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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全球化即時的通訊和進步技術，兩兩岸⼤大學⽣生世代在享受便便利利與透明的⼤大量量資
訊的同時，他們的⽂文化規範和價值觀也發⽣生改變。筆者近年年來來追蹤兩兩岸⼤大學⽣生的交流
與互動，發現雙⽅方都有不少的改變，值得關注。 
 以赴陸台⽣生為例例，⾃自⼀一九七九年年起，⼤大陸開放廣州暨南⼤大學的⼗十三個專業，透
過⼤大陸⾼高考招收港、澳、台三地的學⽣生進入本科及研究所就讀。台灣學⽣生選擇主修的
領域分別是：⼀一、傳統中華⽂文化的相關科系。⼆二、經營管理理與商業主題。三、醫學科
學，如中醫等。 
 據估計，有近兩兩萬名台灣學⽣生⾃自⼤大陸⼤大學畢業返台，學歷不被採認，許多⼈人只
好留留在⼤大陸⼯工作、移⺠民到其他國家或在台灣的私⼈人企業⼯工作。 
 ⼆二○○五年年以後，⼤大陸公布⼀一系列列台青年年交流新措施。到⼆二○⼀一⼆二年年為⽌止，⼤大
陸已經核准超過兩兩百所⾼高校對台招⽣生，台⽣生⼈人數超過三萬⼈人。⼆二○⼀一八年年七⽉月，⼤大陸
⼜又公布惠台三⼗十⼀一條，針對台商和台胞提供各種同等待遇措施，以上海海、福建、浙江
等地逐步實施應對的具體措施，可能吸引新的⼀一波台灣青年年學⼦子前往⼤大陸就學。 
 近⼆二⼗十年年來來，台⽣生赴⼤大陸求學的動機不⼀一，從聯聯考落落榜、⼤大陸學費便便宜、親友
推薦、看好兩兩岸發展前景、個⼈人的深造意願及追求⼤大陸的發展市場。可⾒見見⼤大陸對台⽣生
的就業吸引⼒力力，也間接促進了了台⽣生赴陸求學的意願。 
 ⾃自⼆二○⼀一⼀一年年開放陸⽣生來來台就讀學位以來來，陸⽣生政策逐年年演進，台灣承認的⼤大
陸⾼高校從最初的四⼗十⼀一所增加到⼀一百五⼗十五，同時⼆二○⼀一三年年更更開始招收兩兩年年制「專
升本」陸⽣生。 
 不過其中招收陸⽣生政策須依循：「三限、六不」原則，包括「不得於校外打⼯工
或兼職」、「畢業後不得續留留台灣」等政策。到了了⼆二○⼀一四年年，檢討對於⼤大陸學⽣生的
招⽣生、就學狀狀況及相關法令，並增加兩兩岸⼤大學「雙聯聯學制」的可⾏行行性。同年年八⽉月，開
放國立⼤大學學⼠士班招收⼤大陸⾼高中畢業⽣生，每校限額五⼈人。 
 ⼆二○⼀一五年年開始，台灣學校招收陸⽣生名額，由招⽣生總額的百分之⼀一，約⼆二千八
百五⼗十⼈人，放寬⾄至百分之⼆二，約五千七百⼈人。同年年對陸⽣生「三限六不」的政策也逐步
解禁，只堅持陸⽣生畢業後不能留留台⼯工作與不採認⼤大陸醫事學歷兩兩項。 
 ⼆二○⼀一六年年⼗十⽉月，蔡英⽂文總統決定，將中國⼤大陸來來台就學的學⽣生，比照僑外⽣生
納入健保，但以資源有限，考量量社會保障等因素，陸⽣生和僑外⽣生的保費全額⾃自付。 
 從⼆二○○○年年前，只有八百⼆二⼗十三名⼤大陸學⽣生赴台進⾏行行短期交流，到⼆二○⼀一六
年年的四萬多⼈人，同樣的每年年更更有數萬名台灣學⽣生進入⼤大陸參參訪、交換與攻讀學位。可
⾒見見兩兩岸學⽣生交流⼈人數之成長快速。研究發現，兩兩岸⼤大學⽣生互相交流，有助於提升雙⽅方
之相互理理解與認識，進⽽而降低兩兩岸之隔閡，應該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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