隆坡兩位在地僑生擔任展場工作人員，雖然馬來西亞僑

生與臺灣人在溝通上沒有任何問題，但運用僑生社群之間的親近性與凝聚力，兩位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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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能在數千名在地僑生中迅速找出自己的學弟妹，並以此作為溝通的共同話題，有效

吸引注意後，再進一步介紹本校特色與實際求學及生活等各種細節，以口碑及人際傳播

的方式，擴展本校的知名度與好感度。 

透過以上在教育展現場的各種觀察，我們發現到本校在招生大馬華僑有以下幾個優

勢： 

1.臺灣大學學費低廉，相較當地大學每年學費高達 25 萬至 40 萬不等，留學本校一

年學雜費不到 6 萬，相當具有競爭優勢。 
2.在以華人文化臺灣為主的臺灣社會，除了文化相近外，臺灣作為華人社會中最民

主、自由、開放的國家，對華僑是一大吸引力。 

3.許多前來詢問本校音樂系的學生，多少是受流行音樂及文化的影響，作為民主自

由的社會，學生的各種思想及創作，在臺灣將獲得充分的尊重及保障。 

    然而，本校在招生上也有一些制度性的障礙需要克服，才能增加本校的招生吸引

力，以下是幾點建議： 

1.本校並未針對僑生設置專門之入學鼓勵獎學金，相較於其他大學提出各種優渥之

獎學金，競相招收優秀之學生，本校實應積極建置相關獎學金制度，或是提供保

證工讀時數或名額等設計，以吸引僑生就讀。 
2.強化畢業校友及在校生之經營，由於僑生彼此形成一個很緊密的社群，不只在學

期間，甚至返回母國後仍然在工作、生活上互有聯繫，本校除應妥善照顧在校學

生之求學及生活需求要，更應加強畢業僑生校友之聯繫，未來俟僑生數量達到一

定規模，應輔導設立海外校友會，建立本校與海外校友之臍帶樞紐，未來在海外

交流、招生都將更有助力。 
3.建立獨立中學交流管道，由於獨中生的升學管道以留學為第一優先，本校應透過

各種機會，與大馬獨中建立合作及交流管道，未來可透過互訪、講座甚至開設學

習營隊等方式，直接進入獨中校園，及早建立口碑。 
4.充實生活機能，由於許多家長都非常在意本校所處之地理位置，本校除了充實師

資、課程外，最基本的應是加強生活機能，報括飲食、交通、生活輔導等，讓家

長能夠安心地把學生送至本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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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照片 
本校參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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