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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個月臺商友人自廣州深圳歸來，談到在招募公司員工

時，兩岸大學生在態度、企圖心與競爭力等諸多方面的

重大差異。朋友談到，深圳市擁有超過1300萬來自全中國大陸

的人口，平均年齡28歲。在當地開設科技公司的他，最近開出

新進員工每月起薪6500人民幣(約三萬多臺幣)的工資，結果吸

引了來自北大、清華等全國知名大學畢業生，在面談時衣著楚

楚，應對進退落落大方、合宜得體。且大多是有備而來，對於

應徵公司相關資訊仔細準備，可說是瞭若指掌，充分表現出旺

盛的企圖心與專業性。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位，是來自中

西部艱困地區非名牌大學的年輕人，在面談時訴說他離鄉背井

的故事與決心，並明白告訴面試官們如果獲選，他一定會全力

以赴，為公司開創更好的業績與價值！

戰兢VS.散漫  求職態度大不同

當然，朋友知道附近的另一家華為公司，大學生起薪為

9000人民幣時，他知道應徵者來此不只為薪水，也為了學習經

驗，從基層中磨練個人的工作能力及開拓視野！以2014年中國

大陸725萬大學畢業生來計算，在十五年間增加七倍的成長比

例，其中的15-30%將會失業，如此高的比例，難怪大陸年輕人

在求職時，可以用戰戰兢兢與步步為營來加以形容。

可是同一家公司在臺灣招募員工時，卻出現不少大學生

穿著隨便，甚至不分場合隨便穿著牛仔褲與T-恤就趕來應徵。

面談時發現：很多年輕應徵者事前對於應徵公司未做功課，對

文｜周祝瑛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每年高達數萬名的交換生來臺最主要目的，是領略不同文化，

開拓眼界、感受臺灣地區的風土民情。學習能力與學術水平方

面，並非來臺交換陸生的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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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優勢無法掌握與介紹清楚，也不

了解應徵公司的需求與發展。尤其在面

談過程，談吐間缺少強烈的超越自我企

圖心與掌握市場的競爭力。而這些學生

中不乏頂著臺灣名牌大學的所謂一流學

生。

疑惑與不解  認知與落差大

臺灣的大學生到底怎麼了？高等教

育又發生了什麼事？以一項針對來臺求

學的澳門學生研究為例，澳門學生在國

內大學求學半年至九個月後，有近三分

之一開始對來臺讀大學決定感到疑惑，

陸生來臺對學習課業上的

專注與認真，對照本地同

學，未嘗不是一項警訊。

圖｜陳芝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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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包括：對於國內若干私立大學與科

技大學的學習品質，與同學間的讀書風

氣等問題，感到不滿。其中不乏來臺前

並不了解國內一般私立科技大學雖以

「科技大學」為名，但卻是朝技職體系

發展，整體教育品質與原先的期望出現

蠻大的落差。

此外，對於臺灣當地的飲食習慣、

交友方式、社團參與等，都出現與期望

不同的反應，不少同學因此產生社會孤

獨等負面情緒。另外，根據筆者與楊景

堯教授所主持的「兩岸大學生交流之評

估研究」計畫也發現：大陸來臺交換生

與學位生，因對所處的臺灣環境相當敏

感，因此對於社會重大事件也呈現出不

同的態度。

2014年，筆者曾訪談十多位來自大

陸985高校、當時正在高雄中山大學就

讀研究所的學生，這些學生因太陽花事

件而對來臺求學與畢業後的發展持相當

悲觀之態度。然而，在另一份針對交換

陸生的數百封問卷中，又出現對於臺灣

太陽花運動持讚揚態度。其他研究也發

現，來自大陸的交換生與學位生，原就

受到我方招生政策「三限、六不」的影

響，對於長時間留在臺灣學習的動機與

興趣，已出現與過去的認知與假設相當

大的差距。

不要只剩自我感覺良好

例如，筆者曾針對來臺讀大學與研

究所的大陸「學位生」及短期半年或一

年的「交換生」進行追蹤研究，發現雖

然就臺灣社會與民眾的整體印象而言，

陸生持相當肯定的態度，認為商店人員

的服務態度、一般民眾的人情味、基本

禮儀、公德心與守秩序習慣、環保意識

等都值得大陸學習。然而，臺灣民眾對

臺灣國外事務的理解與投入，包括：一

般民眾對大陸的了解程度、國際觀，整

體社會對外來文化與人民(尤其是國外的

有色人種)的接納程度，相對的都比預期

差。

至於來臺求學的印象，最受肯定

的是硬體方面，如：學習條件與教育資

源，校園環境等。至於在學習氣氛與學

習效果上，則有所落差。如：與臺灣同

學日常的生活互動、課程中的實習機

會、上課的討論氣氛、本地學生的學習

努力程度、課堂參與度等、國內學生的

準時上下課與交作業，尤其是一般同學

的國際觀與對大陸的了解程度等，都比

較負面，甚至不少臺灣同學依然對於大

陸社會充滿過時的偏見與誤解，且不時

發生詢問：大陸有無高樓大廈或生活落

後等尷尬問題。

臺灣享有地緣及文化語言上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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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來臺交換或留學，

仍屬陸生的熱點地區

之一。尤其每年高達

數萬名的交換生來臺

最主要目的，是領

略不同文化，

開拓眼界、

感受臺灣

地區的風

土民情。

學習能力

與學術水平方

面，並非來臺交換陸生的首要目標。但

對於另一群來臺長期學習的學位生，在

花了二至四年不等的青春歲月，有機會

深入了解臺灣社會之後，他們對臺的觀

感就相當之不同，尤其當他們畢業後，

規定必須在三十天之內離境，返陸後須

面對大陸企業對臺灣大學文憑的質疑等

挑戰，這些與大陸人脈中斷數年、由臺

灣培養出來的陸生，他們對於臺灣高教

的整體滿意度、建議，以及對於我方政

策的未來動向，頗值得各界關注。

真實人生挑戰競爭才開始

國內大學陸續出現校內書卷獎等

學習最高榮譽由陸生取得等事件，看

得出陸生來臺對於學習課業上的專注

與認真，與本地同學相比未嘗不是一項

警訊？尤其在去年先後發生「太陽花學

運」與今年高中生反課綱示威行動等，

不僅讓陸生看到參與臺灣學生的民主洗

禮，也是近來年輕世代為攸關他們未來

生存權利的奮戰。站在大學教師的立

場，看到這群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宅

世代」，能夠在重大議題中願意挺身而

出，走出象牙塔與學校保護傘，以具體

行動表達看法及訴求，感到欣慰。但看

到這過程中出現的是大撕裂與差異現

象，以及許多網民對於持不同意見者的

謾罵等強悍作風，又令人感到憂心。畢

竟示威抗議過後，接下來真實人生的挑

戰與競爭才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