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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分析（一）日本高等教育招收外國人留學生的教育政策

及現況，（二）東京大學之國際化推進計畫中留學生政策之最新動態，

以探討日本高教留學生政策的特色與問題點。最後，歸納研究結果並

提出建議，以期作為我國政府推動留學生政策時之參考。研究方法採

日本文部科學省的官方資料和學者研究成果為主要參考文獻，進行個

案探討。本研究發現 : 日本高等教育國際化之政策上，訂定具體達成

目標，將招收留學生政策視為國家戰略的同時，檢視以往的政策實施

成效，並謹慎地提出明確的配套措施及進行相關之議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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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 Study o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nterna-

tionalization Promo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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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eatures and problems of Japan’s polic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by examining (1) Japan’s 
policies and its current implementation in recruiting higher education 
foreign students; and (2) the most current international student policy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s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motion plan. Study results would be 
recommended for our nation’s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Relying on the case studies, the paper reviews researches 
and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Ministries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results, one finds that Japan’s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izing higher education included specific goals for recrui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t also evaluates the past policy performance, 
proposes supporting measures carefully and discusses relevan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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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等教育留學生政策之推動，主要現象為，國際性學術交流活動

和增加在國外出版的學術論文及著作、大學內留學生和教師之間的文

化交流、課程內容重視國際化視野等（黃福濤，2009）。此外，寺倉

憲一（2009）指出，留學生畢業後，協助就業並使其留在國內工作，

以形成獲得高度人才模式的留學生政策為主要目的。

日本頂尖大學之東京大學濱田校長在 2010 年開學典禮當中，勉

勵新生要成為「無國界的東大生」，並揭示培育具有國際視野及具有

高行動力的學生為主要目標（濱田純一，2011：153），特別強調高

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性。日本高等教育國際化，最早可以追溯至 1970
年代 OECD 的教育調查團指出，日本教育國際化的必要性（小林哲

也，1995：34），而針對教育國際化提出下列四點改善的方針：分別

為外語教育、海外留學生之雇用、擴充外國人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以及

外國人教師的雇用手續（天野郁夫，1988：67）。至今日本雖然經過

多年的努力，但是，大學國際化的程度並非理想。尤其是 1997 年的

亞洲金融風暴帶給高等教育衝擊，形成符合國民多樣化需求的國際通

用性高等教育體系，並由教學型大學轉型為研究型大學，亞洲及太平

洋地區的大學逐漸脫離以往以歐美大學為中心的路線等現象產生（馬

越徹，2005：17）。

其中，大學和國際化有密切關係，大學教育的國際化包括，追求

學問的普遍性、相互理解特殊性、人與人之間的交流、充實系統和組

織機構（永井辰雄，1996：73）。但是，日本的高等教育方面，存在

國際開放性不足及大學課程內容未具國際通用等缺陷（喜多村和之，

1987：120）。針對此問題，二宮皓（2008）指出，在高等教育方面，

加強設計與日本文化學習相關課程，並結合文化產業戰略，是招收留

學生政策之重要一環。尤其是以日本的高等教育能對國際上可提供何

種貢獻，作為思考的基本觀念（梁忠銘，2008：110）。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回顧現有相關先行研究，發現缺少針對高等

教育國際化政策之通盤檢討，尤其是最新政策之批判，本文將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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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媒體公開資料、學者著作為主要參考文獻，採用個案研究法，

首先探討高等教育之留學生政策後，並分析日本在 1974 年以後推動

留學生政策之沿革，而後比較「招收留學生十萬人計畫」和「招收留

學生三十萬人計畫」內容，其次，具體探討東京大學留學生政策之特

色及問題點，以期作為我國高等教育推動留學生政策時之參考。

貳、日本高等教育之留學生政策

2001 年 WTO 和 GATT 陸續成立之後，各國跨界教育的活動快

速活絡（杉村美紀，2008）。資本、商品及服務移動的自由化，伴

隨勞動市場的開放，國際教育和教育訓練的需求增加。WTO 將高等

教育視為促進人力資本開發，並由政府主導的成長產業（秦由美子，

2008：96）。因此，須重視培育能在世界活躍的技能，包括與外國

交流、異文化溝通的能力等。在全球化影響下，學生為開拓視野並加

深對世界各國的理解，高等教育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尤其是以書

本、雜誌、資訊通信技術的進步及普及，提供豐富的留學情報資訊（近

田正博，1994；OECD 教育研究革新センター，2009）。此外，日本

為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力，藉由留學生政策，積極培育留學生人才，

提升日本的國際競爭力。

一、留學生政策之沿革

留學生政策最早可以追溯至 1974 年 5 月，中央教育審議會答申

中「教育、學術、文化的國際交流」，首次提出教育政策國際化。

1980 至 90 年代初期，高等教育政策主要由政府主導，並在資訊化及

國際化發展當中，不僅在形式上以取得學歷和資格，更要求重視教育

的品質（喜多村和之，2001：236）。因此，日本政府遂將留學生政

策視為高等教育國際化重要的一環，其中針對日本留學生政策之沿

革，可整理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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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留學生政策之沿革

年代 事件經過

1974 年 中央教育審議會的國際交流相關答申中指出，有關於教育國際

交流的相關重點實施措施。

1983 年 8 月 文部省（文部科學省舊稱），在「對 21 世紀的留學生政策懇談

會」中提出，招收外國人留學生人數方面，與其它先進國家相

比，比例過低，有必要進行檢討。因此，遂奠定往後日本在高

等教育國際化政策中，特別設定招收外國留學生的目標。

1984 年 「對 21 世紀的留學生政策的展開」報告中，因應少子化問題，

首次提及招收留學生 10 萬人的計畫。

1985 年 6 月 臨時教育審議會第 1 次答申：留學生政策，乃是基於日本自認

為經濟大國，但是欠缺和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政策。因此，為

促進與它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加強「存立與繁榮」理念，而積

極推動招收留學生政策，交流國家對象主要是以國家利益為主

要考量。

1987 年 4 月

第 3 次答申

指出培育包容及關心異文化、超越國界的人才，並運用歸國子

女的海外經驗，創設國際學校，招收留學生，積極給予國內學

童不同的異文化接觸之機會。

1988 年 文部省教育白皮書，提出國際理解教育、外語教育、創設高中

階段的留學制度，並提及教育歸國子女的方針。

1998 年 10 月 大學審議會答申「21 世紀大學像和今後的改革方案」強調貢獻

知識，以及重視國際交流對國立大學之重要性。

1999 年 文部省發表「知識的國際貢獻發展和新的留學生政策展開 2000
年留學生政策」，首度指出知識的國際貢獻，包含深化日本和

各國之間的友誼。

2003 年 達成招收留學生十萬人計畫。 

2003 年 11 月 中央教育審議會「留學生交流的擴大和素質之提升」答申中，

檢視以往的留學生交流的問題，其中包括高中階段留學交流的

重要性、加強教師的外語能力等。

2005 年 文部科學省在「我國留學知識的概要」中，特別強調「知識的

國際貢獻」的重要性，以及提示高等教育機構有必要招收留學

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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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事件經過

2007 年 6 月 政府基於教育再生會議所提出的第二次報告書中提及，國家政

策的基本計畫「經濟財政改革的基本方針 2007 －往美麗國家的

劇本」中揭示，透過海外的大學和研究所之間的學分互換制度，

設立向世界門戶開放的大學。

2008 年 1 月 福田康夫前首相任期內，制定「招收留學生 30 萬人計畫」，計

畫中指出至 2020 年為止，招收亞洲以及世界各國的留學生 30
萬人，為全球化戰略的一環，以招募 30 萬名留學生為目標，並

提升大學教育研究的競爭力。

2010 年 4 月 6 日 第 1 屆中日韓大學交流・連携推進會議。各國的政府、大學、

品質保證機構、産業界等所組成之委員，將中日韓大學之交流

構 想 定 名 為「CAMPUS Asia」（Collective Action for Mobility 
Program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sia）。

2011 年 中日韓「校園•亞州」及「大學的世界展開力強化事業」，主要

與亞洲和美國等國家建構高等教育網絡，培育在國際化及社會

中活躍人才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

2012 年 4 月 9 日

第 3 次國家戰略

會議

戰略會議中「邁向培育次世代和形成能夠活躍於社會」之議題

中的一大項目裡，「在世界活躍人才之培育～邁向『世界人才

之產出國』～」當中，提及有必要倍增具備和世界各地外國人

溝通之語學能力之大學生。

2012 年 6 月 4 日

全球化人才培育

推進會議

會議中的報告裡提出「培育全球化人才」，配合對方國家的需

要（學問領域、學習環境等）和我國之間留學生招生，促進留

學生和我國年輕人才之間知識的交流。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自木村孟（2009）。「留学生 30 万人計画」のために。IDE 現代IDE 現代

の高等教育，の高等教育，507，27-32；文部科學省（2009a）。「留学生 30 万人計画」

の進歩状況について。東京：文部科学省；文部科学省高等教育局高等教

育企画課（2011）。平成平成 23 年度大学の世界展開力強化事業の採択事業の年度大学の世界展開力強化事業の採択事業の

決定について～日中韓「キャンパス・アジア」パイロット事業等が開始～：決定について～日中韓「キャンパス・アジア」パイロット事業等が開始～：

（亞洲太平洋大學交流機構）的概要（亞洲太平洋大學交流機構）的概要。取自 http：//www.mext.go.jp/a_menu/
koutou/kaikaku/sekaitenkai/1312826.htm；外国人留学生支援ナビ（2012）。

質の高い外国人学生質の高い外国人学生 30 万人の受入れを万人の受入れを 2020 年までに実現すべき・国家年までに実現すべき・国家

戦略会議戦略会議。取自 http：//www.immin.jp/article/14373196.html；文部省學術

國際局留學生課（1985）。留学生受入れ 10 万人計畫─我が国の留学生

交流の展開。文部時報，文部時報，9，30-39; 文部科学省高等教育局高等教育企画課

（無日期）。日中韓「CAMPUS Asia（キャンパス・アジア）」概要日中韓「CAMPUS Asia（キャンパス・アジア）」概要。取

自 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kaikaku/sekaitenkai/1312838.htm；

グローバル人才育成推進会議（2012）。グローバル人材育成戦略グローバル人材育成戦略。取自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global/1206011matom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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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述政策執行過程中，發生了如下的問題：其一，大學

教育階段的比例中，留學生的比率依舊很低，尤其必須擴大招收歐美

國家的留學生；其二，留學生的非法居留和犯罪者增加，因而有必要

從世界各國積極招收具有高度學習意願的留學生；其三，須加強提高

留學生回國後的人際網絡為主要課題（村田善則，2007：59）。此外，

日本政府的財政支出問題，亦會影響政策之執行（木村孟，2009：
32）。其次，留學生的宿舍方面，在外租借民間宿舍、公寓居住的外

國留學生高達 75.7% 的高比例，可見留學生學校宿舍之嚴重不足的

現象，也會間接影響留學生求學的意願（文部科學省，2009b）。以

2012 年留學生宿舍狀況為例，2012 年有近八成的留學生須要至外面

租屋，可見留學生宿舍之嚴重不足（日本学生支援機構，2013c），

因此，學校留學生宿舍不足，校外租屋須大筆花費、租屋須有日籍保

證人的制度，勢必會對於留學生政策的推行造成負面影響。

其次，從 1974 年到 2012 年的留學生政策中可知，日本政府剛開

始主要在摸索招收留學生政策之方向，進而提出「招收留學生十萬人

計畫」和「招收留學生三十萬人計畫」，可知政策的規劃具有連續性，

並且配合國際情勢將留學生的招收計畫，逐漸傾向以中日韓三國之間

的國際交流為重心，以鞏固日本身為先進國家在亞洲的主導地位。

二、留學生政策之比較  以「招收留學生十萬人計畫」與「招

收留學生三十萬人計畫」為例

日本政府在 1983 年首次實施「招收留學生十萬人計畫」後，並

陸續於 1997 年 3 月公布「留學生入學考試選考方式」、1998 年 10 月

提出大學審議會答申「21 世紀大學像和今後的改革方案」等。1999
年 3 月預見招收 10 萬名留學生的計畫目標難以達成，日本政府在「知

識的國際貢獻發展和新的留學生政策展開  2000年的留學生政策」

中，指出留學生政策之問題點，包括赴日前入學許可取得之困難等

（申育誠、闕百華，2010：1-4）。此外，當日本政府在 2003年達成「招

收留學生十萬人計畫」目標後，便開始著手規劃及制定「招收留學生

三十萬人計畫」（申育誠、闕百華，2010：1-4）。「招收留學生十

萬人計畫」與「招收留學生三十萬人計畫」的概要，並透過本文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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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次計畫的比較，探討留學生政策的轉變內涵，整理如表 2 所示：

表 2

「招收留學生十萬人計畫」和「招收留學生三十萬人計畫」之比較表

計畫名稱 招收留學生十萬人計畫 招收留學生三十萬人計畫

時間 / 首相 1983 年 / 中曾根康弘前首相 2008 年 / 福田康夫前首相

主要推行政府

部門

文部省 內閣府、文部科學省、外務省、

法務省、厚生勞働省、經濟產業

省、國土交通省

預計達成計畫

目標之時間

2000 年 2020 年

達成計畫目標

之時間

2003 年

教育支援措施 1. 強調留學生教育指導體制

2. 充實留學生的學習課程

3. 私費留學生統一測驗的海外

實施（來日前留學生的測驗

之實施）

4. 強調和日本國際教育協會合

作

5. 提供及面談留學相關的資訊

1. 充實外國人留學生獎學金制度

2. 增加外國留學生前往日本留學

的誘因

3. 重視日本留學的便利性

4. 推動大學全球化—建立有魅力

的大學

5. 提供安心留學的環境

6. 推動畢業之後的就業輔導

日本語教育 1. 加強留學生的日本語教育

（國內、外日語教育的推行）

1. 重視海外日本語教育的推廣

2. 提供日本留學的資訊情報

3. 增加日本留學測驗及日本語能

力檢定次數

生活支援體制 1. 確保留學生宿舍數量，及整

備大學裡留學生宿舍設施和

簡化民間租屋手續

2. 簡化留學生在留資格審查時

間

1. 簡化留學生在留資格審查時間

2. 提供短期留學生的宿舍、簡化

承租宿舍之手續流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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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化重點大學 30，包括東京大學、筑波大學、東北大學、名古屋大學、

京都大學、九州大學、大阪大學、慶應義塾大學、上智大學、明治大學、
早稻田大學、同志社大學、立命館大學。

計畫名稱 招收留學生十萬人計畫 招收留學生三十萬人計畫

高等教育之因

應措施

1. 推動民間交流活動

2. 充實大學的事務行政組織

1. 大學的國際化

    （1）設置重點大學

    （2）改善英語授課課程、英

語教材

          的設計、增聘外國人教師

    （3）加強留學生的入學及生

活輔導

    （4）推動大學之間的交換生

制度

2. 畢業後的升學聯繫、就業輔導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自文部科學省（2009a）。「留学生「留学生 30 万人計画」の進歩状況万人計画」の進歩状況

についてについて。東京：文部科学省；文部科學省（2003）。我が国の留学生我が国の留学生

制度の概要制度の概要。取自 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
chukyo4/007/gijiroku/030101/2-1.htm; 申育誠、闕百華（2010 年 4
月）。日本高等教育國際化之初探以留學生政策為例。廖本裕（主持），

2010 年台東、仙台大學學術交流發展論壇論文集年台東、仙台大學學術交流發展論壇論文集。2010 年臺東、仙台

大學學術交流發展論壇，臺東市。

由上表可知，「招收留學生三十萬人計畫」除了延續「招收留學

生十萬人計畫」的相關政策之外，特別強調將留學生政策及高等教育

國際化相結合以及設立重點大學 1 作為外交戰略的重要一環。尤其招

收留學生十萬人目標的達成，主要為政策的穩定性與持續性，官民一

體合作和日本在亞洲的學術領導地位（楊武勳，2007：111）。但是，

對外將留學生總人數的招收目標擴充至 30 萬人的同時，對內也要解

決政府財政、留學生不法就業等問題，此種挑戰考驗著執政當局的政

策執行能力。尤其 2011 年 3 月 11 日東日本大地震發生之後，留學生

人數銳減。有鑑於此，日本政府加強減少辦理簽證的手續，並提供留

學生母語的資訊部落格，加強宣導日本留學的安全性（朝日新聞，

2011）。簡言之，日本的招收留學生三十萬人計畫，恐因地震等天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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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因素，將使得計畫目標達成有所延宕，此外，可知「招收留學生

三十萬人計畫」是以當時「招收留學生十萬人計畫」為範本，加以改

良所設計而成。

三、留學生之出身國來源和人數分析

短期交換留學生主要是以大學之間的交流協定為主，在母國仍

然保有學籍，並在他國大學學習及體驗異文化、語文能力，接受一年

以內或是一學期的課程，如 UMAP2 課程即是一例。有關於留學生人

數總數、留學生出身國之人數及比例及日本人主要的留學國和留學生

人數（參照圖 1） 。由留學生人數推移圖可知，在 1983 年的留學生

總數為 10,428 人，但在，1983 年實施留學生十萬人計畫後，順利在

2003 年達到招收留學生十萬人計畫的同時，且其中都是以私費留學生

居多。

其次，在 2003 年達到留學生十萬人目標後，2004 年的 117,302
人、2006 年的 117,927 人，到 2008 年之後增加為 123,829 人之後，在

2010 年達到 141,774 人高峰後在 2011 年降至 138,075 人及 2012 年的

137,756 人，連續 2 年負增長。尤其在 2004 年以後留學生人數停滯與

日本再次入管制度嚴格化相關（栗原孝，2009：10）。之後，2011 年

留學生大幅減少的原因，應為東日本大地震所產生的對輻射的恐懼相

關，因此，遂於 2012 年 7 月，放寬在留資格管理制度，以防止留學

生人數逐漸的流失。

 
2 UMAP（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 c）乃由各國大學互相交流，

並由各國政府從旁進行協助，設置目的為「伴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高等教
育機構的合作，增進學生和教職員之間的交流，基於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質，
加深對區域內各國家及區域之文化、經濟、社會制度的理解」。截至 2012
年度，參加會員國包括：澳洲、加拿大、智利、中國、厄瓜多爾、斐濟、關島、
香港、印尼、日本、韓國、澳門、馬來西亞、墨西哥、蒙古、緬甸、紐西蘭、
菲律賓、俄羅斯、秘魯、新加坡、臺灣、泰國、美國、文萊、柬埔寨、寮國、
薩摩亞、越南、東帝汶、巴布亞新幾內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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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留學生人數的推移圖（各年度 5 月 1 日統計）

資料來源：日本学生支援機構（2013a）。平成平成 24 年度外国人留学生在籍状況調査結年度外国人留学生在籍状況調査結

果果。取自 http：//www.jasso.go.jp/statistics/index.html.

有關於此，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以持有「留學」簽證，

於 2010 年度畢業者為對象，調查 35,117 人畢業後的意向，結果顯示

願意在日本國內就業者，較前一年增加了的有9.7%為6,663人。然而，

大學畢業後至研究所就學或者是由專門學校至大學就讀的比例比前年

減少一成多，畢業之後願意留在日本者為 23,630 人，比 2009 年度減

少 4.7%（留学生の「再進学」者が減少帰国就職は 23% 増加～大震

災が進路動向に影響か～（2012 年，4 月）。另依據「機能性物質被

爆低減化研究會」在 2011 年 12 月 26 日～ 12 月 27 日進行網路調查

顯示，日本國民知道關於輻射相關的基本資訊僅有約 30%，大多數的

人並不知道輻射因應方法（機能性物質による被ばく低減化研究会，

2012）。簡言之，地震與核災不僅影響日本國民的生活外，也確實對

留學生招收政策，造成深刻的影響，尤其日本媒體經常提出並預測未

來有很高的機率會發生東海、南海及東南海大地震，並將會造成很大

的傷亡人數等新聞，此亦有可能使得原本欲前往日本留學的留學生望

之卻步。

由表 3、4 的資料可知，中國留學生占絕大多數，尤其是以東亞

國家的留學生為最多，但是歐美的留學生過少，所表示的是前往日本

留學的留學生，主要以東亞的地理位置及先進國家為主要考慮的留學

因素，其所形成往先進國家留學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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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2 年留學生出身國之人數及比例

國家（地區）名 留學生數 構成比　　單位：%

中國 86,324 人 （87,533） 62.7 （63.4）

韓國 16,651 人 （17,640） 12.1 （12.8）

臺灣 4,617 人 （4,571） 3.4 （3.3）

越南 4,373 人 （4,033） 3.2 （2.9）

尼泊爾 2,451 人 （2,016） 1.8 （1.5）

馬來西亞 2,319 人 （2,417） 1.7 （1.8）

印尼 2,276 人 （2,162） 1.7 （1.6）

泰國 2,167 人 （2,396） 1.6 （1.7）

美國 2,133 人 （1,456） 1.5 （1.1）

緬甸 1,151 人 （1,118） 0.8 （0.8）

資料來源：（　）內數字為 2011 年統計數字。日本学生支援機構（2013a）。平成平成

24 年度外国人留学生在籍状況調査結果年度外国人留学生在籍状況調査結果。取自 http：//www.jasso.go.jp/
statistics/index.html.

表 4

日本人主要的留學國和留學生數（2010 年）　　　　　　　單位：人

國家、地區名 留學生數

美國 21,290

中國 16,808

英國 3,851

澳洲 2,413

臺灣 2,302

德國 2,135

加拿大 2,097

法國 1,743

韓國 1,147 

紐西蘭 988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省（2013）。「日本人の海外留学者数」及び「外国人留学生在「日本人の海外留学者数」及び「外国人留学生在

籍状況調査」について籍状況調査」について。取自 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5/
02/13306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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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學政策除了接收外國學生至日本留學之外，也須強調派遣日本

人至歐美地區交流，以達到平衡，並促進和外國大學之間的合作交流

關係。簡言之，在日本留學的外國人留學生人數依序為中國、韓國、

臺灣，皆是以亞洲留學生招收為主要對象，此外，日本人主要的留學

國依序為美國、中國及英國為主，而形成留學生流動之不對等的現

象。

四、留學生政策所面臨之困境

本節將以歷史認識問題、非法居留、教育經費補助、日本留學測

驗之觀點整理相關資料，以探討留學生政策所面臨的困境。

（一）歷史認識問題存在，影響國際交流活動

日本高等教育主要招收留學生的國籍別，主要以亞洲國家的留

學生為主。其前往日本留學之動機，包括日本文化之魅力、日本的學

術研究水準、日本留學的評價、國費獎學金制度、日本語的通用性增

加（永岡真波，1992）。但是，基於與各國之間的歷史文化差異，產

生許多摩擦。以赴日留學的中國和韓國的留學生而言，留學生對於其

曾經殖民地的國家，有許多彼此觀念上的摩擦（池田寬二，1996：
39）。例如：日本和中國、韓國之間的歷史認識問題，會影響日本人

接納留學生的意願。另根據日本的大學機構（學生生活委員會、學生

生活時態調查委員會、學務部國際課），「日本的大學留學生生活實

態調查報告書」指出留學生生活問題，留學生本身的反日民族情結、

生活習慣不同，以及包括，留學生在租屋及生活上受到不平等之待

遇，或與指導教授之間發生文化衝突等（山本哲生、龜山謙治、秋元

光弘，1996；永岡真波，1992；段耀中，2003；橫田雅弘，1997）。

例如：日本和中國、韓國之間的歷史認識問題，以上因素皆會影響日

本人接納留學生的意願。

2012 年根據日本言論 NPO 和中國日報社針對中日兩國民所進行

的問卷調查中顯示，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印象中，和 2011 年所作的調查

比較，由 2011 年的 78.3% 增加至 2012 年的 84.3% 日本人對中國的印

象不好，為過去的 8 次調查中印象最差的情況。另外一方面，中國人

對於日本的印象，由 2010 年的 55.9% 惡化增加到 2011 年的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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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 2012 年有些許改善，仍是中日關係最嚴峻的狀況，尤其表

現在歷史認識問題等（第 8 回日中共同世論調查結果，2012：2）。

此外，2010 年 8 月，由日本 NHK 和韓國的公共放送 KBS 所進

行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促進兩國關係密切的課題為，日本人回答「政

治對話」有 37% 最多，其次為「經濟交流」，「文化．運動交流」

有 28%，再者為「歷史認識問題」有 27%。反觀在韓國方面，有高達

62% 的國民應解決「竹島（韓國稱獨島）問題」，而應解決「歷史認

識問題」的有 34%，其次為「相關戰後的補償解決」有 26%（河野啓、

原美和子，2010：22）。

以日本人的觀點而言，日本內閣府在 2012 年 12 月 24 日，針對

日本國民所作的問卷調查顯示，對中國「不感覺到有感情」的日本人

比例比前一年增加 9.2% 總共有 80.6%，為 1978 年進行問卷調查結果

以來最高。然而，對韓國「不感覺到有感情」的日本人比例比前年增

加 23.7% 總共有 59.0%，為 1978 年進行問卷調查結果以來第二高。

因此，釣魚台（日本稱尖閣諸島）和竹島的對立問題，更加深惡化中

日韓三國國民的情感（中国に「親しみ感じず」80% 過去最多內閣府

調查，2012）。

簡言之，中國和韓國留學生在日本招收留學生政策中為最大宗留

學生來源，但是，彼此的歷史認識問題等已影響往後的文化交流。因

此，更有必要在留學生政策中，特別重視處理上述問題，以建立信賴

關係，減少彼此的文化交流障礙。

（二）非法打工、居留的問題嚴重化

在 2008-2010 年之間，青森大學總共對 140 位中國留學生進行除

籍處分。除籍處分的主要理由為從事打工活動，而持續翹課。其中更

有轉往至東京居住的留學生，更形成治安上的問題與隱憂（青森大

学、「偽装留学」中国人留学生 140 人を除籍処分，2011）。假藉留

學之名，行非法打工、居留之實，將會造成治安及社會問題。本文將

針對 2001 年至 2012 年為止，以留學資格身分進入日本留學，但是，

因簽證逾期所產生的非法居留問題，統計如圖 2 可知，從 2001 年的

4,401 人到 2005 年的 8,173 人最高點之後，在 2012 年的 1 月 1 日統

計的人數為 3,187 人，每年平均有上千人利用留學資格非法居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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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依然嚴重。所有問題當中，又以須強調並簡化在留資格認定的程序

最受到爭議（高等教育研究会，1999）。

圖 2　以留學資格非法居留的人數統計表（各年度 1 月 1 日

　　   統計）

資料來源：法務省（2012）。不法残留者数不法残留者数（2012）。取自 http：//www.moj.go.jp/
nyuukokukanri/kouhou/nyuukokukanri01_00013.html.

其次，在政府欲減少此種社會問題以及增加留學生人數的留學生

政策矛盾情況下，因此，以 2012 年 7 月 9 日開始，將實施新的外國

人在留管理制度，其中的改革為提供外國人「在留卡」以外，將在留

期限延長至五年，另外，持有效期間的護照及居留卡的外國人，在一

年內如果回到母國後再至日本時，往後並不須要進行再入國許可的申

請手續，並廢止外國人登錄制度等措施，以提供外國人留學生至日本

留學的便利性及減少非法居留打工之問題。

（三）教育經費編制缺乏彈性，忽視私費留學生的經濟保障問題

文部科學省為強化國際交流活動，尤其在留學生環境充實之獎學

金方面，每年都會編列教育預算，因此，以教育預算的觀點探討留學

生政策如表 5。由留學生交流教育經費內容可知，國費和私費留學生

補助的人數比例為 1 比 1，在教育經費方面逐年減少，則可以知道日

本政府在留學生交流之財政支出方面的困境。但是，每年雖然確保補

助的留學生人數，只是並無法配合私費留學生的增加，而彈性調整補

助人數，缺少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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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留學生交流教育預算

年 / 留學生交流

教育預算補

助人數及經費

國費外國人留學生

（單位 : 人）

私費外國人留學生

學習獎勵費

（單位 : 人）

留學生環境充實

經費

（單位 : 百萬日圓）

2013 11,006 10,100 30,296
2012 10,865 11,763 32,886
2011 10,656 11,406 32,461
2010 12,933 14,300 37,873
2009 13,285 12,740 45,485
2008 13,174 12,875 47,851
2007 — — 44,117
2006 — — 48,179
2005 — — 47,141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省（2005-2013）。概算要求主要事項（2005-2013）。取自 http：
//www.mext.go.jp/a_menu/yosan/h24/1311956.htm.

註：2010 年之前的留學生交流教育預算，並不細分宿舍建設經費、日本人學生海外留

學支援、就業支援等經費，但在 2010 年教育預算專款用於留學生的獎學金，2011
年、2012 年、2013 年教育預算專款用於留學生的獎學金、求職活動及確保留學生

宿舍等。

註：國費留學生意旨由日本政府所提供的獎學金。

以獨立行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在 2012年針對私費留學生（包

含就讀大學及研究所、短期大學、専修學校（専門課程）、準備教育

機構以及日本語教育機構）之 7,000 人為對象，所做的生活情況調查

顯示，月收入平均金額為 138,000 日圓，每月平均支出金額為 138,000
日圓。收入來源主要為打工及家裡的資助。有大約 51.4% 的私費留學

生領取獎學金，並有高達七成以上的留學生在從事打工（平成 23 年

度私費外国人留学生生活実態調査，2012）。由調查可知，留學生來

源主要以私費留學生居多，但是，多數留學生都在打工以賺取學費，

打工可以增加國外體驗活動，但亦壓縮課業研究的時間。此外，問卷

中更指出私費留學生中領取獎學金的人數僅一半，因此，日本政府更

有必要重視私費留學生的經濟問題，增加私費留學生取得獎學金的人

數，以避免造成非法打工的社會問題。

（四）日本留學測驗缺少全球視野布局



169論日本高等教育之留學生政策 以東京大學之國際化推進計畫析述　申育誠　闕百華

日本留學測驗是針對欲進入日本的大學（學部）入學之際，日本

的大學（學部）等高等教育機構，課予外國人參加此考試的義務，以

取代「日本語能力測驗」和「私費外國人留學生統一測驗」的考試，

由 2002 年開始進行一年 2 次（6 月及 11 月），並在日本國內和國外

進行測驗。以（2013 年度）日本留學測驗實施要項為例，說明如下：

1. 目的：針對外國人留學生，以希望進入日本的大學（學部）

就讀者，所進行的日本語能力和基礎學力之評鑑。

2.實施機構：獨立行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在文部科學省、

外務省、大學以及國內外相關機構的協助下實施。

3. 測驗方法及內容等

（1）對象：以外國人留學生，希望進入我國大學就學者。

（2）測驗日期：第 1 次 2013 年 6 月 16 日及第 2 次 2013 年

11 月 10 日。

（3）實施地點：國外分為印度、印尼、韓國、新加坡、斯

里蘭卡、泰國、臺灣、菲律賓、越南、香港、馬來西亞、緬甸、蒙古

以及俄羅斯。

（4）出題科目：日文、理科、綜合科目、數學（選擇科目

依照申請學校的條件有所不同）

簡言之，日本留學測驗的實施為確保留學生素質，但是，實施地

點僅限於亞洲各國地區，並未如托福考試具有普遍性。另外，大學採

用日本留學測驗的比例僅占 55%，也並未能夠普及適用於日本全國，

對於本測驗所設立的目的是否能夠落實表示存疑（參照表 6）。2010
年 11 月報考人數為歷年最高的 23,397 人，到 2011 年之後報考人數逐

年降低，乃至於 2012 年 11 月為止僅有 15,763 人，為 2002 年統計數

字以來第四低的報考人數，留學生的報考人數減少，確實逐漸影響日

本招收留學生政策之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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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日本留學測驗採用學校數及比例（2013 年 2 月現在）

學校種類

國立

校數（占全國

校數比例）

公立

校數（占全國

校數比例）

私立

校數（占全國

校數比例）

合計

校數（占全國

校數比例）

研究所 6 9 28 43

大學 *1 80（98%） 48（60%） 281（49%） 409（55%）

短期大學 *2 — 7（39%） 73（22%） 80（23%）

高等專門學校 51（100%） 0（0%） 0（0%） 51（89%）

專修學校 — — — 50

*1 只有函授的大學、研究所大學、招生停止除外

*2 招生停止除外。

資料來源：日本学生支援機構（2013b）。日本留学試験利用校數日本留学試験利用校數（2013）。取自

http：//www.jasso.go.jp/eju/use.html.

再者，日本留學生政策須更加重視留學生母國的歷史認識問題，

並提升對私費留學生的經濟支援補助。在留學測驗方面，實施考試的

地區僅限於東亞地區的國家，可知日本的留學生政策主要以亞洲地區

為主要布局，並未以全球的視野制定留學生政策，表示日本依然想要

保持在亞洲各國中先進國家的地位。但是，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

經濟大國之後，亦有可能影響到日本在亞洲領導的地位。由此可知，

留學生人數的擴充，更須確保其素質，尤其留學生所扮演的是重要的

國際文化交流角色，隨著留學生人數的增加，有益於增進彼此歷史認

識的同時，也必須重視留學生政策所產生的副作用，如非法居留問題

等。

參、留學生政策之內容 以東京大學為例

招收留學生政策，是高等教育國際化及強化國際競爭力的重要

戰略，各個大學對於留學生的政策，制定明確的方針。重要方針包

括：外國人留學生的入學考試，教育研究指導、生活支援及相關的留

學生業務，並且設立留學生中心的專屬單位，協調學校內各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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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留學生完善的支援等，所實施的主要措施，對於留學生而言，

留學國上課所使用的語言、地理環境以及教育制度和母國的類似性都

是選擇留學的考量因素（OECD 教育研究革新センター，2009）。尤

其大學教員的國際化和國際交流對於大學教育活動以及招收留學生、

課程的國際化、以外語撰寫論文等著作方面，有很大影響（黃福濤，

2009：297）。

2011 年，在大學教育階段，世界知名大學的留學生數比率，哈佛

大學為 10%、史丹佛大學為 7%、耶魯大學為 10%。位於亞洲的北京

大學為 5%、香港大學為 8%、首爾大學為 6%、新加坡大學為 21%，

而東京大學卻只有 1.9%。可見東京大學在招收外國人留學生方面的

不足之處（東京大學，2011 年：6）。其次，東京大學在 2003 年制定

「東京大學憲章」，憲章中揭示以成為「世界的東京大學」為主要任

務，2004 年 4 月在國立大學法人化之際，制定「中期目標·中期計畫」

和「行動·計畫」中，將推動國際化的相關項目彙整並體系化之後，制

定國際化推進計畫（東京大學，無日期：2-3）。因此，本文分析東

京大學在國立大學法人化之後，首次推動的國際化推進計畫，探討其

相關政策。

一、設置專責推動跨界教育之行政單位

承辦留學生業務之專責行政單位，尤其是國際交流部門留學生

中心，主要針對輔導留學生的日文能力，扮演極大角色。此行政部門

以東京大學國際化推進計畫 2005-2008 為例（參照圖 3），加以說明

之，（一）國際企劃部門：主要調查海外著名大學的國際化現況及調

查結果的公布；依據調查結果，而設定國際化推動長期構想的中期目

標和對中期計畫的實施成效；（二）國際支援部門：主要為提案以

及檢討國際研究網絡的建構，實現國際研究網絡，並針對 APRU（環

太平洋大學協會）、AEARU（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等的國際性支

援，展開教師個人和教師團體、組成行政單位之間的國際研究團隊，

並且特任專門負責的職員，以提升承辦國際業務的能力（東京大學，

無日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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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承辦留學生相關業務的行政專責單位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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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國際

連攜

部門

國際

交流

部門

留學生、

外國人研

究者支援

部門

資料來源：東京大學（2010）。東京大學國際化推進長期構想（頁 26）。東京：東京

大學。

其次，上述行政單位中並無法滿足每位留學生在各個專業領域的

需求，尤其在指導各個科系學生的研究計畫，如額外修改留學生入學

研究計畫等工作，都會增加教師們的工作負擔。

二、強化國際間大學之合作

東京大學參與東亞地區各大學的國際性合作，積極在教育研

究上強化地區的主導能力，特別是「東亞 ‧liberal arts‧initiative
（EALAI）」計畫，和東亞地區大學共同合作推動共通教養教育（東

京大學，無日期）。藉此掌握世界各個學術機構的交流狀況，有系統

的加強合作，並且發展國際性的計畫，解決環境問題，及對開發中

國家的援助等。主要重點包括，強化世界學術機構，整備北美、歐洲

地區的實質性的教育研究合作、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學術交流強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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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三國區域性的合作、和中印之間的戰略關係及國際的貢獻（東京

大學，2010：10）。目標將在 2020 年確立和中國及印度之間的學術

機構合作，並整備和歐美學術機構之間教育研究合作的組織（東京大

學，2011：53）。

三、設定中、長期之目標

在東京大學國際化推進長期構想的內容中，主要分為國際合作和

國際活動組織的推動、高度專業性和國際性視野的人才，以及加強國

際教育研究活動的校內體制整備。因此，特別設定 2011、2015 年和

2020 年所應達成的具體目標，以留學生政策為例可知，東京大學從入

學考試之圓滑化到全英語課程的講授，皆已制定具體的目標（參照表

7）。

表 7

2011、2015 年和 2020 年所應達成的具體目標表

目標 近期目標（2011） 中期目標（2015） 長期目標（2020）

考試選拔之

書面文件

從 2012 年開始設定

以英文取得學位的

大學課程入學考試

以書面選考的留學

生為對象和現有的

入學考試體系整合

以書面考試為對象

的留學生入學考試

體制的確立

獎學金取得

比例

留學生 8 成以上取

得獎學金

留學生 9 成取得獎

學金

留學生 9 成以上取

得獎學金

英語授課的

目標

各個學系、研究所

設定英語授課的目

標

採行中間評鑑，英

語 授 課 的 比 率 為

2010 年的 2 倍

英語授課的比率為

2010 年的 3 倍

設定招收留

學生的人數

（比例）

留學生人數是 2730
名以上（9.5%）

留學生人數是 3070
名以上（10.7%）

留學生人數是 3500
名以上（12.2%）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自東京大學（2010）。東京大學國際化推進長期構想（頁 21-
22）。東京：東京大學。

再者，尤其是希望所有留學生取得獎學金，以減少非法打工的社

會問題產生，但是，獎學金的財源如未確保，將使得此計畫的達成，

增添不少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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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公費留學生優先錄用制度

日本東京大學實施公費外國人留學生的特別課程，該課程的主要

特色為優先採用公費留學生，而設計此一課程，主要的目的有，其一，

加強和各個國家之間的相互理解，形成人際網絡；其二，強化日本大

學的國際化和國際競爭力；其三，增進在國際社會中對知識的貢獻（文

部科學省，2009b）。在開設課程方面，由表 8 可知，東京大學在以

設定招收公費留學生數為主要目標，並以培育優秀的公費生人才為主

要目的。此外，在招收公費留學生特別課程方面，目前還是以工學方

面居多，重「工」輕「文」的色彩非常明顯。

表 8

公費留學生特別實施之課程

課程名 課程的型態 實施研究科

最先端物理研究據點學位取得課程 博士 理學研究科物理專攻

農學生命科學研究高度化特別課程 博士 農學生命研究科

英語之社會基盤學留學生特別教育課程 碩士＋博士 工學研究科

英語之學際設計工學留學生特別教育 碩士＋博士 工學研究科

課程

英語系統創成學留學生教育特別課程 碩士＋博士 工學研究科     

英語之都市工學留學生教育特別課程 碩士＋博士 工學研究科

終身學習教育課程碩士課程 碩士 新領域創成科學研究科工

學研究科

日中韓為核心的亞洲工學環境形成之特

別推進課程

博士 工學研究科

國際技術經營課程 碩士＋博士 工學研究科

終身學習學教育課程博士後期課程 博士 新領域創成科學研究科工

學研究科

國際原子能教育研究網路特別課程 碩士＋博士 工學研究科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省（2009b）。我が国の留学生制度の概要我が国の留学生制度の概要（平成 21 年度版）。

取自 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ryugaku/1288634.htm.



175論日本高等教育之留學生政策 以東京大學之國際化推進計畫析述　申育誠　闕百華

此外，東京大學在 2020 年之前，所預定達成的目標包括 1. 確立

以包含書面審查考試之留學生入學考試制度。2. 在各地的高中或大學

裡建立招收留學生之體制。3. 以研究所（碩博士班）為主，設計具國

際通用性高的課程體制。4. 確保留學生 9 成以上拿到獎學金，並且確

定來日本之前已申請到獎學金。5. 以英語課程授課為 2010 年的 3 倍。

6.提供留學生適切地教育支援，如日語．英語教育、專業教育等。7.針
對希望就業的留學生提供就業輔導機制。8. 招收留學生人數 3,500 名

以上，達到總學生人數的 12.2%（大學部 350 名［2.5%］、研究所等

3,150 名［21.7%］）的目標（東京大學，2011：53）。東京大學裡外

國人留學生數如表 9 可知，東京大學的留學生來源主要以亞洲國家學

生占最多數。其次為歐洲國家的留學生，最少的為來自澳洲等大西洋

地區的留學生。

表 9

外國人留學生數（2012 年 5 月 1 日現在）

地區 學部

學生

學部

研究

生等

研究所學生 研究

所研

究生

等

研究

機構

研究

生

合計

碩士 専門職

（在職進

修）學位

博士

亞洲 209 19 736 48 1,153 247 7 2,419

非洲 — — 13 1 26 8 — 48

大西洋 1 2 9 — 12 6 — 30

中東 2 — 9 1 29 9 — 50

中南美 4 — 27 1 39 8 — 79

北美 1 2 21 5 35 11 — 75

歐洲 9 7 54 2 76 87 — 235

資料來源：研究所及學部研究生意旨，如果欲進入該校碩士班或博士班就讀前，須先

進行旁聽，並非具有正式學籍，此規定依各校而有所不同。国際交流関係

統計資料係統計資料（2012）。外国人留学生数外国人留学生数。取自 http：//www.u-tokyo.
ac.jp/res03/d03_02_02_j.html.

簡言之，留學生的來源主要偏向亞洲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生源比

例失衡的現象，也反映出東京大學留學生政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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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視學校行政人員、學生之英語能力及設置一年 4學期制度

留學生不只是修習課程以外，也會從事研究工作，在留學生的課

程方面，應不只侷限於教育內容，也要開設特別針對以留學生為對象

的課程。但是，大多數國家的英語課程教育水準不高之問題，亦須重

視（近田正博，1994）。此外，在東京大學方面，特別強化學校行政

人員的外語能力，並針對學校內事務文書記載等，採用英日文併用的

方式記載，藉此拓展職員的英語能力、增加海外研習機會及針對行政

人員實施英語定期能力檢定課程，以塑造英語教育環境為目的（東京

大學，2010、無日期）。

其次，針對留學生之特性，設計日本語教育內容，並且為加強日

本人學生的國際化程度，聘用日本人學生擔任留學生的日語學習支援

者（tutor），促進日本人學生和留學生之間共同成長及學習，以達到

「教育國際化的目標」。東京大學在 2010 年 10 月以後，新設以參加

英語課程取得學位的 9 個系所 3 中，大約開設 30 個英語課程，並計

畫在 2012 年秋天開始，在大學部開設英語相關課程（グローバル 30 
東京大学の取組，無日期）。

再者，各個大學開設英語課程方面，網路上所提供英語課程相關

詳細的內容資訊仍然不足（嶋内佐絵，2012）。簡言之，英語課程的

開設，必須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如考量留學生的英語能力及兼顧留學

生母國特色文化之教材、課程內容等。

另外，在教育部門裡，所聘請的外國人大多數為兼任的情況有待

改善，行政部門也必須聘請外國人當專任的職員，以作為翻譯人員。

總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不只是研究和教育的對外交流，大學行政模

式也必須相對的彈性化，但相對地亦增加大學行政人員之負擔。（中

嶋嶺雄，2004；江淵一公，1997）。

尤其近年，東京大學提出秋季入學的論點，認為秋季入學的實

施，可以促使外國人至日本留學之圓滑化，有益於招收優秀的留學生

（東京大學，2011：10），亦可增進日本人至海外留學之動機，並藉
 
3 包括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理學系研究科、工學系研究科、農學生命科學

研究科、醫學系研究科、新領域創成科學研究科、情報理工學系研究科、
學際情報學府、公共政策學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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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秋季入學的制度就是要與國際接軌，但是，因為無法配合國家考

試以及就業求職活動時間，尤其是高中生在 3 月畢業之後至 9 月秋季

入學期間，無法上學，亦有剝奪學生學習權利之虞等因素，因此，在

2015 年底前整理最終實行方案，決定暫不實施秋季入學，並將目前 2
學期制改為 4 學期制，其中主要二個方案包括：1. 將 4、5 月設定為

第１學期之後，6 月至 8 月為暑假，以便於學生參加海外短期留學，

剩下的時間區分為 2 ～ 4 學期。2. 將現行的 2 學期制各分別區分為 2
個學期（讀賣新聞，2013）。此外，設定 9 月為新學期的開始，藉此

招募更多海外留學生，以便與國際接軌。

肆、結語

針對日本留學生政策、東京大學國際化推進計畫進行簡要介紹及

分析之後，筆者將日本留學生政策之特色與推動時之困境歸納如下：

一、日本留學生政策之特色

日本在 1970 年代的經濟高度成長期下，隨著國力的增長，積極

拓展日本在國際上的影響力。尤其體現在留學生政策的實施策略上，

（一）在留學生方面：1. 由重視留學生數量，轉變為提升留學生素質。

2. 加強留學生生活支援體制。3. 充實留學生獎學金制度。4. 提供完善

留學資訊。（二）在政府方面：1. 留學生政策主要推行部門，強調由

政府各部門共同合作。2. 出入境管理局，簡化留學生資格審查期間。

（三）在民間方面：1. 提供便利留學生活資訊情報。2. 簡化承租宿舍

之手續。3. 與留學生支援機構、團體合作，提供生活支援。（四）在

大學方面：1. 設計符合留學生學習需求之學習內容。2. 提升教職員的

外語能力。3. 強化留學生心理輔導機制。4. 積極推動海外留學及學分

認證制度。5. 重視留學生畢業後之輔導及聯繫。6. 設置海外分校，重

視遠距教學模式。7. 國際化重點大學的設立，提升高等教育競爭力。

（五）在東京大學國際化推進計畫方面：1. 設置專責推動國際化之行

政單位。2. 強化與世界上各個大學之「結盟」合作。3. 推動國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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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國際交流體驗活動。4. 英文授課課程和提升外國人教師的比例。

5. 強調日本語教育體制的完備。6. 設定招收留學生數量及提升公費留

學生之比例。7. 分別設定 2011、2015、2020 年之中、長期留學生政

策之推動構想。8. 加強整備留學生之生活支援體制。9. 在培育留學生

人才方面，重「工」輕「文」的色彩明顯。簡言之，日本高等教育留

學生政策之推動，欲積極整合政府及各種民間資源，進而提升高等教

育在國際上的競爭力為主要目的。

二、日本留學生政策推動時之困境

日本推動留學生政策已達到招收留學生十萬人的目標，但是，政

策實施上仍面臨嚴峻的挑戰如：（一）留學生的來源多數來自亞洲地

區國家，而無法與歐美出身之留學生人數達到平衡。（二）政府財政

困難將影響到留學生政策之執行。（三）教室面積，硬體設備（學校

宿舍）之不足。（四） 難以針對個別留學生留學動機、目的、出身

背景、研究內容之實際情況進行輔導，而採齊一性作法，輔導效果有

限。 （五）須減少留學生日文方面之語言障礙，設置留學友好（英文）

環境。然而，不少人認為特地前往日本學習不道地的英文，倒不如

至英語系國家學習來得更有效益，因此，此舉是否會適得其反，加速

本來想前往日本留學的留學生轉往至歐美國家留學呢 ? 亦有待觀察。

（六）日語未具有世界通用性，使得日本要進到外國大學招生的情況

更加困難。（七）教師追求國際化的意識未必提升（黃福濤，2009：
310）。（八）留學生母國和日本之學制、入學年度不一致。尤其是

在招收留學生人數方面，人數確實有增加，但也產生犯罪及社會治安

問題，此點也是日本政府除了追求留學生人數在「量」的成長方面，

也更應該正視「質」的問題。筆者將本文日本留學生政策之優劣勢情

況，以 SWOT 分析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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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日本留學生政策之 SWOT 分析表

Strengths（優點）

（至日本留學之誘因）

Weaknesses（缺點）

（將留學生送出國之原因）

1. 日本社會文化魅力（如卡通漫畫等）

2. 日本高等教育研究水準高（如東京、

東北大學等）

3. 日本留學、學位評價高

4. 公費獎學金優渥

5. 提升個人外語及求職競爭力

1. 母國高等教育研究水準低落

2. 母國專業領域人才不足

3. 母國之學位評價較國外低

Opportunities（機會）

（連結留學之變數）

Threats（威脅）

（留學阻礙原因）

1. 留學獎學金政策（公費留學等）

2. 有利未來就業之發展（日商企業等）

3. 尋求外國文化體驗及交流　　

4. 全球化時代留學資訊情報流動增加

5. 師長的推薦與介紹

6. 國際化重點大學設置英語授課課程，

提供留學生留學誘因

7. 增加一年 4 學期制度，與國際接軌

1. 日語並未如英語具有世界通用性

2. 留學生母國和日本之教育制度、入學

年度不一致

3. 生活費及學費過高（尤其是針對私費

留學生的情況以及未來將消費稅增加

為 10% 時等因素）

4. 租屋手續繁雜（如保證人制度等）

5. 民族性及生活習慣差異

6. 反日情感（如歷史認識問題） 及地震

天災等因素

7. 教室面積、宿舍硬體設備不足

8. 無法針對個別文化背景差異之留學生

進行個別輔導，使其提早適應生活

9. 大學教師追求國際化的意識未必提升

10. 政府教育預算不足，無法保障私費留

學生經濟生活問題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三、對我國高等教育推動留學生政策之啟示

我國教育部在 2012 年的教育施政理念與政策報告中指出，擴大

招收境外學生，促進教育國際化之主要的實施成效包括，提供外國學

生獎學金、精進境外臺灣教育中心功能及拓展海外據點、深耕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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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來臺留學市場、發布「大學校院外國學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

業要點」及補助辦理大學與技職校院招生宣導說明會等內容（教育

部，2012）。反觀回顧日本政府推動留學生政策，在構想及政策方面，

具體且明確地設定目標，並同時檢視以往的政策實施情況，加以檢討

改進的特色，確實值得我國做為借鏡。本研究藉由反思日本的經驗，

對我國之啟示整理如下：（一）強調具體的達成目標，進而將招收留

學生政策視為國家整體發展戰略（例如：出入境管理局之出入境管理

措施和高等教育之留學生政策配合），並加強留學生資格審查程序，

確保留學生的身分管理。（二）更須重視私費留學生的經濟生活問題，

主動積極提供協助，並適當掌握留學生的生活情況，因為，若產生社

會治安問題，則將會付出更大的社會成本。（三）穩定和彈性的留學

生獎學金支出之財源及設立中、長期之具體可行目標，以提升國家整

體競爭力，並確保優秀人才及解決產業將來面臨少子高齡化所產生之

高階勞動力不足問題。（四）推廣全球性並具有公信力的華語文能力

留學測驗，以確保留學生入學的素質及能力。（五）推動防災教育，

並與留學生政策整合。（六）特別重視歷史認識問題，納入招收留學

生政策推行的一環（例如： 突顯臺灣除了身為中華文化圈一員，也曾

經為日本殖民地等史實，藉由軟實力加強國際文化交流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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