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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交流相關政策回顧 

回顧近二十多年來的發展，兩岸

關係歷經政治上的「衝突」、「僵持」

到當前的「穩定發展」階段。其中，

兩岸的文教交流，更是扮演著兩岸溝

通與相互理解的重要橋梁 (陳志柔，

2008)。以下簡要回述過去半個多世紀

以來，兩岸關係及文教交流之演進與

變化： 

(一) 文教隔絕、意識型態衝突階段 

(1949-1987)  

這段期間兩岸在政治外交上，政

權互不承認、對現狀之解釋採取與對

方相反的態度。雙方的文教不止沒有

試圖交流，甚至利用文化資本來宣傳

官方意識型態、加強雙方文化上的相

互敵視和誤解。 

(二) 消 極 的 和 平 共 存 階 段 

(1987-1999)  

自 1987 年臺灣開放探親後，兩岸

朝彼此試圖理解的方向發展。就文教

交流來，雙方人員的往來、經貿的交

易、學術文化的交流日趨頻繁。而兩

岸也展開半官方組織的交流融冰之

旅，尤以九二辜汪會談後更是逐漸達

到頂盛時期。 

(三) 政治軍事停滯、文教初期和解階

段 (1999-2008)  

此時期雖然出現因兩岸各自所堅

持的政治底限，甚至臺灣方面李、陳

兩位前總統的兩國論，使兩岸的政治

與軍事關係停滯，甚至倒退。但雙方

在文教交流上，緩步進入 Gregory 

Henderson「分裂國家理論」的和解階

段；觀光、經濟、教育等指標向雙方

互動更加密切 (陳會英，2008； 陳志

柔，2008)。從 2005-2007 之間每年文

教交流人數都超過兩萬人次。 

(四) 政治軍事停滯、經濟整合、文教

進入穩定和解階段 (2008－2016) 

自 1993 年辜汪會談後，兩岸因雙

方對「一個中國原則」前提無法達成

共識，只能將政治軍事與經濟、文教

交流區隔開。到了 2008 年五月馬政府

上臺後，在文教類政策推出重要措

施，包括：延長陸生來臺研修期限為

一年，放寬大學赴大陸及金、馬辦理

推廣教育，重修陸生三法等兩岸條

例、大學法、專科學校法，有限度的

開放陸生來臺就讀，放寬大陸學歷採

認（陳至柔，2008；陳會英，2008）。

此階段，兩岸關係協商的原則上採「先

易後難、先經後政」的順序進行，「經

貿交流先行，政治協商在後」的模式 

(范世平，2010)。其中，文化交流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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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保護、兩岸間文化和教育部門的

正式訪問、學術活動如研討會與和研

究合作等（高孔廉，2009；楊開煌，

1997）。 

(五) 政治、軍事、經濟停滯、文教緩

慢發展階段 (2016－) 

蔡政府執政後，一方面未接受陸

方九二共識的承諾要求，另一方面則

推動臺灣優先與新南向政策，使得兩

岸的交流逐漸進入緩慢的低潮期。 

二、兩岸文教交流概述 

從上述兩岸間的政治、經濟與外交

等發展，可看出兩岸文教交流在大環境

下脆弱卻影響深遠的本質，尤其是當中

理案大學生的交流發展，更是扮演著兩

岸青年世代相互理解的重要途徑之

一。如同上述兩岸關係的發展歷程一

般，自 1949 年至 1987 年間，兩岸人民

的交流幾乎可用舉步維艱來形容，兩岸

學生在文化、教育層面的交流更是闕

如。尤其一批 1949 年前赴陸學習的臺

灣學生，因爲兩岸隔絕而無法返回臺

灣，成爲了兩岸關係中斷的犧牲者。 

到了 1987 年 11 月臺灣放寬探親

政策以後，大陸專業人士與一般民

眾，才得以先後獲准來臺灣參訪交

流。據統計，1988 年至 2009 年，前來

參訪的科學自然、文化、體育、媒體、

藝術領域的大陸人士，超過 235,591 人

次（高孔廉, 2009)。但是在此期間兩岸

青年間的交流，還是以臺灣學生赴陸

求學與訪問爲主， 1990 年代以後，臺

灣開始接受大陸學生和交換生進行短

期交流，赴陸學習的臺生又面臨着大

陸學歷不被臺灣承認的難題，選擇在

陸就業，或者赴第三方再讀一個學位

後回臺就業。此時，大陸學生雖有少

數得以進入臺灣進行論文資料蒐集的

短期研究，與交流機會，但此階段受

限於大陸學歷採認等複雜因素，大陸

學生仍未能獲准入臺灣攻讀大學與研

究所學位的途徑。 

另一方面， 2010 年 6 月，大陸方

面宣佈承認臺灣高等學歷（戴瑞瑤，

2011），為臺灣青年人赴陸工作和升學

提供了政策性認可。大陸則開放兩百

多所高校，招收臺生就學。 

在校際合作方面，臺灣與大陸的高

校互動從常規和非常規雙管齊下，類目

繁多。就常規交流而言，兩岸在 2010

年已經有逾 400 多所高校簽署校際交

流合作項目，校際之間的合作標誌著兩

岸高等教育交流的穩固和深入，從 1990

年代末的人員流動，到今天的百餘所高

校建立合作關係，甚至是姐妹校關係，

都是兩岸在高教領域不斷努力的結

果。相較於公立院校，私立大學對大陸

高校的態度則開放許多，不斷在交流生

和研修生上努力拓展，建造新宿舍、提

供專門的設備和授課教師，增加企業參

訪等機會，都為私校提供了更好地吸引

對岸學生的條件。 

三、近年來兩岸大學生交流發展 

至於兩岸大學生交流方面，自

2011 年開放陸生來臺就讀學位以來，

陸生政策逐年演進，臺灣承認的大陸

高校從最初的 41 所 985 高校增加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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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211 工程高校的 155 所，同時 2013

年更開始招收兩年制「專升本」陸生，

招生名額從招生總額的 1%放寬至 2015

年的 2%。不過其中招收陸生政策須依

循：「三限、六不」原則，包括「限校」、

「限量」、「限領域」、「不加分」、「不提

供獎學金」、「不得於校外打工或兼職」、

「畢業後不得續留臺灣」、「不享有健保福

利」、和「不 開 放 報 考 證 照 」 等 政

策。  到 了 2014  年，透過 兩岸

教 育 交 流 規 範 的 簡 化 與 鬆 綁 ，

檢 討 對 於 大 陸 學 生 的 招 生 、 就

學 狀 況 及 相 關 法 令 ， 並 增 加 兩

岸 大 學 「 雙 聯 學 制 」 的 可 行 性

(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http://sec.ntut.edu.tw/files/14-1011-5006

8,r606-1.php)，大陸地區被承認的學校

增加到 129 所。針對陸生不能實習打

工一事，教育部在 2014 年 1 月令釋，

如果為課程、論文研究的一部分，或

是畢業條件、所有學生一體適用，陸

生就能擔任研究或教學助理，且可領

鐘點費，至於校外打工仍然禁。同年 8

月，開放國立大學學士班招收大陸高

中畢業生，每校限額 5 人。 

2015 年開始，臺灣學校招收陸生名

額由招生總額的 1%（約 2850 人）放寬

至 2%（約 5700 人）（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條例，第四條）。

同年對陸生「三限六不」的政策將逐步

解禁，只堅持陸生畢業後不能留臺工作

與不採認大陸醫事學歷兩項（遊昇俯，

2015）。2016 年 10 月 24 日，蔡英文總

統決定，將中國大陸來臺就學的學生，

比照僑外生納入健保，但以資源有限，

考量社會保障等因素，陸生和僑外生的

保費全額自付（聯合報，2016）。 

從上述招收陸生的發展趨勢，從

2011 年 1 月公告認可大陸地區列名

「985 工程」之 41 所大學名單；2013

年 3 月 12 日擴大採認公告 111 所以

「211 工程」爲主之大學名單；2014

年 4 月 18 日再度公告擴大採認 18 所

音樂、藝術、體育獨立及科學研究等

專業大學校園與高等教育機構。迄

今，大陸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

可名冊總計 155 所，專科學校維持 191

所（教育部，2016 年）。從 2000 年前

只有 823 名大陸學生赴臺進行短期交

流，到 2016 年的四萬多人，同樣的每

年更有數萬名臺灣學生進入大陸參

訪、交換與攻讀學位。可見兩岸學生

交流人數之成長快速 (教育部，2016)。 

尤其陸生的限制政策在各方利益

與團體的斡旋下，正從 2011 年以來的

逐漸鬆綁。目前的限制主要集中在「不

能校外打工」、「限制醫學學歷的採

納」、「不得參加國家考試」、「不能畢

業後留臺工作」等方面，但相較教育

最初的三限、六不政策，已明顯朝更

務實與鬆綁的方向前進。 

四、「兩岸化」、族群接觸理論與

大學生交流與影響 

(一) 「兩岸化」與族群接觸理論 

本 文 將 「 兩 岸 化 」

(cross-straitization) 定義為「兩個衝突

地區之間的文教交流能降低衝突，進

而帶來和平的過程」。換句話說，隨著

兩個衝突地區之間的文教交流程度升

高、密集，其彼此之間的和平程度也

會提升(參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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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兩岸化概念圖 
資料來源：周祝瑛，楊景堯（2012）。國際交流中之「兩

岸化」議題。收於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教育願景 2020，

頁 51-81.臺北，學富。 

「兩個衝突地區」 (two conflict 

zones)除了臺海兩岸之外，在現今國際

上出現軍事、武力、甚至經濟、文化

等顯而易見的爭議之所在，包括：南、

北韓，印度與巴基斯坦、以色列與伊

朗等阿拉伯世界，英國與北愛爾蘭，

加拿大與魁北克問題，甚至日本與美

國的經濟矛盾與競爭等 (周祝瑛，楊景

堯，2012）。 

至於美國學者 Allport（1954）的

「 族 群 接 觸 理 論 」（ Contact 

Hypothesis），主張增加族群接觸，以

減少偏見、及接納程度（周祝瑛等，

2013）。至於要達到族群交流的積極狀

態，需要四個關鍵：(1) 平等的地位，

在接觸情境中，兩群體要地位平等，

雙方關係對等，沒有主從之分；(2) 具

有共同目標，不是為了群體間的彼此

較量，而是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標，同

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雙方必須攜手

合作，以解決問題與完成任務；(3) 合

作後的友朋關係，提供比較親密與持

久的跨團體的接觸與合作；在合作過

程中，能克服這些困難，減少敵意和

偏見，可以成為朋友。(4) 得到權威、

法律或在習俗上獲得認可與合法性支

持(Blackmore, 2008; Allport, 1954)。 

(二) 兩岸大學生交流與影響 

兩岸大學生世代在面對全球化即

時的通訊和進步的技術，為個人帶來

便利與透明的大量資訊，改變他們的

文化規範和價值觀 （Hershock, et.al., 

2007）。 

以赴陸臺生為例，自 1979 年起，

大陸開放廣州暨南大學的十三個專

業，透過大陸高考招收港、澳、臺三

地的學生進入本科及研究所就讀。臺

灣學生選擇主修的領域分別是：（1）

傳統中華文化相關的專門學科；（2）

經營管理與商業主題；及（3）醫學科

學相關，如中醫等 (周祝瑛，2002)。

據估計，有近兩萬名臺灣學生自中國

大陸大學畢業返臺後，遇到臺灣機構

對其學歷不予採認的狀況。因此，其

中許多人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工作、移

民到其他國家或在臺灣的私人企業工

作。相對地，中國在 2005 年公布一連

串對臺灣青年文教交流新措施，如：

降低臺生學費、提供臺生獎學金、對

招收臺生院校專項補貼、協助臺生就

業、認可臺生臺灣高等學歷等，以吸

引臺灣青年學子前往大陸就學 (何秀

珍，2006)。 

臺生赴大陸求學的動機不一，從

聯考落榜、大陸學費便宜、親友推薦、

看好兩岸發展前景、到個人的深造意

願。研究發現，有不少的臺生是為了

個人的興趣及專業追求而前往大陸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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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楊景堯，2010)。相對之下這些臺生

在臺灣可能無法達成上述升學的要

求，尤其有不少臺生是為了到大陸學

中醫葯。另一個因素則是著眼於兩岸

未來的發展，這些人中以學習法律專

業居多。 

據統計，截至 2014 年 6 月，已有

3 萬多名臺生取得大陸學歷（觀察雜

誌，2015）。由於中國大陸地區近年來

經濟總量的增長、就業機會增多、高

校師資力量和學術水平的提升，直接

促成臺生赴大陸求學的熱潮（寇廷

耀、王鵬 2002）。除此之外，大陸地區

對於臺生的優惠政策，加之臺灣高等

教育發展的問題，也是吸引臺生赴陸

求學的動力之一（田鵬，2010）。吳伊

凡、藍佩嘉（2010）研究發現，赴大

陸就讀學位的臺生主要出於三種動

機：學位取向、工作取向與家庭引導

取向。根據臺灣最新民調顯示，願意

赴中國大陸工作的臺灣青年比例，從

2000年的35%增加到了 2016年的40% 

(聯合報，2016)。由此可見，大陸對臺

生的就業吸引力也間接促進了臺生赴

陸求學的意願。 

至於在臺陸生的整體滿意度上，

根據研究顯示 (張國保、張馨萍、楊淑

涵，2010：周祝瑛、楊雁斐，2015)，

開放陸生來臺就學有助於臺灣高等教

育學府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競爭，也

將影響未來臺灣高等教育的品質與發

展。臺灣藉著語言、文化、地理位置

相近、社會的自由多元與訊息開放，

整體高教素質與師資優勢、選擇機會

多元，學費與生活費遠較香港及歐美

國家低廉等因素，吸引若干與臺灣地

理位置相近的省份、希望來臺加強個

人的社會關係網 (networking)、與具有

自主意識等陸生來臺求學。因此，整

體而言招收陸生能對臺灣帶來重大影

響，包括：增進兩岸青年文化互動與

雙方了解，擴大臺灣高教國際化程度

與學生全球視野，刺激臺灣學生的學

習動機、藉招收一流陸生來協助大學

學術研究工作，解決臺灣的大學招生

人數不足與增加學校營收，達到兩岸

關係正常化與永續發展等目標(Tien, 

2011)。 

雖然在各國的研究中都發現，即

使身在海外留學，陸生仍向自組的社

團靠攏，形成陸生侷限在封閉性結構

的社會網絡中，影響陸生和本地生的

交流機會。不過，臺灣與其他非華語

的社會不同，語言及文化的障礙並不

存在於臺灣。開放陸生來臺就讀大學

不僅促進兩岸青年彼此之間的瞭解和

良性學習互動，也有機會發揮兩岸高

教互補的效果 (如：透過師資與學生之

交流、輸出臺灣技職教育等)，再造兩

岸共享中華文化創意市場；結合傳統

與創新的動力，日後進一步推動華人

圈的學術研究，合作建立世界級的華

人學術期刊等，都是兩岸學術文化交

流之外，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此外， 根據上述 Allport「族群接

觸理論」，認為透過族群之間之不斷接

觸，可以減少群際偏見、增進不同群

體的瞭解及接納度。作者透過長期兩

岸大學生交流的追蹤研究發現，兩岸

大學生之間的確存在該理論所述之

「過失無知」  (faulty ignorance) 現

象，如果兩岸大學生雙方在「缺乏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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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資訊，或彼此間存在錯誤資訊和誤

解下」，交流前的確存在對雙方之刻板

印象與不友好的態度。但雙方經過交

流後，透過不斷的族群接觸情境，與

獲得新的資訊後，雙方大學生對於彼

此的錯誤認知與誤解，就有機會獲得

化解，甚至進一步建立雙方友好的新

關係。如同許多研究證實，族群間個

人接觸機會越多，雙方的溝通交流越

頻繁，就能產生更加開放、友好的態

度，發生衝突的偏見、歧視、敵意等

負面情緒就越少。 

五、結語 

本文透過兩岸交流相關政策之回

顧，探討近二十年來，兩岸大學生在

前往對岸求學與交流的發展歷程。並

進一步嘗試透過「兩岸化」概念與族

群接觸理論，檢視兩岸大學生的交流

與影響，以此了解兩岸高教交流的成

效。研究發現，儘管兩岸對於彼此的

招生政策各有不同的著眼點，但雙方

近二十年來，都朝向透過交流來增加

下一代彼此理解的方向，逐步開放。

無論是短期交換或長期留學，兩岸大

學生之間的交流，都有長足之進展，

雙方學生對於兩岸社會等認知都發生

重大改變。總之，兩岸大學生互相交

流之過程，有助於提升雙方之相互理

解與認識，進而降低兩岸之隔閡與敵

視。尤其，兩岸大學校園內如能營造

更多接觸與交流之機會，就可降低雙

方誤解與敵意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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