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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政府目前正推動新南向政策，有鑑於此台灣大專院校已經開始前進東南

亞招生，本校實行東南亞招生策略亦行之有年，適逢此次印尼臺教中心辦理「巴

淡教育展」，本校往年未曾到過該地區招生過，為了推廣本校能見度同時也調查

該地區生員狀況，故躬逢其會的派遺校內國際處組員參與本次教育展。 

在兩日的教育展下來，本校組員根據印裔及華裔學生所諮詢的問題作分析並

提出招生相關建議。學校應先了解當地學生求學市場需求，深入了解求學障礙，

提出有效吸引招生之誘因，以增加招生成效。個人提出的建議有配合當地產業需

求來強化宣導重點院所科系、降低學雜收費並提供工讀媒合來解決在台經濟困難、

建立國際性學院招收非華裔及西方外國學生，綜上建議，相信應可提高招生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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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因應我國政府新南向政策，各大專院校均汲汲營營地往東南亞地區如馬來西

亞、印尼、泰國、緬甸及印度等國家進行招生推廣，期望開拓更大招生市場。其

中又以印尼為我國國際生第二大來源國，境內地區以雅加達、棉蘭、泗水等華人

較多的地方為招生來源大宗。印尼臺灣教育中心表示，除以上地區外，另有多數

華人教育極為普及的地區學校，表達有意願來台求學，且近年來印尼政府積極推

動提升大學師資學歷，此促使印尼國內不少學校積極詢問並派遺大學講師赴台攻

讀碩博士學位的意願。位於臨近新加坡的巴淡島內的巴淡國際大學主動向印尼台

灣教育中心諮詢，並透過印尼臺教中心的的居中牽線而終促成了本場教育展活

動。 

印尼臺教中心在聯絡教育部與財團法人高教國際合作基金會後，預計在丹戎

檳能市(Tanjung Pinang)及巴淡島(Batam)內舉辦各一場之教育展，透過東海大

學向全國大專院校宣傳，邀請有意前往參與教育展之學校。而本校也為了嘗試開

拓新的印尼地區招生市場，雖然尚不了解該地之華人教育深度為何，仍派遺國際

處組員參與該教育展，以提高本校在當地的能見度，以便開啟日後再招生的契

機。 

 

貳、過程： 

本次出國參與教育展行程為期四天，行程如下: 

日期 行程內容 

3月 28日(二) 搭機啟程前往新加坡樟宜機場 

從新加坡出境搭船入境印尼 Tanjung Pinang 

3月 29日(三) Tanjung Pinang教育展上午 10點開幕，下午結束搭船前往

Batam島 

3月 30日(四) Batam教育展上午 10點(於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atam)開幕，下午進行臺印雙邊大學交流會，教育展結束。 

3月 31日(五) 啟程返臺:由 Batam出境搭船入境新加坡，再轉搭機返臺 

本次為期四天的行程，其中包含了兩日不同地區的教育展，分別是「丹戎檳

能(TAJUNG PINANG)教育展」及「巴淡島(BATAM)教育展」，而這次報名參展的學

校分別有國立臺灣大學、東海大學、義守大學、弘光科技大學、臺灣首府大學、

醒吾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大葉大學及本校等 10所院校。 

首日(3/29)在丹戎檳能(TAJUNG PINANG)的教育展，所有展示文宣均在前日

(3/28)晚上即先抵達會場作好佈置，等待隔天 10點開幕。開幕當天有許多在地

中學前來參觀本次教育展，參展學生人數預計超過 800人次，惟學生多為印裔學

生。在各長官及主辦單位開幕致詞完畢後，各校已準備好展出相關宣傳文宣，以

待學生諮詢，雖學生多數為印裔籍，但各校攤位均安排一位印尼華僑工讀生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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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以向印裔學生充份說明臺灣學校的特點。 

面對學生詢問，本員透過觀察將諮詢問題依詢問度高低強烈排序歸為以下幾

面向: 

1. 學雜費用 

2. 學校科系特色或強項 

3. 是否為全程英語教學 

4. 獎助學金申請 

5. 在臺在校之工讀機會 

6. 是否有企業實習或校方有代學生尋找工作機會的服務 

7. 科系諮詢(偏服務類科) 

8. 在臺住宿問題 

9. 交通、飲食、宗教(該地中學生多為穆斯林教徒居多) 

綜合以上九類統整，可發現 TAJUNG PINANG的普遍印裔學生多重於經濟及語

言考量，重視海外留學所花費支出，及擔心語言不通所造成的學習上困難，在此

一塊上對於海外求學的意願即大幅降低，且當地印裔學生普遍僅有中學學歷，即

對於升大學意願不高;也由於該地區有滿多服務業科別的學生，所以不少學生所

諮詢的科系項目是餐飲服務相關系所。 

    教育展第二日行程(3/30)是來到了位於新加坡下方的 BATAM島境內的巴淡

國際大學(簡稱 UIB)進行。與丹戎檳能(TAJUNG PINANG)教育展一樣均在前日

(3/29)先至會場 UIB學校內佈置，佈置完結束的當晚，我們接受 UIB校長、副

校長及各導師邀請一起進用晚餐，增進交流。 

    UIB教育展於上午 9點開始進行，上午來參訪之學校來自巴淡當地的許多中

學，其中夾雜了不少華裔及印裔學生，諮詢臺方各校有關就學的資訊。在巴淡之

教育展，學生相對較為踴躍熱烈，各攤位前聚集不少學生諮詢，顯見當地學生求

學意願高於 TAJUNG PINANG。透過學生們諮詢的內容問題，又可將諮詢面向依強

度高低排出以下面向: 

1. 學校科系知名度、特色或強項&學雜費用 

2. 獎助學金申請 

3. 在臺在校之工讀機會 

4. 在臺住宿問題 

5. 教學語言詢問 

6. 科系諮詢(醫類科) 

    由上所見該地學生其實著重在於學校是否具知名度及科系特色發展，了解學

校的強項科系後再與本身家庭經濟作衡量是他們考慮升學方向及就讀與否的關

鍵點。在經濟方面，他們認為海外求學還須憑打工來貼補學雜費用，故對於學校

是否有提供相關的獎助學金及工讀機會也格外重視(但此一部份多為華裔學生)。

在 BATAM教育展中，華裔學生居多，均熟悉華語，相對比較不擔心教學語言之問

題。在科系諮詢方面，大部份華裔學生對於管理學系較感興趣，此亦是因應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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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華僑多數是企業幹部，著重管理層面;而印裔學生對於工類科則較感興趣，

亦有少部份的印裔學生是對於「醫學」類科感到有興趣的，因本校無醫學系，本

員就此一部份回答給予學生建議本校的「生命科學系」乃研究領域在生物科技類，

或與醫學類科有些許相關，不妨可參考看看。 

    上午的行程是來自巴淡的地區中學參展，下午則是廖內群島省內大學前來，

本次參展估計超過 1,200人次學生蒞臨參展，諮詢非常踴躍。在下午的時段，由

於來是大學生，其中不乏已在 UIB或其他校內任教的導師，其諮詢的當然就是研

究所的資訊。本員對於當下前來參展的學生多數請其填寫問卷，並留給對方本員

聯絡之電子信箱，及學校聯絡資訊以供學生未來想更深入了解諮詢的管道。 

同時段間在 BATAM大學校內另有一場「台印雙邊大學交流」，此與會是由

BATAM大學號召廖內群島省內大學蒞臨與臺灣學校作交流，約有 34所大學參加。

與會開始先由巴淡大學安排 3場有關國際化主題講座，講座結束後再由臺灣的學

校上台作自我英文簡報。此簡報乃學校自由參加，時當東海大學參展前聯絡本校

時且積極表示希望是否有院處長級能上台作校簡報，惟本校此一期間長官們均無

瑕赴此與會，終決定不參加該場簡報。 

臺方各校代表在簡報完畢後，緊接著即是臺方與印方雙邊學校簽訂 Letter 

of Intent(因考量各校參展師長無法現場決定是否與印方各校簽署 MOU，故本次

僅安排 LOI簽署，待各校師長返台後，自由與印方 LOI學校繼續聯繫，進一步洽

談締結姊妹校等事宜。)另有少數幾所臺灣私立大學當場即與印方學校簽訂MOU。

在雙方歡愉的簽訂 LOI並交換禮物合照留念後，本次教育展即到此圓滿落幕，臺

方學校在與印方學校共赴晚餐後，隨即搭車離開 UIB學校，返回旅館住宿一晚後

隔天(3/31)便踏上回台的路上了。 

 

參、心得： 

關於本次出訪印尼巴淡參與教育展此一行程，本員個人覺得所見豐富，開拓

了不少對東南亞的觀點視野。起初認為整個東南亞除了港澳及星馬地區外，說華

語的華人極少，直到來了印尼才知道其實在地華僑極多，華文教育已相當普及。

同時也了解到印尼部份地區的華文教育已達到一定水準，在當地以華語溝通已不

是難事，且印尼華裔學生普遍對於出國進修更高學歷的華文教育具有極大意願，

尤以中國大陸及臺灣等兩地實施僑輔政策教育的地區意願最感興趣。 

印尼華裔學生礙於對於外國地區的學校普遍不熟悉，除了國際上具知名度的

學校外多數大學均未曾聽過，更不知其校強項所在為何，顯見臺灣的大專院校國

際宣傳能見度有待加強。雖預見整個東南亞其實具有廣大的華裔學生市場，目前

普遍為兩岸三地各大專院校在競爭搶招生，如何突顯本校特色文化是值得深思熟

慮的。 

在此次的教育參展，本員觀察當地地區各種文化教育信仰等等，對東南亞有

了深一層的認知。不僅僅如此，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從一同前往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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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所院校，透過交流彼此，也了解他校對於南向招生的看法及策略，其中啟發了

幾項我們值得學習借鏡的優點。 

 

肆、建議事項： 

透過這次的教育展出國考察，不僅從當地觀察到學生特性，也從同行的其他

校院中學習招生策略，發人深省!分析所見印尼華裔學生對於出國進修更高學歷

的華文教育具極大意願，但礙於對於臺灣大專院校的不熟悉及資訊不夠，使得意

願相對減低，能否有效宣傳學校知名度是一個問題。至於印裔學生之招生則可臨

更大的困難，因學生本身普遍條件相對比較差，且思維模式已根深蒂固，出國留

學的視野極度狹小，考量的因素又有許多，包括語言、經濟、文化等方面，如何

翻轉學生思考，克服學生所慮問題是一大挑戰。 

針對以上問題，本員提出幾點建議以供未來招生參考: 

(一)、強化宣導重點院所科系：本校成立歷史太短，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尚顯

不足，致於無法突顯本校強項科系為何，蓋因本校與傳統大學一樣針對各科系均

投入相同程度培養師資使各系院發展平均，此一來更令外國生看不出學校之專業

為何，未來在國際招生策略上應作小幅修正，強力宣導推動幾個重點系院。 

「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配合南向政策向東南亞招生勢必先得了解當地

學生求學興趣所在，並配合當地產業文化發展，極力推廣符合產業需求的科系，

令學生留學歸國後可以媒合。 

針對東南亞華裔學生而言，宣導首推管理學院相關科系，如亞太、資管、金

管等系；而非華裔學生，如馬來、印、緬、泰等裔學生，其種族多數從業於當地

傳統產業，應推廣工學院相關科系如土環、化材等系；倘若學生有意留台工作，

則建議就讀臺灣核心能力科技產業科系如電機、資工等系以便未來在台媒合企業

工作；另馬來西亞因與東亞聯結較深，可建議就讀東語系。在招生教育展上建議

可找此以上相關科系僑生或導師協助參與教育展招生，以經驗現身說法更加有信

服力吸引學生就讀。 

(二)、外交研究使者國外駐校：此是一個較為天馬行空之建議，因印尼當地

學校相對台灣院校學術成就具有高度憧憬，要在各姐妹校間打好關係，可以運用

類似比照外交大使方法，派研究學者駐於當地，與當地姐妹校導師作學術研究，

建立研究關係，透過此層關係，也較可吸引姐妹校導師來本校攻讀碩班。 

(三)、建立符合穆斯林文化食宿：印裔學生多為穆斯林教徒，在文化上有相

當多限制，與本國有很大差異，為吸引他們來台就讀，可以從宗教文化層面著手。

本校可以規劃設立符合清真文食物的餐廳及建築，可仿效南部義守大學建立清真

寺供學生作禮拜與穆斯林餐廳供其膳食，該校此作法已行之有年成效也不錯，本

校也可比照作法以招收穆斯林教派印裔學生。 

(四)、降低學雜收費及提供媒合工讀：在東南亞地區，普遍華人經濟水準高

於非華人，若又以西方外國人經濟水準看待據此收費，對非華裔學生而言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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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一筆天文數字，讓印裔學生面對經濟考量而打退堂鼓。 

因應政府新南向政策，針對東南亞學生市場，考量該地區非華裔學生的經濟

實力，對印尼、馬來、緬甸、泰國等非華裔生的學費不應比照外籍生收費標準，

應酌予降低收費，或可比照華裔學生(僑生)收費，對東南亞整體學生一視同仁，

塑造無排斥非華裔生的氛圍，有助於吸引學生就學。 

另外解決非華裔生在臺經濟因素困難，學校除可提供校內機會外，亦可透過

常聯繫的企業廠商提供工讀機會。本校正好臨近台灣南部重工業重鎮楠梓加工區，

如能媒合加工區內相關科技製造業工讀機會供予學生，對學生而言不僅能解決經

濟困難，同時也可讓學生在加工區內認識語言文化相當的東南亞非華裔人群，附

低在台孤僻感。 

  (五)、建立國際性學院全英語授課：非華裔學生另一較大的問題是語言學習

(華語)障礙。普遍非華裔學生排斥或惰於學習華語，如欲吸引學生來台求學，應

針對其感興趣或當地產業需求科系開設全英語的課程，以增加其求學意願。 

本員建議可參照國立台灣大學所推「國際學院」，開設國際性科系，以全英

語及原文書授課，令非華裔學生不用再遇華語而澆熄求學熱誠。而國際學院以全

英語言及書本授課模式，也有助於吸引西方國家學生的來台求學意願。要知西方

學生面對華語學習困難且歸國後就業無用武之地，如此華語授課便絲毫吸引不了

外國學生來台，是故不論站在東南亞非華裔生或西方國家外國生的立場而論，國

際學院是未來台灣大專院校轉變成為國際學校招收國際生的一個必經途徑。 

言而總之要確切落實新南向招生策略，應先觀察了解當地文化並針對其所需求而

強化其需求誘因，達到最佳招生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