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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新南向政策自 2016 年推動以來，強調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教育與人文交流，在高教領域則發

展出多種產學合作機制。（圖片來源：https://www.ner.gov.tw/news/5ad99f9554e92900051f03e5） 

 

 

新南向政策 Plus 下的學工爭議 

 

陳尚懋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兼國際長 

 

近期，《報導者》與《天下雜誌》相繼針對外籍生與僑生的「學

工」現象進行專題報導，引發社會關注與討論。僑務委員會主委更憤

而批評《天下雜誌》的報導為「偽專題」，顯示此議題的敏感性與爭

議性。然而，學工現象在臺灣並非新鮮事，尤其在少子化影響下，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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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私校面臨招生困境，企業面臨勞動力短缺，政府因而在新南向政策

的驅動下，推出「擴大吸引與留用僑外生」與「促進國際生來臺及留

臺」等政策，達到政府、學校與企業三贏的局面。 

新南向政策自 2016年推動以來，強調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教育

與人文交流，在高教領域則發展出多種產學合作機制，包括：教育部

的「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重點產業系所招生」、「國際專修部」、

「新型專班」，以及僑委會的「3+4 產攜專班」、「二年制副學士班」、

「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班」等。這些專班的核心在於兼顧學習與實習，

讓經濟條件有限的東南亞學生能透過半工半讀的模式獲取教育機會。

因此打工與實習不是原罪，而是政策初衷。然而，到底是什麼原因讓

這些學生成為學工？ 

招生資訊透明度不足所致之誤解 

首先，前端招生資訊的不透明導致許多學生對於來臺求學的實際

狀況產生誤解。部分學校未能有效深耕東南亞市場，僅透過當地仲介

或人脈招生，這些仲介可能只強調「來臺灣讀書可以賺錢」，而未能

確保學生充分理解課程內容與工作負擔，來臺後發現想像與現實的落

差。其次，制度本身的設計亦值得檢討。例如，「新南向產學合作專

班」允許學生每週最高工時（打工加實習）達 46.67 小時，甚至已經

超過一週五天 40 小時的全職工時。「學」的角色已被「工」取而代之。 

事實上，從過去到現在許多臺灣留學生在國外求學時，也透過半

工半讀的方式負擔學費與生活費。臺灣當前的政策也是希望透過半工

半讀（含實習）的方式，讓經濟條件不佳的東南亞同學有機會來臺留

學，進而改善家庭的經濟，甚至改變自己的人生。立意良善但相關政

策在推動時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甚至讓部分學校與企業將僑外生視

為廉價勞動力。此問題不僅影響學生的受教權，也可能損害臺灣與東

南亞國家的關係。 

新南向政策延續性不明所致之外交風險 

賴清德政府上臺後，對於新南向政策的延續性尚未有明確宣示，

導致「新南向政策 Plus」的方向模糊，恐怕也將進一步影響臺灣與東

南亞國家的雙邊關係。此外，政府對於少子化趨勢下的高教政策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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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明確因應方案，使得部分私校將東南亞學生視為「救命浮木」，

大量招生但卻缺乏後續的管理，導致市場出現「劣幣驅逐良幣」，反

而影響其他正常招生的私校，進一步惡化臺灣高等教育的生存危機。

另一方面，臺灣駐外處館往後在核發學生簽證時，是否會嚴審而導致

濫殺無辜的狀況？使得真的有心想要來臺灣留學的東南亞同學，反因

為學工爭議而無法拿到簽證？ 

綜合而言，學工爭議的本質並非單一政策的錯誤，而是政府、學

校、企業多方因素交錯的結果。臺灣政府應當從制度面著手改革，包

括強化招生資訊透明度、縮短學生工時、確保學生的學習與工作平衡，

同時也應重新檢討新南向政策 Plus，以維持臺灣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

正常發展。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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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

針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

具體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

量，並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 巷 1 號 

Tel: 886-2-23654366 

Fax: 886-2-23679193 

http://www.pf.org.tw 

http://www.p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